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0卷第10期

2009年10月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e．Sei)

V01．30 No．10

0c￡．2009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

单伟亮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天津300071)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充分地意识到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给人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使人

的本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肯定；但是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这种新的异化形式变成工人自愿

的带有享ft．性质的物质活动，其结果使得人们片面强调物质生活享ft．而导致了其主体性、批判性的丧失。在这种文化危机下。

霍克海墨、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带给人的主体性消解的负面影响展开了全面的批判。本文通过分析这种批判理论，

揭示出其对我国当今社会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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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充分地看到了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的同

时，呈现出两重性：二方面，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确实给人

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和高质量的物质生活，使人

的本质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肯定；但另一方面，科学

技术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使得人们片面

强调物质生活享乐而导致了其主体性、批判性的丧失。于是

在科学技术的统治下，异化就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这里所说

的异化已不是马克思时代所说的“自我折磨、自我牺牲”的

异化劳动，而是工人自愿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质活动，这说

明工人自觉认同异化并把他当作规律来加以遵循。在这种

文化危机下，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尤其是技术理性对人的

主体性消解的负面影响展开了全面、透彻的分析和批判。其

中，霍克海墨、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技术理性批判最

具代表性。

一、霍克海墨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霍克海墨和阿多尔诺于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启蒙

的辩证法》，是法兰克福学派技术批判理论的经典表现形式

之一。这里的启蒙运动泛指人类社会在近现代的理性化过

程中所发生的所有强调理性至上性和人对自然的技术征服

的各种理性的启蒙思潮。它相信人类通过对理性的掌握能

够摆脱迷信和愚昧，能够实现人对自然的无限统治权，最终

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增强人的自由，实现人的自我确定权。

然而，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启蒙运动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

言。的确，在理性精神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极大地改

变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但是，随着启蒙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启蒙运动却悄悄走向了

自己的反面，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摧毁。结果，启蒙退化为新

的迷信和神话，对自然的统治，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

导致自然对人的惩罚，人的本质力量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受

制于技术和理性，技术本身成为自律性的、总体性的控制力

量，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在技术理性的统

治下，人的主体性、创造性和批判性都被抹杀了，人们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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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人生的意义，不再追求人生的价值，只是一切服从技术的

安排。在这里“工业化却把人的灵魂物化了。自然而然地，经

济机构，甚至在全盘计划之前的经济机构，为商品设定了决

定人类行为的价值，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

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目标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

功地适应他职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Ⅲ显

然，在技术理性统治下，人类陷入了普遍的异化中，他们丧

失了任何对意义的追求，只是一味地认同现状。这就是启蒙

的悲剧性辩证法，它的初衷是要成为解放人的积极力量，把

人从神话和迷信中解放出来，但其结果却又使自身成为一

种新的束缚人、统治人的力量，建立起技术理性对人的统

治，使人置身于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中。因此，霍克海墨

和阿多尔诺用一句话明确地概括了“启蒙辩证法”的基本精

神：“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

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真正的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

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21

二、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关于单向度的人的理论，表述了深刻的技术

理性批判思想。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

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张，以此来揭示科学技术和技术理性

发展的两面性。他指出，以科学技术为根基的技术理性其发

展都呈现出两面性质：一方面，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极大地

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使财富不断增长；但是，另一方面，科

学技术的发展又导致了新的统治形式，即技术理性统治的

产生。这种统治形式不同于传统的建立在强权和暴力之上

的统治，而是更多地求助于消遣、娱乐等消费手段，从而使

人心甘情愿地，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到现存的社会体系之

中，由此而消解人的否定性和对社会的反抗，因而具有更多

的合理性的外观。用马尔库塞的话说：“今天，统治不仅仅通

过技术，而且也作为技术，使自己永存并扩大化，而后者提

供了膨胀着吸收所有文化阁的政治权利的充分合法性。”131

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在以技术发展为背景的相对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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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世界中，在技术理性所形成的新的统治体制中，出现了

一种新的异化和物化的存在形式。这里所说的已不是马克

思所描述的自我折磨、自我牺牲的异化活动，而是人自愿

的、带有享乐性质的物质活动。工人被“整合”或“一体”化到

现存的社会体系中，不再作为社会的反抗力量，人作为一种

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的实践存在所应具有的否定性、创造性

和批判性被技术理性所消解，成为失去超越纬度和批判纬

度的“单向度的人”。

显然，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工人们已经感觉不到

自己被异化了，他们在较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往往感觉

不到受压抑和不自由的境遇，反而有一种满足与幸福的感

觉，因而，在现代单向度的人群中，“幸福意识已经占了上

风”141。马尔库塞进一步指出，“单向度的人”的出现，对于社

会的进化而言，不是一种积极的现象，虽然在现代的技术世

界中，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劳动者甚至主

动的与现存制度认同。但是，在实际上，劳动者丧失了人之

为人的一个基本纬度，即否定和批判的纬度，其后果是使社

会失去了自我超越的驱动力，人的基本生存是由个人无法

控制的力量和机制所决定的。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发达工

业文明的奴隶们是升华了的奴隶，但毕竟还是奴隶。”唧

三、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相对于霍克海墨和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的批判而言，

哈贝马斯的技术批判理论更为深刻，更加接近于20世纪中

后期科学技术和人类发展的实际。他通过揭示科学技术本

身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人手进行阐释。他指出科学技术具

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发展具

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在当代科学活动不再是一种封

闭的、独立的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日

益密切，由此科学技术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有了直接的关

联，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位的生产力，科学技

术同经济与社会之问的密切关系不仅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

物质生活水平，加速了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而且也对社会

运行机制和社会历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科

学技术本身又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统治

力量或统治形式。同时，哈贝马斯对科学与技术具有意识形

态的性质做了很多限制与限定。他从比较技术理性和传统

意识形态的统治人手来阐发这一问题。他认为，传统统治是

政治统治，他是同传统的意识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今

天的技术统治，是以技术与科学为合法性的统治。同传统意

识形态相比，技术统治意识的意识形态性较少，因此它在某

种程度上摆脱了虚假意识的某些成份，摆脱了由阶级利益

制造的骗局、政治空想等，同时，他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泛，更

加难以抗拒。但哈贝马斯认为，无论二者有多大差异，技术

。统治的意识依旧具有旧的意识形态的属性，那就是替现状

辩护，论证现存统治的合法性。在指出科学技术本身具有意

识形态的性质后，哈贝马斯又阐释了技术异化的原因，即在

现代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以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劳动的合

理化。这导致了交往行动的不合理化。在晚期资本主义，由

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劳动合理化已经实现，它越来越符

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但是劳动的这种合理化脱离了主体间

交往的基础，其结果是削弱或吞没了主体间的合理的相互

作用，即交往行为，把人的关系和行为降格为物的关系，导

致了人的全面物化，使人成为工具，全面屈从于技术社会的

统治。因此，要消除技术异化，就必须以交往取代劳动的核

心地位，确立交往行动的合理化。

纵观上文，法兰克福学派代表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

下，以科学技术的二重性为基点，展开了深刻的技术理性批

判。一方面，他们承认科学技术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

大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充分看到科学技术过分发达，对人的

主体性消解的负面效应；同时，他们还敏锐地洞悉到，在科

学技术的统治下，异化的新的表现形式，即工人自愿的带有

享乐性质的物质活动。并且指出，这种异化已经内化为人们

的意识，使人们从心理接受并当作规律加以遵循，从而使人

失去了人之为人的基本纬度，即批判和超越的纬度。法兰克

福学派代表不是从社会历史的经济和政治层面，而是深入

到人的生存结构，即从文化层面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来揭

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异化力量。从这个意义上来

看，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负面效应展开了更加深入、

透彻的批判，这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重大的借鉴

意义。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建构的关键时期，同

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还

很低下，因此我们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提高生产

力水平，而科学技术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因此我们

不能因为技术异化和技术理性对人的统治而妨碍我们的现

代化事业。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还不很发达，因此我们

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增强我国的综合

经济实力。但与此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出现西方发达国家的

文化困境，在发展技术的同时，要注意节约利用自然资源，

努力保护生态环境；同时，要坚持以人为本，一切以人为出

发点和归宿点，把西方文明中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人文精神结合起来，努力寻求一条人口、资源、环境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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