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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源与特点看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
韩小雁

(青海大学社会科学院，西宁810016)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理论。作者考察了它的起源以及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指

出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传承，否定统一性和强调理性是该理论的两个突出特点。强调对法兰克福学派批评理论的认识有助

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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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Fmnkfurt Sch001)的社会批判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理论。它对西

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全面深刻地揭露和剖析，对于如何认识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所应借鉴的经验

和教训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对法兰克福学派这样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的研究，是坚

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环节，也是改变以往较为封闭的研究环境，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有效方法。

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起源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传承。它的起源是辩证式的，强调在一个具体社

会背景下如何进行真正对抗性批判，这种批判的最深刻意义就在于与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传统理论进行

彻底的决裂，始终以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为理论依据来解答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

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期间，是整个欧洲社会经历大变动的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

论环境。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ne Insi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成立后，其成员不仅对哲学和社会分析的统一

感兴趣，也同样热衷于黑格尔左派的辩证法，并对之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他们努力探索一条通过人的实践

改变社会秩序的途径。除了对马克思理论系统化的研究以外，法兰克福学派的多位思想家都对以尼采、叔本华

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理论兴趣上与德国古典哲学发生了偏离。

这是一个不同于左派黑格尔的时代。在左派黑格尔的时代，德国刚刚开始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进程；而到了法

兰克福学派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不断增长的垄断和越来越多的政府干预开始贯彻经济生

活。对左派黑格尔而言，所谓社会主义，还只是乌托邦意义的空想；而在法兰克福学派兴盛的时期，苏联不仅建立

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而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切代表着一种新的“否定”或

革命力量一无产阶级正处于旺盛的成长和壮大中，这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被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视为完成
他们批笋Ⅱ理论哲学的实践者。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承认党(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

真正利益的代表，还强调工人阶级作为历史的“主体——客体”的功能；霍克海默也相信，德国无产阶级虽然很糟

糕的分裂了，但不会完全消失，社会研究所的所有学者都相信西欧发达国家会产生的正统社会主义。

但是二战爆发后，随着研究所迁到美国，情况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无产阶级“被整合进

社会的迹象日益明显”⋯。19世纪40年代第一代的批判理论家是伴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进行的“内在”批

判；而到了20世纪，批判理论在美国复兴时，“却因为工人阶级革命的消退而日益被迫进人‘超越’的位置”⋯，

尤其是在研究所定居于哥伦比亚大学后，由于理论环境的改变，过去对无产阶级的信心逐渐丧失，甚至在著作

中的理论运用上也非常地谨慎，“像‘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样的字眼，被代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关于

‘社会的唯物主义理论”’等。由于对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恶劣印象，他们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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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革命潜力的基本信任在下降，这样除了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以外，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

之间的区别变得很大。

从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来看，阿道尔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以及哈贝马斯在通过哲学和精神分析来重

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一种捍卫马克思主义遗产的态度，尤其是捍卫马克思主义对异化的批判和一

种非异化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来进行的。但是因为美学理论、精神分析、交流理论以及其他各种欧洲资产阶

级的社会和文化理论的参与，他们也确实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他们之所以能产生持久的影

响，更在于理论的创造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补充，尤其是在政治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

论家有着惊人的一致，只不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重点要在政治经济学领域，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则集中于意

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其目的在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日常生活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源于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比如，在霍克海默看来，“传统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未

能对自己在当代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地位进行反思，而总是假定科学家或研究人员可以脱离社会和历史因果关系

成为自主的。”【21而并未认识到，其理论来源正是欧洲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所产生的历史现象，因此，任何理论

都不能保持中立和客观的态度，而是始终蕴含于社会与经济过程之中，“这样社会和经济过程通过提高生产和社

会关系的理性化程度来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21科技发展并不只是技术、科技的进步，而是“使社会中凭借其经

济、社会和政治优势掌管资源的人使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控制成为可能。”121正如霍克海默所说：科学主义无论其

成果给人类带来多大的好处，最终都会为了一个被认为是合理的体系的利益，而使人类丧失自发性和自主性。基

于这样的考虑，以及对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

斗争的观点并不足以解释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他看来，自马克思那个时代以来的现代社会和经济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使无产阶级不能成为变革的起因，因为欧洲的工人大部分已经被同化，这是当年的马克思所不

能预见的，尤其是大众文化在媒体的作用下的发展对人们心理习惯和文化态度的影响。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特点

(一)否定同一性

对黑格尔同一性理论批判的实质是表达了对实证主义的反感。在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上，对实证主

义的定义是广泛的，包括唯物论、现象主义、经验论以及各种所谓的当代哲学。【4’实证主义在抛弃了黑格尔唯

心主义本体论和绝对精神的同时，也剥夺了理智在判断现实的真假时的任何权利，过分强调事实的可靠性也会

导致经验论的错误。同一性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这样的基本信条：“所有知识都是实体的自我认识，即主体和

客体，心灵和物质的同一，这种同一建立在终级性的绝对主体之上。”∞1而实际上，精神既不能在自身也不能在

历史中认识自己，这样纯粹精神的存在是无法想象的，没有绝对意义的思想，只有植根于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具

体人的思想。对同一性理论的批判也反映了法兰克福学派避免理论研究形而上学化的倾向。同一性理论并不

仅仅是一种知识理论，而是代表着一种社会理论，对于它的坚持，会导致一种历史哲学的结论——就是主体

(个人)可以彻底地主宰客体(自然与他人)，无论是以科学概念来捕捉客体，还是通过社会和技术来操纵客体。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来看，西方文明在统治自然上所表现出来的傲慢正是以这种同一性观念为核心的，成

为了对人类或环境犯下所有暴行的祸因。对于理性、科学技术对自然所强行的统治原则，法兰克福学者采取反

其道而行之的对策，从根本上颠倒这种统治关系，自然是“主体”而非“客体”。但他们并不倡导销毁技术，而主

张合理的使用技术。在他们所预言和设想的技术先进的未来中，统治隐退、让位给一个不去盲目掠夺自然、人

民享有创造性工作的社会。

(二)强调理性

这里强调的“理性”是根据德国哲学的理解意义来使用的，它是批判理论赖以建立的主要基础。对此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

1．黑格尔的影响 由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深刻理解，法兰克福学派从霍克海默开始就坚持“理性是任何

一种进步的社会理论的基础”¨J。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知性指心灵中较低的能力，一般认为它赋予世界以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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