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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社会对科技的关注多倾向于解决技术难题和促进社会进步

的层面，而忽视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

西方科技批判理论从关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对科技异化、理

性异化作了批判。鉴于法兰克福学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巨大影响，深

入了解其科技观将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科技价值论和生态哲学观的深化

和发展，并为当代我国的生态发展起着促进和思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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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工业化、现代化已成为全球的进程和国际的潮流，科学技术

的迅速进步使得整个社会生产力水平产生了惊人的飞跃。但是，尽管

人类通过科技使自己进入了一个更有生存保障的富裕社会，但是技术
的进一步发展却也造成了可怕的后果：对自然的破坏和对人内在的限

制。人们滥用技术力量使各地的生态都遭受摧残，构成了全球性的生

态危机，科学技术的种种负面效应，已极大地破坏了人类的生存和发

展的条件。与此同时，技术虽然延伸了人类某些方面的能力，但人的

很多生理的与心理的机能却遭到了可怕的压抑。

科技发展的同时，也给当代社会的思想意识领域带来了颠覆

性的挑战。大很多人为科学歌功颂德的同时，西方马克思理论家

却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危害，对其进行了批判、反

思和探讨。其中，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是最引人注

目，最具有影响力的。因此，深入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

观，对于当代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如何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法兰克福学派主要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大都把科学技术看作是一种意识

形态，他们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当今世界上所起的作用主要是负

面的，竭力论证科学技术正是履行着意识形态的职能。在这方面，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曾

做过相当精辟的论述。霍克海默最有代表性的命题是：”不仅形而

上学，而且还有它所批判的科学，皆为意识形态的东西。”[1】¨科学

技术由于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因而

成了意识形态。”[2]马尔库塞的相关命题是：”工艺的真理性是意识

形态态的内核，而工艺的合理性则是统治人的虚假意识。”[3]他不

但揭示了意识形态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衰落，相反以更强

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而且说明了科学，即工艺的合

理性已成了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命题则更

加清晰明了，他认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4】”科学与技术今天

具有双重职能，它们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5】

霍克海默。法兰克福的早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a姐orl【hei—
m盯)最早展开了对科学技术的系统批判。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

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集中批判了作为西方工业文明核心

的”启蒙精神”。这里的启蒙精神是指工具理性。在霍克海默看来，

在科学技术统治的世界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像启蒙精神允

诺的那样，增强人的本质力量，相反，科学技术本身成为自律的、总

体性的统治力量。最初科技理性的纲领是把人从恐惧和君主制度

下解放出来，是使人成为世界的主人。于是人们相信知识，相信科

学，相信人类自身的无限的能力，人们运用理性工具不断征服自

然，以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作为合理性活动的准则。结果怎样

呢?因为征服自然这本身就体现了人对自然的统治欲和支配意

识，结果科技理性自身变成了高于一切的神话。由于劳动被逐渐

地理性化和机械化，随着人在这个过程中活动力的减少，他丧失的

热情也越来越多，他的意志的沦丧日益加重。霍克海默尔说：”随

着个人内心世界的枯萎，个人决断的乐趣，文化发展的乐趣，自由

想象的乐趣，也随之消逝了，作为现代个人标记的是其他的爱好和

其他的目标：技术上钻研，以操纵机器为乐。”【6]

应当说，霍克海默的上述认识是深刻的，尤其是他所经历的时

代，正是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期。如果说经历了后工业时代，现

在的西方知识分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上已经比较容易接受

他们的观点的话，那么在20世纪40年代，在生态意识和生态文化远

未被人们重视的时候提出上述思考，其思想价值就更应当肯定了。

马尔库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马尔库塞

(Marcuse)对科学技术，乃至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主要体现在他

的《单向度的人》这一著作中。马尔库塞认为，人们之所以感到幸

福和安定，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需要得到了不断地满足。而在发达

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不仅使肉体劳动减少，而且

为人们提供了大量消费品，使人们的需要得到扩大和满足，产生一

种幸福感。但事实上，发达工业社会所满足的只是人们虚假的需

要，而人们真实的需要即人的自由却被抛到了一边。科学技术创

造的种种先进的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电影等，使代表统治者利益

的肯定性文化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挤进人们的内心深处，占领人们

的闲暇时间，向人们灌输美化现实的虚假意识，实行对人们的现实

的操纵；技术进步所创造的新式杀人武器，使社会的攻击性变得更

加有力和工艺化，人成了”工业文明的奴隶”，成为屈从于政治需要

而麻木的自感幸福的”单向度的人”。马尔库塞说：”发达工业文明

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

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

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7]

因此，马尔库塞提醒人们要警惕技术崇拜，”技术爱神”并非全

善全能。技术作为一个工具域，可以增强人的力量，同时也增加人

的懦弱。因此，马尔库塞甚至设想能发展出一种新型的或解放的

科学技术，这时”科学合理性的继续应用将会到达一个终点⋯⋯科

学谋划本身将对超功利的目的、对远非统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生

活艺术开放⋯⋯科学概念可以设计和规定一种自由地、和平地存

在的可能现实。”【8]他相信，在一种全新的社会、政治、人道和美学

条件下，这样一种新的技术与科学是可能的。尽管它依然以支配

自然为前提，但这种支配不再是压制的支配而是自由的支配，它着

眼于现实的生活的重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冲突将完全

消失。他希望通过校正科学，发展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科学技

术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

哈贝马斯。关于技术和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从霍克海默

提出，经马尔库塞发展，到哈贝马斯(Juer嗣1}Iab嘲)真正系统化。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位著名的代表人物，他是西方思想

家中第一位肯定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第一生产力

的人，他也指出科学技术也具有一种意识形态职能。他最大程度

地肯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带有科学悲观主义色彩。

他说”科学的进步同反思、同偏见的毁灭相同步；技术的进步同摆

脱压迫、同摆脱自然和社会的压制成了一回事。”【9】哈贝马斯认

为，一个社会系统仅仅具备技术理性的条件是不够的。随着技术

进步带来的没有预计到的社会文化后果，人类面临的挑战不仅是

用咒语呼唤出的自己的社会命运，而且是学会掌握自己的社会命

运。只用技术对付不了技术的这种挑战，必须发起一场把社会在

技术的知识和能力上的潜力理性地、负责任地同我们的实践知识

和愿望联系起来的政治上起作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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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spirit．That’s One Of the re嬲0ns I tbll f研her iIl the first pl扯e．

D锄：I me锄t with the niers．

这是儿子D蛆陪父亲Rums在街上贴父亲乐队演出的传单的

时候，突然妹妹发短信说有急事找他，他要走，于是问父亲：我要走

了，你一个人行吗?其实他是要表达父亲一个人贴传单行不行，但

显然父亲理解错了(或许他正在想自己远在曼哈顿的妻子)，说当

然，你妈妈会回来的。她一直是个追求自由的人，这也是我会对她

一见钟情的原因。但D锄很直接指出来父亲说的不是他想说的问

题，他说”我指的是传单。”这里Rufus所给的答案偏离了话题的重

心，从而违反了关系准则，但从他的话中可以知道他仍牵挂自己在

异地的妻子，并且相信她会回到自己的身边。

4．违反方式准则

Sefena：s0 how譬yoIⅡmom doing with the diVorce and eVerythjIl醇

Blair：Great．s0 my dad lm her fbr anotllcr m眦．she lost 15 pounds．

Got锄eye lm．It’s b咖印0d for her．

ser锄：IIm really so玎y．

Blair：Yeall，I∞uld tdl．Since you di血’t caU or write the∞tn time

it w鹤h印p锄jng

S骶na：No，I⋯I know，1 was just⋯bo刹啦school is l妇⋯
Blair：I don’t even妯ow why you w饥t to boardiIlg school to begh

with．Do you kIIow how it fclt callingyollr house wh髓you didn’t show

up at schooI锄d haviIlg yoIlr珊)m say”蚍a didn’t ten you that she

脚ved to Connecticut7．’

sefe眦：I just．I⋯I had to go．I just⋯I ne。dod to 9既away f如m eVe—

rythiIlg Ple蠲e just trust me．

这是s∞ma从康涅狄格州的寄宿学校回到纽约之后和自己最

好的朋友Blajr之间的第一次促膝长谈。s唧a因为一些原因没有
和Blair告别，之后也没有和她联系，没有任何的解释。所以Blair

说，我知道，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指Blair妈妈的离婚事件)你既

没有打电话也没写信给我。谈到这个话题的serena开始变得遮遮

掩掩含糊不清，她回答说：不，我⋯我知道，我只是⋯寄宿学校就像

⋯。Blair又说，我甚至不知道你为什么跑去寄宿学校重新开始，你

知道当在学校看不到你，打电话到你家你妈妈说”Serena没告诉你

她去康涅狄格了?”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面对Blair所要的解

释，serella依然是含糊其辞，’!我只是。我⋯我不得不走。我只是⋯

我必须远离这里的一切。请相信我。”显然ser∞a在这里违反了方

式原则，她含糊其词，语言混乱不清，但我们可以通过哦后面的剧

情知道，她在离开Blair的前一天醉酒做了不当的事情，而在当天

晚上亲眼目睹一个男人因吸毒过量死去而未帮其叫救护车，她自

责不已，所以第二天不告而别的去了寄宿学校。在这里，她违反方

式原则是有不能说的苦衷，她不想让Blair牵涉到事件之中，所以

只是让B1air”相信“她。

四结语

以上所举的例子只是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在《绯闻女孩》中的

体现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讨。相信英语学习者能够通

过语用学分析更好的理解和体会美剧的剧情和其中渗透着的美国

文化，也希望通过这种渠道让我们更好的了解美国。在此基础上，

加强自身英语的学习，从而让美国，甚至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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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67页) 哈贝马斯把科学技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尖锐地

批判了”技术统治论”。他认为技术专家来治理国家是不合理也不

现实的。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治理社会则需要是

去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如果让那些唯有”技术性头脑”的科技专

家去治理一个复杂的社会，那肯定会把事情搞得很糟。哈贝马斯

寄希望于未来社会是一个充分开放、科学信息能够自由交换的社

会。科学、政治和社会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自由沟通和交往的互

动机制，这种机制所依赖的基础就是公众舆论。哈贝马斯特别强

调科学家既是科学家又是社会公民这种双重角色的重要意义，科

学家要反思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实践后果，有义务和责任让公众

知晓自己的工作，并要借助于公共领域进行辩论。一个合理化的

社会，科学技术的知识不仅仅被专家所掌握和运用，而且更应该被

纳入到公众之间的言语交往之中。哈贝马斯对”技术统治论”的批

判从某些方面来说还是很深刻的，对于我们有较大的启迪。

二、对法兰克福学派科技批判论的反思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法兰克福学派在揭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科技进步对人的压

抑，对人的理性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重大影响，关注到资本与科学的

结合所造成的对人的全面压抑控制的现实，强调为人的目的、人的

自由解放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是极富价值的思想。

因此法兰克福的科技批判理论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并且，法兰克

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工业社会对人

进行的统治与压抑，这一事实的揭示，有助于分析和把握晚期资本

主义社会统治的新形式和新特点，为人们理解技术理性从辉煌走

向衰落开辟了新的视角。

但是，他们抛开特定的社会背景，过分夸大了科学技术的负面

效应和消极作用，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偏离了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并且，法兰克福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露出悲观绝

望的情绪，认为理性本身、科学技术已从人的解放工具变成统治人

的工具，这意味着理性、科学技术本身的异化，而由此完全否定科

学技术对推动社会的积极作用，则是根本错误的。

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并不适合于初级阶段

的中国，但它对对当代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前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正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运行，那么资本主

义曾经面对的问题如科学技术对人的控制也可能会在将来发生。

因此，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对人的压抑和统治绝不再是杞人忧天，特

别是在人类的生产力的积累如此之高以至于核武器能够毁灭整个

人类和地球的时候，需要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并积极面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观的分

析，我们能从中汲取一些积极合理的因素，同时克服他们对科学技

术认识上的局限性，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努力建立和完善符合

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新的运行机制，有效地协调科学技术与政治、

经济、文化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中

的伟大作用，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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