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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学思想

■刘仁胜

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

理论、期望破灭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为现代资本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

种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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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单独建立过生态学这一门学

科，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表现出来的具体的生

态问题曾经进行过专门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哲学中包含着生态学的基本原则

和解决生态问题最彻底的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

兰克福学派虽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原则，但是

却发掘出马克思主义解决生态问题的方法，形成了生态

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ism)。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学的关注始于法兰克福学

派的霍克海默(Horkl·eimer．M)、阿道尔诺(Adomo，

T．w)和马尔库塞(Marcuse．H)，之后经过威廉·莱易斯

(w．kiss)和本·阿格尔(Agger．B．)的发展，最终在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创立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

思主义创立的初衷并非为了建构马克思的生态学，而是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出的生态

学批判，试图用现代生态学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相互嫁

接来“补充”马克思主义，以解决资本主义工业化面临的

生态灾难。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马克思认为：

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控制自然、最终

从自然的必然统治下解放的唯一途径；第二，资本主义

社会中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扩大再生产因为工人阶级

的极端贫困化而中断，资本主义随之解体。而处于垄断

资本主义阶段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并没有看到

马克思所预言的这两种结果，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

过程和科学技术的作用产生怀疑和争论。霍克海默和阿

道尔诺在其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阐述了科学技术

的进步实现了人类从自然界中的分离和人类对自然界

的统治和支配，但是科学进步也进一步加深了人类社会

中的劳动异化，使资本主义专制统治工具更加完善，表

现出技术悲观主义”J。法兰克福的另一派代表人物马尔

库塞虽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技术悲观主义，但是他更

多地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在其1968年出版的

《单向度的人(0ne Dimensional Man)》中，马尔库塞认为

技术虽然是造成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

主要原因，但是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

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第一，

必须改变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和目的，使技术从以

营利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解脱出来；第二，必须

改变现存技术的存在形式，使其从资本主义的“技术合

理性”转变到满足人类基本需要和激发人类潜力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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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合理性”【2l。在1972年出版的《反革命与造反

(counterIevolution aJld Revolt)》中，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

的生态危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资产阶级贪婪

的本性不仅使资产阶级通过高生产高消费疯狂地剥削

和掠夺无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产阶

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

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

到人类自身的生存门l。威廉姆·莱易斯1972年在《自然

的控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中继承了马尔库塞的

“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的观点，指出：把自然界当作商

品加以控制，把控制自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

竞争的工具，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普遍面临

的生态环境恶化的直接原因⋯。在1976出版的《满足的

极限(tlle“mit“o satiations)》中，威廉·莱易斯指出，人

类本身的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在垄断的资本主义市

场上已经被打乱和扭曲，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该更多地关

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高度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市

场寻找到替代方案b】。本·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概论(Westem Marxism：An Intmduction)》

中，批判地吸收了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其他生态学说的研

究成果，使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趋于完整和成熟【6】。

纵观法兰克福学派，虽然较多地论述科学技术问

题，但是，其主要是通过科学技术的作用揭示资本主义

制度的危机，因此，本文重点介绍生态马克思主义在马

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建构的关于资本

主义制度内部的生态危机理论、异化消费理论以及消除

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的理论对策。

一、建立生态危机理论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

机理论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

在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即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成果的私人占有，最终决定

了资本主义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

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发展与劳动者支

付能力相对缩小之问的矛盾，这两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

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

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产品的相对

过剩、劳动者的赤贫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停滞，对资本主

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极大破坏，并最终引发无产

阶级革命。

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并没有按照经

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而发生威胁到资本主义生存的经

济危机，特别是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凯恩

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既纠正了社会

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

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

的基本矛盾；同时，核技术、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新技

术革命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成倍增加，资

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有进一步在全球发

展的态势。

法兰克福学派对此作出的反应之一就是否定经典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取而代之以生态危机理

论。霍克海默、阿尔多诺、马尔库塞、莱易斯和阿格尔等

法兰克福派学者虽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学思

想，但是都保持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

批判方法，他们的生态危机理论其实就是建立在马克思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分析方法之上的，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补充”。法兰克福学派认

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

时，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够

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

因此，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对资本主

义进行批判，而这种新危机就是超越了个人或者阶级利

益的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趋缓和的情况

下，资本家受资本积累的利益驱动，不断采用先进的科

学技术加强对自然界和无产阶级的开发和掠夺；同时，

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在改善无产

阶级的福利待遇之外，通过消费贷款、广告等多种形式

鼓励和刺激无产阶级进行消费，提高无产阶级的购买能

力和欲望，由此，资产阶级的生产和无产阶级的消费同

时形成不断扩张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就这样

通过不断提供消费品而得以存在和维持，而这些消费品

对于广大的无产阶级来说多数属于奢侈品，无产阶级通

过消费具有等级标志的奢侈品来补偿自己艰辛的劳动，

使自己的心理得到满足。由于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

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飞速发展和奢侈品的不断提供，虽

然挽救了资本主义暂时灭亡的命运，但是，却对整个人

类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无可挽回的破环，资本主义成为消

费品的代名词，而这些消费品或者奢侈品是以不可再生

资源的枯竭、动植物的灭绝、土地的沙漠化、环境污染、

气候变暖等生态灾难为代价的。因此，阿格尔总结到，资

本主义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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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预期内不可能发生，但是，由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

消费而导致的生态危机严重地威胁着整个人类自身的

生存，“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把矛盾置于资本主义

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高度加以认

识”⋯伸z7”，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把资本主义制度

置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对立面，从而引起整个人类社会对

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普遍怀疑和不满，在揭露资本主

义社会矛盾和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变革这两方面都具有

积极意义；但是，将资本主义生产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矛

盾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

危机，属于本末倒置，颠倒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关系，不

仅解决不了目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也解决不了资本

主义社会固有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复论

述过：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唯一目的，

而工人阶级的劳动则不是资产阶级财富积累的唯一来

源，资产阶级除了通过剥夺工人阶级的劳动剩余价值之

外，还不断地对大自然进行掠夺。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

义农业问题的时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

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

技巧的进步”【7l(一69，；马克思在论述“机器、自然力和科学

的应用”时指出：“自然力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只有借

助机器才能占有，并且只有机器的主人才能占有”181

佃：”’，并且进一步指出，自然力的使用“增加了统一劳动

时间内生产的商品量，因而减少了这个商品中每一相应

部分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价值就减少了，——而剩余

价值则增加了”㈦恤⋯。因此，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不

改变，资产阶级就会采取各种方式包括不断发展科学技

术来增加对工人阶级和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维持资本

主义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继续，由此而引起的人类

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即生态危机，只是由资本主义

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经济危机的延续和深化，属于经济

危机的表面现象。生态马克思主义没有分清资本主义经

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辩证关系，错把现象作为本质，因

此，也必然找不到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方案。

二、建立异化消费理论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劳动

异化理论

面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积累固然是资本主义高生产和高消费所引起的生

态危机的最终原因，但是，无产阶级的消费观念和消费

方式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当今无产阶级的消

费不再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维持其生命和生活的需要，而

是一种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正是无产阶级对奢侈品

的病态消费维持了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使资本主义

的经济危机被生态危机所代替。为了解释和解决这种病

态的消费行为方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马克思的异

化劳动理论，构造出异化消费理论的概念，为生态危机

寻找到直接的原因。

“异化”原本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费尔

巴哈哲学中常见的一个术语，指主体在一定的发展阶

段，分裂出它的客体对立面，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

思在批判地汲取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古典经济学家关于

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在《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

提出并系统论述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从经济事实出

发，认为劳动是人类社会同外部自然界发生物质交换的

唯一纽带，劳动的目是占有外部世界，占有生活资料和

生产资料。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本质发生了

变化：劳动者越是通过劳动去占有外部世界，创造生活

资料，他就越是失掉外部世界和生活资料，并受自己劳

动产品的支配和奴役。这就是异化劳动。"1(”。9¨马克思

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异化劳动的四种规定：劳动者同他

的产品相异化，同他的生产活动相异化，同他的类本质

相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异化。异化劳动的结果造

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异化：工人成为一种商品或工

具；货币主宰社会；工人阶级由于失去自己的劳动产品

又受自己产品的奴役，而资产阶级则是无偿占有工人阶

级的劳动产品，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都失去了

自己劳动的本质而成了异化的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

“人非人化”。【71‘”“”’

在生态危机理论中，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

的危机已经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因此，参照马

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构造出当今资本

主义的异化消费理论。异化消费就是指：无产阶级通过

消费奢侈品以补偿异化劳动过程中的艰辛和痛苦，追求

所谓的自由和幸福；资产阶级在控制无产阶级整个消费

的过程中也被消费所控制，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因此而被

消费品所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福

利制度的完善和消费贷款等货币政策的改善并没有改

变无产阶级雇佣劳动的本质，劳动的破碎化、被动化和

外在化等属性仍然存在，劳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仍然是

单调、乏味和无聊的过程，是缺乏自由和创造力的出卖

自己的过程，因此，无产阶级便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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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在消费领域获得创造性和自由，因为，在当今资本主

义社会中，只有消费而不是劳动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主

体性，只有在消费中而不是劳动中无产阶级才能够体会

到幸福，无论消费是否需要，消费都成为无产阶级的避

难所。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只有不断地提供各种奢侈品，

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才能够维持下去；也

只有不断提供各种奢侈品，才能加强对无产阶级的政治

控制，因此，资产阶级通过控制科学技术使之服务于奢

侈品的生产，通过广告和媒体刺激和引导无产阶级对奢

侈品的消费，通过向社会提供奢侈品而不是满足人类生

活的必需品，资产阶级获得对生产和消费的控制，消除

了经济危机，资本主义暂时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但是，

由异化消费而引起的生态危机比经济危机具有更大的

破坏性。由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

无限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任其发展，必将使生

态系统和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同时遭到致命的打击，威

胁到整个人类自身的存在。

从马尔库塞、莱易斯一直到阿格尔，都一直在关注

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消费问题，并根据马克思的劳动异化

理论而提出了消费异化理论，称“消费异化”为“异化劳

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

视的一个问题”16】(””。消费异化理论的提出有两个明显

的积极作用：一是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工业文明

之后，资产阶级通过控制消费行为对无产阶级进行的经

济、政治和心理控制的加剧；二是在资产阶级设法延长

经济危机爆发周期的背景中，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

判精神，将马克思对劳动异化的批判延伸到消费领域，

有利于无产阶级正确认识{肖费异化的本质及作用。消费

异化的不足之处相当明显：生态马克思主义把消费异化

拔高为生态危机的根源，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导致其寄

希望于社会需求心理的自发变革，最终在革命道路上滑

向唯心主义的泥潭。

三、试图通过期望破灭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实现资

本主义社会的变革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

过程中，提出了解决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的方案。马克

思认为：经济危机和异化劳动都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资

料私有制而引起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生产

领域造成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

无政府状态，在消费领域造成资产阶级占有的产品“过

剩”而无产阶级处于无力购买的赤贫状态，最终造成资

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中断，发生经济危机，对人类的生

产力造成巨大的破坏；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造

成了工人阶级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作为人

的类本质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使劳动成为人类厌

恶的过程而不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幸福的源泉”l(”一

⋯’。为了解放生产力，避免经济危机，消除异化劳动，只

有通过工人阶级的暴力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私有制，

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获得了

解放，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生产可以为社

会提供充足的产品，人们按需进行分配；劳动不再异化

而是成为人的本质需要。

生态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肖灭经济危机和异化

劳动的实现方式，构想出消灭异化消费和生态危机的社

会变革模式，这就是通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dialectic of

shattered expectations)”，或者期望破灭理论，实现稳态经

济的社会主义。期望破灭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态危

机理论和异化?肖费理论的基础之上的：由于异化消费是

无产阶级摆脱痛苦寻求所谓自由的唯一方式，也是资产

阶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唯一动力，异化消费因而

成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唯一理由；但是，在异化消

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

无限性发生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就转化为商

品供应危机，引起无产阶级消费期望的破碎，从而导致

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和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

度的怀疑。在重新审视消费预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

中，无产阶级能够自发地调整自己的需求观念和价值观

念，抵制对奢侈品的消费，建立革命性的需求理论，消除

?肖费异化，并逐渐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管理模式进行改

革，使之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

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生

态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主要集中在

经济领域，在消除资本主义异化消费的理论基础之上，

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以实现生态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

消费水平之间的平衡，彻底消灭生态危机；并设想通过

改革经济领域逐渐改革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最终实

现社会主义制度。稳态经济理论的思想来源于约翰·穆

勒和罗马俱乐部，就是否定现存经济的增长模式，承认

经济增长受生态系统的制约而存在增长的极限旧l，主张

消除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强调保持生产能力和人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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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稳定；稳态经济理论的前提是消除异化消费，建立

革命性的需求理论；其实现方式是通过分散工业生产和

降低生产规模来消除过度生产，通过提供民主管理的生

产者联合体的劳动来消除异化劳动，从而消除过度}肖

费。这种生产过程的分散化和民主化可以从生产领域推

广至社会政治领域，不仅可以彻底解决生态危机，而且

可以从整体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

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

都含有充分的合理性因素，对于分析二战之后资本主义

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具有不可低估的理论价值，

但是，由于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都回避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之在解决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

的过程中走向历史唯心主义，例如，阿格尔曾论述到：

“正是在我们称之为‘期望破碎的辩证法’的动态过程

中，我们看到了进行社会变革的强大动力”16¨”2”，这种

通过“期望破碎”产生的消费心理变革来抵制异化消费

从而自动地消除生态危机的理论逻辑是不可能转化为

历史现实的。同时，由于不涉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而只

是对生产资料进行民主管理，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

主义社会变革之后实行稳态经济的设想，不仅解决不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和消费异化问题，更解决不了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相反，却可能造成新的人道主

义灾难。

四、总结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法兰

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精神和

批判方法，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学术环境中创立

了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理论，分

析了生态危机来源于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并试图通过

期望破灭理论和稳态经济理论来消除异化消费和生态

危机，为当今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提供了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思考的新途径，特别是对于我国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何指导和控制生

产和消费，使之符合生态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

意义。但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毕竟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

的范畴，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与马克思主

义之间存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鸿沟，主要有以下几点：第

一，生态危机不可能取代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

本矛盾没有发生改变，经济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主要

危机。为了避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加紧了对环境资源

的掠夺，造成比经济危机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主

义只能通过生态危机暂时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生态危

机只是经济危机的表面现象。第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

能在t肖费领域发生，也不可能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资本

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异化}肖费的根源，不消除产生异

化消费的社会根源，而寄托于整个社会自发地建立革命

性的需求理论，从而自然地消除异化消费并实现社会主

义，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乌托邦思想。第三，社会主义

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

会主义设想并未触及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具有民主社

会主义的特点，是改良的资本主义。第四，马克思主义的

唯物主义哲学中包含着生态学的基本原则和解决生态

问题最彻底的方法论，用生态学思想去“补充”马克思主

义是画蛇添足。生态学在社会科学领域是关于人类和自

然之间本质关系的学说，无论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

心主义都无法解决生态学的本质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法才可以彻底解决人与自然

的矛盾。马克思强调：人属于自然，自然是人的身体；解

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是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

前提；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

义的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彻底解决“人与

人”和“人与自然”的矛盾。因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够

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和生态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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