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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存在时间最长、对当代西方社会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支，自

上世纪%#年代初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起之际，法兰克福学派就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近年来对传统西方

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理中，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总体研究水平有

了质的飞跃，出现了不少文献基础扎实、理解准确、立论公允的上乘之作。当前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在对学

派的专题性研究上，现代性问题、大众文化批判取代以往的资本主义论和美学，成为重点；第二，个案研究上，在哈贝马斯研

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同时，过去不太受重视的阿多诺研究和本雅明研究成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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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有的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内

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这一高潮可以

从两个方面归纳：一方面，!#世纪%#年代以来的当代国外

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进展这一全新领域得到学界的关注和

开拓，出现了一批值得关注的新成果；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又

重新回过头来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代表性流派

和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究，形成了一批重要成果!。在国

内学界近年来对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审理中，法兰克

福学派研究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最引人瞩

目的丰硕成果。本文拟就!###年以来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

情况做一综述。

历史地看，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存在

时间最长、对当代西方社会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支，它通

常也被理解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正因为如此，在!#
世纪+#年代末、%#年代初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兴起之

际，法兰克福学派就得到了国内学界的充分关注；"-%#、"-%"
年，徐崇温先生和江天骥先生先后出版了两本专论法兰克福

学派的小册子"，前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该学派的历史和理

论，后者则在评述学派的理论的同时，编译了多篇该学派代

表学者的论文以及国外学者的评论文章。此后，国内学界但

凡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述，必然会涉及法兰克福学派。

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一样，国内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在

-#年代初期达到了自身的第一个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在

"--’年以前，用中文在大陆以及港台出版的专论法兰克福

学派的著作及译著约有%种，有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约,
种，有关马尔库塞的约*种，有关弗洛姆的约$种，有关哈贝

马斯的约’种，与此同时，还有为数众多的研究西方马克思

主义、当代西方文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通史性著作辟专

章论述法兰克福学派或其代表性思想家的思想。这些著述

的出版对提升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及代表性学者的认

识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国内学界

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不仅存在大量不正确

的理解与批判，甚至还有许多事实性描述都是错误的，造成

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有：第一，由于文献缺乏、信息闭塞，研

究者们大多是借助一些国外学者的二手文献、一些学者甚至

是借助国内学者的中文成果来展开“研究”，这使得“研究”必

然会走样；第二，受前苏联学界的影响，绝大多数研究者对法

兰克福学派及其代表性思想家持有一种意识形态成见，他们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政治上完全正确的“批判”，至于人家究竟

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说，往往被忽略了。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引入，国内学界的

研究兴趣发生了显著改变，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和整个西方马

克思主义研究一起逐渐被边缘化。不过，依旧有一些学者坚

持在这一领域进行耕耘，其中既有徐崇温先生等这种老一代

学者，也有陈学明等中年学者，还有郑一明、曹卫东等青年学

者。正是他们的辛勤工作（翻译与研究）为日后法兰克福学

派研究的再兴奠定了重要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年，在国际学界享有盛名的马丁·杰伊《法兰克福学派史》一

书中译 出 版#，该 书 全 面 翔 实 地 再 现 了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在

"-!$$"-’#年间的发展历史，为国内学界扭转观念、澄清误

解、正确认识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

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基础。从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

说，正是在该书中译出版之后，国内学界的法兰克福学派研

究才真正进入一种科学研究的轨道。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复兴，

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高潮。除了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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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之外，法兰克福学派的再兴还有其自身的一些独特因

素：第一，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市场经

济自身的一些体制性病症不断暴露，它们的出现充分说明法

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理论效力及其当代中国价值，从

而促使原本认为该学派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过时的国内学界

重新审视它的理论重要性及其当代中国价值；第二，在对后

现代思潮等当代西方激进话语的深入研究过程中，透过那些

新兴思想家的著作，国内学界最终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是进

入当代西方激进话语的一个必经之地，不深入、准确地理解

法兰克福学派，找到进入后者的门径或许是不可能的；第三，

在!"年代以后，美国以及欧洲学界掀起了重新研究阿多诺

的热潮，随着这个原本被认为已经过时的法兰克福学派晚期

旗手的复活，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在欧美也有一种复兴之

势，这对国内学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回顾近年来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我们

欣喜地看到，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总体研究水平有了质的

飞跃，出现了不少文献基础扎实、理解准确、立论公允的上乘

之作。出现这种可喜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经过#"
多年的思想解放，极“左”思想倾向得到有效清理，研究者们

不再以真理在握的仲裁者的身份去面对、去审判法兰克福学

派，而是将完整、准确地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及其当代

中国价值作为自己的研究目的；其次，经过#"多年的学术积

累，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西方思潮这两个领域的理

解与认识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和提升，从而基本具备了与法兰

克福学派进行批判对话的能力；第三，随着国际学术交往的

日益便捷，研究者们能够比较方便地获取法兰克福学派的第

一手文献资料和国际学界已有研究成果，这使得他们的研究

越来越具有国际眼光。总的说来，我以为，近年来国内法兰

克福学派研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在对学派的专题

性研究上，现代性问题、大众文化批判取代以往的资本主义

论和美学已经成为重点；第二，在个案研究上，研究重点发生

显著转移，在哈贝马斯研究继续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同时，

过去不太受重视的阿多诺研究和本雅明研究成为重点，而学

界对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的兴趣则明显消退。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法兰克福学派是以当代资

本主义最尖锐和影响最大的批判者身份出现在当代中国学

术舞台上的，因此，它的资本主义理论非常自然地得到了国

内学界的高度关注。这正可以说明，为什么在上一阶段的相

对沉寂时候，会有#部专著集中讨论这个问题!。之所以在

同时期会有#部专著讨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其原

因则主要在于从美学角度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恰恰是

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大理论特色。在经过后现代思潮洗礼之

后，再兴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非常自然地发现了现代性这个

新的研究视角，王凤才的《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

论》一书正是从文明论这个以往不被人关注的视角出发，对

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学说的诸方面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评

说#。不过，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大众文

化批判理论显然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这不仅因为该理

论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现时代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同时和中

国当代文化产业的高度发展有关。同样是研究法兰克福学

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同样是为了揭示该理论相反相成的

两个方面，赵勇的《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一书在

理论文本的具体解读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尤战生的《流

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则对该理论的

局限性和现实意义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曹卫东的《他者的

权力》虽然是一部文集，但却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

的关系为线索，对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特别是批判理论的效

果史进行了一种轻松但不失准确的描述%。

在近年来的当代西方思潮研究中，哈贝马斯研究的高涨

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旗手和当

代德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在上个世纪末即得到

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哈贝马斯访问中

国之后，国内更是掀起一轮哈贝马斯热潮。据不完全统计，

#"""年以来，国内学者出版的哈贝马斯研究著作已接近$"
种，内容涉及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学说、交往理论、伦理学说、

政治学说等各个方面，在数量上居近年来国内西方马克思主

义研究之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关注的全都是

哈贝马斯%"年代后期转型之后的思想。这些与传统批判理

论已经存在了显著差异的理论是否应当算是法兰克福学派

的批判理论，此时的哈贝马斯是否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

人，因而这些研究是否算是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都是值得商

榷的。

在哈贝马斯热的同时，是阿多诺研究和本雅明研究的急

剧升温。在上个世纪的国内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阿多诺没

有受到国内学界的应有关注，其中原因大致有：第一，阿多诺

的著作艰深晦涩，令人望而生畏；第二，在国内以往出版物的

影响下，人们并不认为阿多诺有多么重要，直到《法兰克福学

派史》出版之后，人们才明白他实际是学派的核心和后期的

思想旗手；第三，受国外%"年代观点的影响，人们长期认为

阿多诺已经过时、应当被放到博物馆中去了。借助国外学者

的研究成果，国内学界最终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对阿多诺在

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进行

了新的确认，而张一兵的《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一书则为阿多

诺研究热潮正式拉开了序幕&。该书通过深入细致的文本

学研究，首次揭示了阿多诺的代表作《否定的辩证法》的本真

理论命意。张亮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一书在大

量一手文献的基础上，对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进行了具有补白性质的文本学研究。孙斌的《守护夜空的星

座》!"#一书则从美学问题史的角度对阿多诺的《美学理论》进

行了深入研究。除了上述著作外，同时代还有其他三本著作

专门研究了阿多诺思想中的某些问题!"$。在阿多诺研究升

温的同时，国内学界也开始越来越关注对其早期理论合作者

本雅明的研究，尽管迄今为止国内学界有关本雅明的学术专

著尚未出版，但通过数量甚多的论文我们发现，在一批译介

过来的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影响下，国内学界已经对这个早

逝的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形成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

判断。作为本雅明研究升温的一个外在标志，几年之内，国

内学界竟然将他的后期代表作《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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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重新翻译出版了!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不久之

后，研究本雅明的专著即将涌现。

与阿多诺、本雅明研究升温形成反差的是马尔库塞研究

和弗洛姆研究的冷落。"#年代初，在法兰克福研究刚刚出

现的时候，作为$#年代新左派运动的精神领袖，马尔库塞在

中国受到了高度关注，人们根深蒂固地以为他就是法兰克福

学派的核心和最重要代表，这一点从江天骥先生主编的《法

兰克福学派———批判的社会理论》一书中可以得到有力说

明：该书一半以上内容和马尔库塞有关，而霍克海默和阿多

诺则没有什么地位。与马尔库塞情况类似的是，作为人道主

义精神分析学派的重要代表，弗洛姆在"#年代也受到国内

学界的热烈追捧，人民通常会把他误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

要代表。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最终还原了历史

的真相，发现：尽管马尔库塞是$#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最

大的一个成员，但他并不是学派的精神领袖；而弗洛姆则早

在%&!#年就与该学派分道扬镳，他为中国学界所熟悉的绝

大多数作品都是他脱离学派后个人思想的体现。基于这种

理性认识，对他们的研究也就随之趋冷：近年来，关于马尔库

塞的著作有’部!"#，而有关弗洛姆的则一部也没有。

面对国内学界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我们既感到振奋，

也觉得任重道远。因为既有成果虽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

深度上都有了巨大发展，但一些对我们正确理解法兰克福学

派的历史、理论与当代价值的重要基本问题依旧没有得到实

质性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有：怎样界定法兰克福学派，它是一

个可以无限延伸的概念吗？后期哈贝马斯以及他的学生还

能够说是学派成员吗？法兰克福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是

什么，它对学派的发展与理论转型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法

兰克福学派与同时代德国哲学特别是现象学运动的关系如

何，后者对学派的发展是否起到了正面作用？怎样评价法兰

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发展？等等。我们相

信，当国内学界初步解决上述问题以后，撰写一部中国人的

法兰克福学派史的时候也就随之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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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年版。

’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

大众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尤战生：《流行的代价：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山东大学出版社，’##)年版。

(曹卫东：《他者的权力》，上海教育出版社，’##!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

本学解读》，三联书店，’##%年版。

*张亮：《“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

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年版。

!"$孙斌：《守护夜空的星座———美学问题史中的阿多诺》，复旦大

学出版社，’##!年版。

!"%陈刚：《穿越现代性的苦难》，中国工人出版社，’##’年版；赵

海峰：《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年

版；陈胜云：《否定的现代性：理解阿多诺》，甘肃人民出版，’##)年

版。

!"#程巍：《否定性思维：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张和平、戴春勤：《一代哲学巨人的足迹：马尔库塞哲学思

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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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培养发展为党员，借鉴农村基层党建工作中的“双培双带”

经验，努力在高校开展“把党员培养成业务尖子，把业务尖子

培养成党员”、“党员带领群众共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党组

织带领党员全面促进学校发展”的“高校双培双带”活动。借

鉴上海大众公司党建“看得出”活动的经验，在高校党员开展

“业务上过得硬、政治上靠得住、事业上用得上”的党员先进

性教育和实践活动，以此感召广大知识分子认同党组织、靠

拢党组织、支持党组织，切切实实地发挥高校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五）坚持清正廉洁，树立良好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党

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重要体

现，是党的创造力、战斗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内容。高校要坚

持从严治党、治校的方针，注意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坚持标本

兼治，深入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责任制，大力加强制度建设，积极进行专项治理，并结合高校

工作实际努力探索从源头上治理腐败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要从规范教学管理入手加强制度建设，尽快建立学术信誉评

价体系和科研不端行为监察制度，对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

果的行为，要从道德和法律两方面进行严厉制裁，决不姑息

迁就。另外要加强考风考纪建设，杜绝“黑分数”、“黑论文”、

“黑评比”，净化高校办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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