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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解放：法兰克福学派
生态思想的探索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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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它通过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现

状、异化消费产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向我们描述了如何了解自然、解放自然过程。文章通过简要回顾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

思想，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思想的着力点，并就其思想给我们当代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做出了几点归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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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以社会问题为主要研究方

向、以社会批判理论为主的社会哲学派别，在唤醒

人与自然的解放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自然的解

放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追求，在建设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的今天理应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一、自然的解放：摆脱控制与回归自由

法兰克福学派的生态思想是整个学派理论观

点的重要方面，其思想主要集中于霍克海默、阿多

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和哈贝马斯的著作之中。在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著《启蒙辩证法》、马尔库塞

著作《自然的革命》《工业社会和新左派》《单向度

的人》、弗洛姆的《占有或存在》和哈贝马斯著作

《合法化危机》中表现尤为强烈，这几部著作不仅

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作，更是其生态思想集

中之处。

其中马尔库塞的生态思想在总结前人思想基

础之上，更加健全完整，他给出了“自然的解放”的

涵义理解。在《自然和革命》一书中，马尔库塞指

出“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在生

态学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世

界。它妨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占有和

改变，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

是在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

自然是自主的主体。”⋯(P128’当代资本主义只能靠

对资源、对大自然的全面毁灭才能生存下去，才能

实现对人的统治，其结果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人生

存的危机。马尔库塞认为，他所指的自然具有两个

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服从技术理性和资本主义统

治的外部自然界，另一方面是被技术理性所压抑的

人的自然感性冲动。因此，实现自然的解放是实现

人的解放的必经过程。这里“自然的解放”当然包

含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指的是解放外部的自然界，

使之摆脱技术理性的控制，其二是解放属人的内部

自然界，即解放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即作为人的

理性和经济基础的人的本能和感觉的自然以及人

的存在环境两个方面。但是，马尔库塞指出自然的

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向

前，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

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

性滥用中解放出来”。旧j(p1㈣自然的解放并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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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倒退到现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前的状态，而是利用

科学技术使自然产生向上的力量，以取代资本主义

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和人类进行剥削服务进行双

重剥削的毁灭性中解放出来，从而达到人类和自然

的双重解放，这就是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环境灾难的

最终途径和方式。

其余几位代表人物的自然、生态思想与马尔库

塞自然的解放的定义理解大同小异，从马尔库塞自

然、生态思想中可以得出结论：自然的解放就是摆

脱控制、回归自由，摆脱的是资本主义盲目的控制

和科学技术理性的主导，回归的是自然自由和生态

平衡。

二、解放自然是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选择

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

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3 J(pz7’自

然的解放思想的提出也是人类社会时代的产物，有

其丰富的思想来源和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它的

主要是受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理

论家的自然、生态思想的影响，其主要的社会历史

根源在于生态问题的不断出现、生态危机对人类社

会影响的不断加重。

1、自然的解放提出的理论背景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自然生态问题开始于19世

纪40年代，他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出现破

坏了自然环境，并毫不留情的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

刻的批判。资本家不断追求高利润，完全不顾环境

的污染，而自然环境的严重污染又使工人的生活环

境不断恶化，给他们造成严重的伤害。“这里的空

气由于成打的工业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染沉

闷的了⋯⋯在这种难以想象的肮脏恶臭的环境中，

在这种似乎是被恶意毒化的环境中，在这种条件之

下生活的人们，的确不能不降到人类生存的最低阶

段。”【41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人类的活动在改

造自然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一方面又深刻提出

人来的实践活动给自然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人类造成的影响甚至威胁到人类自己的生存。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

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

们。”[5】(p517)是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最经典

表述。

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继承马克思主义

基础之上，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提出了

与马克思主义不尽相同的自然、生态的理论观点。

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关于自然的认识在第一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占据主要地位。卢卡奇认为，

自然是一种社会的范畴，是人类所利用的对象，人

类强调自然的有用性，自然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服务的，是人类的物化对象。柯尔施认为“自然在

成为‘社会’的过程中，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

历史特征。”[6](p191)他强调，了解自然不能脱离人和

社会，应该在人类的实践中去研究，是实践推动自

然不断变化的。葛兰西也认为自然应该是一种历

史范畴，是一种人类关系，而不能把自然理解为自

然科学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

然环境理论为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生态思想或者奠

定了理论基础或者提出了理论问题，是法兰克福学

派提出自然的解放理论的重要源泉。

2、生态危机的产生及其影响

(1)资本主义的统治

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将生态环境危机理解为

资本主义对自然和人类进行双重控制的必然结果，

人类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对自然界的统

治是以劳动在社会上和心灵上的划分为代价的，这

中分工使人类受到越来越大的压迫，甚至当它在为

人类解放创造日益增长的潜力也是如此。正是资

本主义在统治自然的基础上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

统治，使整个人类文明产生前所有未有的大倒退。

马尔库塞批判了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方式，认为资

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负面因素对自然加以危害，

为了达到控制自然和利用自然的目的不惜一切代

价，把自然当作无价值的原材料、物质，而不是把自

然作为一种“保留物”加以保护并让其独立发展。

与此同时，马尔库塞也构想出社会主义对待自然的

方式，即用科学技术或者新型的解放的科学保护自

然，并重建人类生活环境，让自然自由发展。在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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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马斯看来，生态平衡为增长规定了一个绝对的极

限。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要求更多

地开发自然和利用自然。“这样就遇到了两个物

质的极限：一个是不可再生资源，如可开发和居住

的土地资源、淡水资源、食品，此外还有不可再生的

能源，如矿物、燃料等；二是不可代替的生态系统，

生态系统主要是消化污染物，如放射性废料、二氧

化碳、废热等。⋯⋯人口和生产的急剧增长，即对

外部自然进行控制的扩张，总有一天会达到生态环

境所能承受的极限。”[7](p59删’他还指出，在资本主

义条件下，无法克服生态平衡的破坏，即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抛弃自己的组织原则，就不

可能遵循增长限度的律令，因为，从自发的资本主

义增长转变为注重品质的增长，就要求根据使用价

值来对生产作出规划。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脱

离了交换价值生产的要求，就不可能触犯到该系统

的逻辑o”_儿p60’

(2)科技异化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培根所推崇的“技

术”是“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

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这是其唯一的目

的。”【8“p1’独裁者对人的统治与科学家对自然的统

治具有同一性，人类在启蒙过程中行使日益膨胀的

权力是以行使权力过程中的不断异化为代价的，

“启蒙对待万物，就像独裁者对待人。独裁者了解

这些人，因此他们才能操纵他们；而科学家熟悉万

物，因此才能够制造万物，于是，万物便顺从了科学

家的意志。”[8](∽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在

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人类和自然的分离和对立，

强化了人类对自然的统治。他们以人与自然的关

系为主线描述人类的历史，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隶

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

政治经济学理论置于第二位而强调人与自然的恢

复与和谐。马尔库塞的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认为

资本主义通过科学技术愈加对自然进行有效统治，

便进一步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有效统治，

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更加有效的统治概念和工具，科

学技术从而也使人的不自由处处得到合理化。他

认为，在资产阶级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资
81

产阶级还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

迫使自然界成为商业化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

衡，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环境灾难和生态危

机，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在《单向度的

人》中，马尔库塞强调了资本主义对科学的利用是

科学基础产生副作用的原因。“发达工业社会越

是使这种危险永久化，它就变得越丰富、越强大而

且越好。防御结构使得大多数的人更容易生活，并

且扩大了人对自然的统治。”[9】(pl’马尔库塞认为，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开发自然的能力

增强，这种征服自然、开发自然的能力在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达到顶峰，切断了人类与自然相互统一的

纽带，深化了人类和自然的异化程度。

(3)消费异化

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

原因。消费本来是满足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求，是为了人们的幸福生活而存在的，人们的

消费应该是有感觉有意义的，但是，马尔库塞、弗洛

姆等人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消费被

异化了，它背离了消费本来应该具有的效用和意

义。消费异化主要表现在消费已经被资本家所掌

握，所有的消费都是资本家控制人和社会的新形

式，而在消费中，人与消费真正的联系已经名存实

亡。在异化的消费中，人已经成为服从于资本的牺

牲品，人的正常交往已经是利益的驱动下的行为，

明显变得机械性，人们之间的也变得缺少信任，矛

盾不断。消费领域的新变化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

还处于异化和危机、腐朽性和垂死性不断加深的社

会。消费异化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增长联系在

一起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扩张的反应。商品供

应的增长导致消费异化的不断扩大，而资本主义无

限增长的保证是自然资源源源不断的供应，这必然

要与原本脆弱的生态和有限的自然资源相矛盾，资

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在所难免，人与自然之间的

关系也就不断恶化。

3、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

马尔库塞进一步探索了克服人与自然的异化

以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他把自然的解放和人

的解放联系起来，指出“自然的急剧变化将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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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

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

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的力量，自然的解放乃是人的

解放的手段。”[9](p129)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一

致的，自然的解放只是人的解放过程中的一部分。

同时，他强调，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异化

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资本

主义使用”。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被屈从于一种

特殊的、适用于资本主义要求的技术的、工具主义

的合理性。因此，“自然的解放并不是回到技术前

状态，而只是推动它前进，以不同的方式利用技术

文明的成果，以达到人和自然的解放，和将科学技

术从为剥削服务的毁灭性滥用中解放出

来。’’‘9](p129’

他提出必须发展一种新的技术，实现技术文

明，技术文明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手段。“如果

技术是为平息生存斗争而设计和利用的，这样的质

变就会是向文明的更高阶段过渡。”[9]‘埘一猫’他强

调艺术和技术的本质关系，反对把科学理性和艺术

理性分离开来，并指出“技术文明在艺术和技术之

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艺术的合理性及

其‘谋划’存在并确定尚未实现的可能性的能力，

可以因而设想为由世界的科学技术改造来予以证

明，并在那之中发挥作用。”[9](p214)“如果把艺术还

原成功地把控制和解放连接起来，成功地指导着对

解放的控制，那么在此时，艺术还原就表现在自然

的技术改造中。在此情况下，征服自然就是减少自

然的蒙昧、野蛮及肥沃程度——也暗指减少人对自

然的暴行。”[9】(p215)技术和艺术的结合就是理性和

感性的结合，从理性运动开始，自然就被控制在理

性的范畴之中，自然被理性的“暴行”践踏，社会丧

失了其感性的一面，对自然破坏的“合理性”就变

得越来越明显。

三、自然的解放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30余年，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国内生

产总值不断创造新高。但是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

毫不保留对自然掠夺和毫不客气对生态破坏的结
82

果，物质的增加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基础的。如此

的发展方式必然会导致自然的报复，当下中国，自

然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从天空到地下，从内陆到海

洋，都存在污染以及破坏的存在，黎民百姓不断受

到恶劣环境的影响。这一切预示着中国进入了经

济增长必须与生态保护必须并驾齐驱、共同进步的

关键时刻。如何做到既保证经济的发展又能保证

自然环境不被破坏?如何做到既满足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的需求又能满足人民对于环境改善的需

求?如何处理社会发展与自然改善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正式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

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

计。”【1训毋庸置疑，从法兰克福学派自然的解放思

想中寻求启示和借鉴，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应对思

路。

1、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相统一

自然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手

段和前提，“自然的解放力量及其在建设一个自由

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推动社会变化的·支

新力量。”[2](p129)法兰克福学派普遍把自然理解为

人化的自然，弗洛姆明确指出“通过对自然的控制

⋯⋯人使自己摆脱了固定的血缘关系和对大地的

依赖关系，他将自然人化了，同时也将人自然化

了。”【111马尔库塞认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

的被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的控制的因素：

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了的胳膊。商业化

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然不仅从生态的意义上，

而且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它妨

碍着人对他的环境世界的爱欲式的占有和改变：它

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发现自己，无论是在异化的。

彼岸，还是此岸；它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

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人

的世界里。”[2](p128)因此，实现自然的解放必然要与

人的解放相统一。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中也明确指出要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是建立在人的解放基

础之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也必然促进自然的

解放。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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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态文明与社会全面建设的统一

如前所述，生态危机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的生

产方式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是在启蒙文化和理

性运动的影响下出现并加深的，是与科学技术的不

当应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总而言之，生态危

机的出现离不开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

影响，政治体制制度、经济发展方式、文化文明素质

等方面对自然环境的好坏直接或间接地负有责任。

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整个社会有关，那么生态环境的

重建更需要整个社会付出努力。党的文献中指出，

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要融入政

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程。

社会的发展一旦脱离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

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了空中楼阁，自然环境将得不到

保障，整个社会的建设也将变质变味。因此，生态

文明建设要有政治体制改革作保证，在改革中制定

完备的政策法律法规，把生态文明建设贯彻到政治

体制和政治制度中去；要与经济体制改革相结合，

不断完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形成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同步走的模式；要以国家文化发展水平和人民文

化素质的提高为基础，提高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

识，使生态保护作为基本的价值理念深人人心；要

健全社会管理，推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人

们参与共建社会的兴趣，让民众成为生态文明建设

的主力军。惟其如此，生态文明才可建成。

3、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

法兰克福学派提出，自然环境的恶化、生态危

机的产生是由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对

自然的控制，源于“控制自然的合理性”。因此，发

展经济首先要建立在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的基础

之上，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法则，顺应自然变化和

自然发展，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考虑到自然的承受能

力，考虑到脆弱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这也就要求

人们改变传统的人类社会高于自然的思想观点，自

然与人类是平等的，人类源于自然，在自然中不断

发展和演变，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在获取自然资源

基础之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自然高于人类社

会，自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如果人类像原来

一样不顾及到自然规律的存在，也可以是人类社会

灭亡的最大威胁。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保护自

然是我们现阶段应该重视的问题，保护自然保护已

经开发的自然、尚未开发的自然和已经遭到破坏的

自然。曾几何时，科学技术也是生态环境破坏的罪

魁祸首，在科学技术日臻成熟的今天，自然的保护

俨然需要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重要的手段，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进程中，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技术设备的

不断完善中，自然环境必然越来越好，生态文明必

然走向常态，美丽中国必然很快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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