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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知性文化危机的社会表现即其社会层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代表流派，一

个是罗马俱乐部，另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研究，着重分析了传统

工业化模式的种种危机，提出了零增长、有组织增长等新的发展战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

判理论，着重分析了知性文化在与自然对立并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和近乎必

然的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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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性文化危机的社会表现即其社

会层面的研究主要有两个代表流派，一个

是罗马俱乐部，另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它

们都属于非纯粹哲学流派。罗马俱乐部的

社会学批判的基本性质属于社会学；其中

不乏哲学的思考；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

判的基本性质属于社会哲学，是哲学和社

会学的一种交叉研究。也就是说，罗马俱乐

部的社会学批判基本上属于社会学研究，

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更接近于哲学

研究。

一、罗马俱乐部的社会学批判

罗马俱乐部是一个关心人类困境及前

途的业余组织，他们从人类整体和全球系

统的角度考察知性文明所面临的困境。认

为，人类注意力必须从地区转向全球、从眼

前转向未来，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息息相

关的全球系统，把现在和未来看成一个相

互作用的整体。

《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

一份报告，它以结论悲观而著名。该报告从

以知性文化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增长模式为

出发点，考察了粮食、资源(主要是能源)和

环境对全球系统增长的限制。他们得出的

结论是：“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

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现在的趋势继续

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

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

人口和工业生产力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

制的衰退。”[1)同时，他们指出，为了建立

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以支撑遥远的未

来，必须改变传统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

建立一种全球均衡状态。全球均衡状态不

提倡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在保证使地

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每

个人都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这一

价值前提下，对人类未来发展提出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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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要求：“1．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

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

折旧率。2．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括出

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3．资本和

人口的水平以及两者的比例安排得与社会

价值一致。随着技术进步创造新的选择自

由，它们可以深思熟虑地加以修正，慢慢地

加以调整。”[2)该报告提倡的以全球均衡

状态为目标的零增长模式震动了西方乃至

全球，并产生了很大的争论。零增长模式与

传统工业化模式针锋相对，向人们展示了

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新可能性，尽管这种可

能性有些过于极端和理想化。

《人类处在转折点》是罗马俱乐部发表

的第二份报告，该报告同样从以知性文化

为基础的工业文明增长模式出发，考察了

全球异质多层次系统面临的主要困境及其

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该报告认为，第一份

报告之所以得出零增长的悲观结论，是因

为第一份报告把增长仅仅理解为无变异的

增长，并且采用了未考虑全球各地区之间

差异的较简单的分析模式。该报告认为，除

了无变异的增长，还存在有组织的增长。在

无变异的增长中，只有数量的增加和规模

的扩大，没有功能的分化和结构的调整。而

在有组织的增长中，不但有数量的增加和

规模的扩大，还有功能的分化和结构的调

整，而且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该报告进而

提出，传统工业化模式的错误不在于增长，

商在于盲目地无节制、无变异增长。在这个

意义上，人类的增长模式正处在一个转折

点上，这个转折点就是从无变异的增长走

向有组织的增长。该报告认为，传统工业化

模式带来的各种危机，包括人口危机、环境

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原料危机乃至

政治危机等等，“将检验人类的能力，成为

促进人类转变战略的催化剂”[3)。他们相

信，“人类社会将在从现在的无差异和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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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增长向有组织增长的转变中得到新生。

世界的这种转变将给人类带来充满生机的

新时代的开始”(4)。该报告提倡的以自主

和合作为特点的有组织增长模式，较第一

份报告提倡的零增长模式要乐观和积极一

些。有组织增长模式着重强调了人类社会

内部机制的自控和协调的重要性，把征服

的战略转变为自主战略。

《未来的一百年》的作者是罗马俱乐部

创始人和总裁奥雷利奥·佩西。该报告回

顾了人类自产生以来的兴衰史，肯定了知

性文明的巨大成就，着重指出了当今世界

的衰退并发症，探讨了克服知性文明引发

的种种危机而走向复兴的道路。佩西指出，

尽管知性文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知

性文明的负效果也同时更加显著，当今世

界出现了衰退并发症，这表现为各种各样

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

的变化，而且他们往往都相互影响。佩西认

为，我们衰落的根源不在我们之外，我们在

征服地球之后，已进行了对宇宙的征服，但

是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去管理自己这个地

球。这些不平衡和矛盾与我们深深地连结

在一起，人类权力越大，骄傲越甚，我们的

衰退可能就越为痛苦。他指出，“如果人类

困境从开始到最终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那么由此类推，应由我们自己去恢复它内

在的平衡，以求取为宇宙这个小小的一角

带来富有成果的协调”(5]。佩西认为，如果

我们要摆脱衰退，实现人类的伟大复兴，以

下三点是迫切需要的：1．实施全球性的政

策和战略；2．把世界引入可治理的状况；

3．学会如何治理世界，须先学会如何管理

我们自己。佩西在报告中反复强调了人类

自主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知性文明的重

要缺陷在于过于重视征服世界而忽视管理

人类自己。人类自主发展就是要有计划、有

意识地控制人类自身的行动，把对人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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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对世界的治理统一起来，自主地选择

和创造未来。

上述三份报告，在理论上呈现出不断

深化、全面的走势。罗马俱乐部对知性文明

的批判基本是社会学的，即以《未来的一百

年》为例，在列举知性文明的负作用时涉及

到一系列社会问题，主要有人口爆炸、缺乏

计划和规划、生物界受到劫掠和退化、世界

经济危机、军备竞赛、人的被忽视和社会邪

恶、技术科学发展的无政府状态、陈旧的制

度、东西方对抗和南北分歧、缺乏道德和政

治上的领导等。所有这些都是社会危机，是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罗马俱乐部提出的零

增长模式，实际是要建立集约型社会；这个

学派对人类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关注、对于

人类自主发展的强调，采用的都是社会学

的视角和研究方法，许多主张富有启示意

义。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专门从事社会批

判的学术团体，社会批判理论是他们提出

的多种理论观点的统称。社会批判理论既

有对社会整体的宏观考察，又有对个体生

存的微观解剖，其核心是对知性文化的批

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是法兰克福学派

的早期代表人物，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

法》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经典之作。书中所说

的启蒙，并不是指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

动，而是泛指那种旨在把人从蒙昧中解放

出来和征服自然的更原始的知性启蒙运

动。启蒙的辩证法就是指启蒙由于其自身

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解放的反面。启蒙固

然带来了人从自然奴役中的解放，但同时

却不可避免地引起劳动与享受的分裂、人

对人的奴役及人对自身的奴役。霍克海默

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从一开始就包含了

新的奴役，而这种启蒙辩证法的不良后果，

在启蒙的历史发展中Ft益显著起来。人同

自然的分裂及人对自然的征服付出了沉重

代价，那就是人类内部的分裂和征服，甚至

包括人性内部感性与理性的分裂和征服，

极权主义、文化工业等就是这种启蒙辩证

法的集中表现。

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左翼代表

人物，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马尔库塞依

据弗洛伊德本能理论对知性文明的成果及

其缺憾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知

性文明的维持是以人的爱欲被控制、被压

抑为代价的，被控制的爱欲被局限于指定

的时空，被压抑的爱欲被转化为枯燥劳动

的精力。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的进步将消除

基本物质匮乏，此时如果继续知性文明的

老路，只能产生多余的压抑和虚假的需要。

知性文明的成果提供了重新解放爱欲的可

能性，发达社会应当实行由压抑性秩序到

非压抑性秩序的转向。在后来的《单向度的

人》中，马尔库塞研究了知性文明的意识形

态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科学技术在知性

文明中起到了意识形态的作用，科学技术

(包括理性化管理)披着中性的外衣将社会

生活中的一切异己都湮没其中，“技术的合

理性已变成政治的合理性”[9]。实证性思

维挫败了否定性思维，人们被既定秩序所

同化，失去批判现实的能力，从而成为单向

度的人。马尔库塞认为，知性文明已经成为

铁牢笼，甚至各种反抗都成了认同现存秩

序的一部分，他在绝望之中把最后的希望

寄托在那些被排挤到现存秩序边缘的人们

及他们那不抱任何幻想的大拒绝之上。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

表人物，他的理论以“交往”概念为核心，渗

透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是

当代重建社科基础理论的一个重要尝试。．

哈贝马斯认为，知性文明的危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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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概念

借用于胡塞尔，在胡塞尔那里获得了中心

的意义。生活世界是指“作为唯一实在的，

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

被经验到的世界”(7)，它不同于以数学的

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科学世界。胡塞尔

的生活世界，最终也未能摆脱现象学的框

架。他认为，生活世界就是前科学的人们本

真地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这种世界在各

种文化因素渗入之后就丧失了。因此，在某

种程度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对于现实中

的人们是非现实的。而哈贝马斯所讲的生

活世界，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于其中的世界，

它已经渗入了各种文化因素，当然也包括

科学。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那里是指以语

言、符号为整合媒介的日常生活领域。哈贝

马斯十分重视语言在人们交往中的作用，

提出了在理想交往中对语言的要求。他认

为，人们的主体问世界是通过语言组建起

来的，而人们之所以能够共同拥有一个有

意义的生活世界，也正是由于人们之间语

言性的交往活动，在人们的这种交往活动

中，主体间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被组建起来，

这时才可以说，人们真正地生活在同一个

生活世界上。他还认为，在交往中只有使用

合理的语言，客观世界才能得到认知，主观

世界才能得到表达，主体间世界才能得到

组建，人的需要才能被译解。与生活世界对

应的概念是系统，包括经济子系统和政治

子系统，二者分别以金钱和权力为整合媒

介。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是从生活世

界中分化出来的，它们的职能分别是解决

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在劳动中人与人的矛

盾，即发展生产力和协调生产关系。

哈贝马斯把知性文明的种种矛盾归因

于理性化的生活世界使子系统的发生和成

长成为可能，而子系统的独立不可避免地

以破坏性方式反作用于生活世界。金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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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因素渗入生活世界中，造成系统对

生活世界的殖民。生活世界的殖民导致以

语言、符号为整合媒介的生活世界陷入危

机，因为系统整合方式侵入了它所不能替

代的领域。哈贝马斯认为，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于使生活世界非殖民化，重振生活世界

中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日常交往的生机，

进而从底层激活、重构系统的僵化结构，实

现社会的全面改造。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自始至终

带有浓郁的人文色彩，充满人文关怀。这个

学派的社会批判从人的启蒙切入，而启蒙

本身就是以人的解放为宗旨。马尔库塞的

著作都是从人的生存状况方面展开论述，

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哈贝马斯所关注

的是人际的交往，以及语言的合理运用。法

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以人为中心展开，

从多个侧面揭示出知性文明所造成的人的

异化，同时又对人的解放提出各种设想。法

兰克福学派和罗马俱乐部虽然都把社会批

判的矛头指向知性文明，但法兰克福学派

把聚焦点锁定在人的异化和解放上，而不

是像罗马俱乐部那样涉及广泛的社会问

题，对比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具

有更鲜明的人文关怀。社会批判而又富有

哲学思辨色彩，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

特点，从而和主要运用社会学方法的罗马

俱乐部呈现出不同的学派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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