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语境的中国化

杨礼银

摘要：对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尽管成果丰富，但是从中国语境来

看也暴露出不可忽视的问题。立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和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放眼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世界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范式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阐明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普

遍性和特殊性，澄清它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

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迫切任务。这样的研究对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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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所面临的最迫切任务在于凸显中国语境。“中国语

境”是指与社会批判理论相关联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语境。“理论语境”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的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深化认识

和解决如下重大的理论问题：中国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应该如何建设社会

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方向何在?应该如何借鉴和吸收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和

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等等。实践语境特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语境、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语境以及中国所参与其中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语

境。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语境的中国化，就是立足于中国语境，放眼于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的世界视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对其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研

究，阐明它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澄清它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回答“为什么要研究社会

批判理论”、“应该如何研究它”、“主要研究其哪些理论”、“它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的创新与发展有何理论意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有何现实意义”等

重要问题，并且为社会批判理论乃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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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对话和有效交流搭建平台，以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探寻一条恰当的研究路径。显然，这样的研究是一项庞大的

系统工程，要完成它，尚需要做出一些准备性研究，本文就此作出尝试性探索。

一、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现状及其问题

自1978年以来，由于其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宗旨和对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社会批判理论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他者”视角

被传人中国，并逐渐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文艺理论、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等

领域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入研究，目前已然发展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

领域，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纵观国内学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

史，这些研究主要分为四个不断深入的研究模式：

第一种模式，翻译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著作，其目的是将社会批判理论呈现

给中国读者。这是大多数中国读者理解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因而是非常必要的。

截至目前，学界已经将《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单向度的人》、《交往行动理

论》等主要代表作翻译成中文，其中有些著作还有多个译本，不过还有许多重要著作

还没有翻译成中文，如哈贝马斯的晚期重要著作《真理与论证》等，另外，有些译作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种模式，在翻译介绍的基础上分专题对法兰克福学派整体或代表人物的理

论观点进行文本学解释。对此作出卓越贡献的研究者有徐崇温、江天骥、燕宏远、陈

学明、欧力同、薛华、张一兵、王晓升、王凤才、傅永军、童世骏、艾四林、曹卫东、李淑

梅、谢永康等。他们分别从学派的总体观点、资本主义批判等专题、代表性著作的解

读等视角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这两种模式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社会批判理论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观点”、

“这些观点有什么影响”。虽然有的学者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对社

会批判理论进行了批判式解读，有的学者在阐明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后，从中国的视

角来厘定它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启发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量研究在今天

还是出现了一个让人忧虑的状况，那就是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无主体无立场式解读，

即对它们的解释往往限于它是什么或他们说了什么，而关于解释者是谁、在哪里解读

等信息却被悬搁了，当然就无从对它们作出正确或错误的评价了。我们把这种研究

称为“还原式研究”，即研究的目的是还原作者的思想，搞清楚作者说了什么。

第三种模式，随着解释性研究的丰富和细化，许多研究者未经过语境的中国化就

将社会批判理论直接拿来解释和批判中国的社会问题，企图把社会批判理论作为分

析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资源而加以直接运用。我们称此为“拿来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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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研究”。这表现为两个方面：根据传统教科书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与教科书不

一致的观点作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错误理论加以排斥，以为反面教材；将

在研究者看来正确的观点用来直接解释中国的现实问题，以为借鉴。

第四种模式，从中国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分为

由外到内的几个层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发展的角度，衣俊卿等学者提出中西

马克思主义应该平等对话，相互交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角度，汪信砚、何萍

等学者多次提出，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角度，王雨辰、傅永军、赵勇、曹卫东、刘森林、陶东风等学者提出，对法兰

克福学派的研究需要经过中国化的语境转换。如傅永军指出，社会批判理论唯有融

人中国自己的社会批判话语之中，将自身中国化，才能真正从舶来的外部批判语言变

成为中国语境下内生的批判语言。①

第五种模式，将社会批判理论的观点或学说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只有零星的几篇论文，如刘红梅的《毛泽东和早期法

兰克福学派关于人与社会观点的比较研究》、刘晓玉的《毛泽东与马尔库塞科技观的

差异性》等等。虽然如此，这种模式却已在越来越多研究者中达成共识。2011年4

月16日至19日举行了“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讨会，与会学者对中

西马克思主义比较的必要性、可能性和路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②

我们认为，上述五种研究模式各有所长，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需要的，然而，

这些研究已然暴露出一些需要深刻反省和不断探索的问题。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是

过于偏重第一和第二种模式，即文本的翻译和解释模式，而忽视了其他模式的优势，

导致了如下的后果：

第一，仅依据其文本而限于回答“是什么”的文本译介或解释性研究导致研究主

体的不明确，从而致使社会批判理论研究丧失了可靠的立足点和研究的方向，进而许

多研究只述不评或不能准确地评论。第二，只限于解释而缺乏正确评价的研究丧失

了与社会批判理论作者或国际研究者对话交流的基础和话语权，从而处于封闭地被

动接受和学习的境地。第三，缺少了中国语境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必然导致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缺场，使得在同样视域中出现了“两种”平衡发展不相往来的“马克思

主义”，甚而导致作为总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裂或矛盾，因此严重阻碍了马克思主义

的创新与发展。第四，缺少了语境中国化的阶梯和环节，削弱了社会批判理论对于中

①参见傅永军：《接受与拒斥——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载《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

第8期。

②具体观点参见郗戈：《“中外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研讨会综述》，载《现代
哲学》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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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意义。第五，没有中国的特定语境，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就难以摆脱其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从而限制其自身的发展。第六，作为西方马克思

主义研究之典型形态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今天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匦地为牢不相往来的局面，这种局面既限制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之间的对话交流，又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整体发展。

二、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语境中国化所涉及的主要问题

(一)从中国语境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有无可能性?

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相结合的产物，法兰克福学

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及

与资本主义相伴随的现代性问题、科学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在马克思等经

典作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学者对法兰克

福学派的研究必然涉及四重语境，那就是世界历史的全球化语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

语境、法兰克福学派所赖以产生和发展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以及研究者所在的

中国语境。

作为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文化迥异的

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特殊语境中能否得到准确而深入地解读，进而在马克思主义的

不同视域中能否进行跨文化的对话和实现视域的融合?其实，中国语境并不独立于

社会批判理论所赖以产生的原初语境、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总体语境和世界历史的全

球化语境之外，相反，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所形成的世界历史早已突破了东西

方的“地理空间”，在全球化的生产实践和交往实践中已形成了同一个“社会空间”，

尤其是随着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作用的加强，东方和西方，德国和中国，资本主义

和社会主义被紧紧联系在一起，相互作用，从而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的多重叠

加的语境效应。所以，社会批判理论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的理论背景和

现实背景，可以塑造共通的问题指向，实现理论资源的共享与互补，树立共同的政治

立场和理论态度。正是这些“共同点”使得从特定的中国语境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

成为可能。

(二)从中国语境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哪些理论?

社会批判理论涉猎广泛，那么在中国语境来研究的理论应当满足如下两方面的

条件：一方面，它们须是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和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

问题的理论，另一方面，它们须是法兰克福学派各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重点关

注和论述的理论。依据这两方面的条件，我们认为应当着重对如下专题进行批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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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其一，立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在发达资

本主义社会视域中所“重建”了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性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大

多数理论家都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强调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

批判精神、人道精神和实践精神，而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生产力决定论”等等，并加以

激烈批判。由此，马尔库塞和弗洛姆侧重从人本主义视角、施密特从实践论视角、哈

贝马斯从交往互动的视角来对历史唯物主义分别进行了重建。①在我国当前情况

下，对这些“重建”了的历史唯物主义如何评价，如何发展中国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等

问题，需要立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对他们进行批判性研究。

其二，立足于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的具体国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资本

主义批判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比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对以启

蒙精神为导向的欧洲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进行了猛烈抨击，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

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宰制机制，由此对现代性采取了大拒绝的态度。而

哈贝马斯则在《现代性——项未完成的设计》等著作中却对现代性进行辩护性批
判，试图挖掘现代性的潜力——交往理性，在此基础上对现代性加以完善。对此有必

要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出发来审视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现代性理论，从

中反思和比较资本主义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之间的共性和个性，从而为我国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借鉴意义。

其三，立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状况的具

体实际，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各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进行深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

主要代表均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如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霍

克海默和哈贝马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宗教的批判等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

主义中国应该如何来看待由这些批判所形成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将直接影响到我

们对待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大众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态度和观

点。因此，有必要立足于我国现实社会中的大众文化、科学技术、宗教等意识形态在

我国发展过程中的状况来辩证地历史地鉴别相关的社会批判理论对我们的启示，从

而为我们正确地引导大众文化、制定合理的科技制度、有效地解决宗教问题提供有益

的参考。

其四，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语境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①参见王雨辰、张翠：《论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2007》，湖北人民出版社2加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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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语境，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进行比较性研究。法兰克

福学派大多数理论家对社会主义都寄予了希望，尤其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均从资本

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出发提出了旨在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理论。有必要

将这些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尤其是关

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等问题的理论

进行比较，鉴别其正误，厘定其合理之处。

其五，立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语境，结合苏联

马克思主义等20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苏联马克思主

义批判进行辩证研究。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社会批判理论家大多对苏联马克思主义

采取了批判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对于深受苏联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研究者而

言，有必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实际和列宁等苏联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实际，在中国语境下辩证地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批判研究，这有利于我们克服苏

联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错误，更有效地吸取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三)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来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

展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式来

研究是指，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社会

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实际和

现实实际，将它与中国具体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相结合，来解读、评价和运用社会

批判理论的各种重要的观点或学说，尤其是将它们与相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

比较研究，以揭示出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这种研究的理

论目标就是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部分的社会批判理论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有机

结合，形成与时代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马克思主义。

三、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语境中国化的重要意义

以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世界历史进程为基本视域，在中国化语境下对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具有如下重大的理论意

义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意义

第一，立足于中国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具体实际，在中国语境下研究社会批

判理论，既为当前我国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立足点、评价的依据和研究

的方向，又克服了当前混乱而盲目的研究状况。第二，在中国具体的理论语境和实践

语境下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解读，有利于明确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而有助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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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我们如何评价社会批判理论”、“我们应该借

鉴和吸收其哪些思想资源”等根本问题。第三，通过将批判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

结合，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有利于社会批判理论克服其欧洲中心主义的

语境局限，拓展其非欧的理论视野，从而促进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的生长与创新。比

如，在中国的现代化语境下解读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现代性思想，我们发现，缺少

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共时态的中国视角，单一的欧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启蒙”、

“现代性”、“后工业社会”等必然违背其初衷而走向其反面。这促使我们反思，在中

国特定的语境下，“启蒙”、“现代性”、“后工业社会”能否克服自身的局限而获得新

生，进而对社会批判理论作出相应批判。第四，在中国语境下，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研究与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双方的交流与合作，既有利于突破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问题视野，呈现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性的世界向度，增强中国

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又有利于丰富其中国经验和中国风格的内涵，进而

催生出新的理论生长点。第五，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在马克

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的过程中克服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观

点或学说中更清楚地分辨真假马克思主义，甄别正确的或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

点，在反思和批判中推动世界马克思主义各种形态的融合与创新。第六，在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范式下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交叉研究，有

助于拓展和延伸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理论领域和问题空间。

(二)现实意义

第一，在中国语境下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批判性研究，尤其是对它们关于现代

性、科学技术、大众文化等问题所形成的理论、观点和学说进行研究，有利于合理地引

导针对中国当前现实社会问题的各种“批判”话语，形成理性的、积极的、健康的中国

式批判话语，进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有序发展。第二，在中国具体的理论

语境和实践语境下研究社会批判理论，有利于借鉴和吸收社会批判理论关于异化、现

代性、科学技术、启蒙理性、大众文化、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所形

成的正确观点和批判的方法，为深刻反思和顺利解决我国在现代化历史发展过程中

所产生的相关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正如贺翠香所说，“中国本土语境接受和传播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绝不是将之看作是欧洲文化遗产的经典来共享，而是由中

国现实的社会需求出发，积极地向西方借鉴能用来指导和解决我们社会问题的理论

诉求”④，因此，立足中国语境，形成中国的社会批判理论，从而解决中国问题，理应成

为中国语境中社会批判理论研究的现实目标。第三，从学科建设来说，在中国具体的

①贺翠香：《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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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之语境的中国化

理论语境和实践语境下研究社会批判理论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

思主义发展史”等各二级学科的对话交流，协调发展，以此探索一种适合中国的西方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有效路径，进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健康而全面的发展。

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语境是中国学

者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根本立足点，只有深深植根于中国语境，才能吸收和消化社会

批判理论，才能形成中国式批判话语，也才能解决中国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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