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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或揭示其当代意义，是一个恒久的主题。
事实上，几乎每一代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实践家都首先切近地关注并力图充分地把握这一主题
。
十余年前，我们也曾提出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的任务，并且特别强调这一工作应当由存在论
的根基处做起。
我们当时确曾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活力源自我们自身生存的历史境况，或者可以说，它属于或
深入于我们的存在世界本身；当思想不再能够依靠形而上学而有任何真正的作为之际，马克思主义哲
学（若还能称之为“哲学”的话）意味着思入存在并绽露其真相的道路或可能性。
如果说过去人们真的颇为严重地误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性质和意义，那么这种误解的深刻根源
既不在于文献的不足，也不在于当事者的学力薄弱，而在于时代状况的性质本身：亦即在于资本原则
之支配一切的普遍性，在于现代形而上学之愈益实现在知性科学中，在于汪洋大海般的现代意识形态
的统治未曾在实践的基础上被真正打破。
在这种基本态势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之从属于现代性的支配，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
现代化（亦即形而上学化），就变成了一种命运般的东西，变成了一种在历史上真实的“常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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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主要的流派之一，也是当代哲学中很有影响力的思想
流派之一。
这个学派所创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到今天仍然对现代性的批判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本文作者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定位为“意识形态批判”，即通过对晚近资本主义
社会生活状况本身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批判，清除生活世界中的意识形态遮蔽，以此来探索新的感性
意识出现的可能性。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这样一种理论性质，本文作者认为该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向青年黑格尔派
的简单返回，即从自我意识的立场出发的理性批判，而主要是依循实践批判原则的定向，即揭示生活
世界自身的批判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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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晓璐，女，1977年生，哲学博士。
任职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哲学。
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数篇、译文数篇。
本书属作者独立承担的2007年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金苗项目”“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
存在论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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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遗产正如前言中所说，本书把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
本性质判定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一提到意识形态批判，往往就使人想到观念
的批判，即那种站在青年黑格尔主义的立场上所进行的理性的批判。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在基本定向上是超出青年黑格尔主义的，而超出的原因在于他们
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有相当深刻的领会，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
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背景。
因此，在正式阐述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之前，叙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及指明
这一理论留给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就显得非常必要。
这种必要性不仅在于它是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来源，而且在于这一来源对于判定法兰克
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性质至关重要。
一、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革命性（一）人的异化与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
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因为“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
”。
因此，“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
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所享受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
我们的事业将悄无声息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
热泪”。
尽管在他老师看来，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过分追求形象化的表达”，但是在这种表达的背后我们已经
感受到了马克思毕生追求的旨趣所在：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
可以说，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践行着这个理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因而在那篇文章中看来还仅仅
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崇高的理想的东西便具有了充实而丰富的内容。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世界却是“庸人的世界”，它“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现实生活中的
人是“庸人”，他是“头垂向地、只顾着肚子的默默无声的牲口”。
这样的世界就是异化的世界，这样的人就是异化的人，人类要幸福，就必须消除世界的异化、消除人
的异化，“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
因此，关注人的异化，寻求克服异化的道路，构成了贯穿马克思思想的一条红线。
下面就来看看马克思在不同的时期对这个问题的探索。
首先是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中，通过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在原子论上的差别的比较，发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比德谟克利特
的原子论多了一个偏斜运动，正是这一偏斜运动证明了作为主体的自我意识本身，从而改变了德谟克
利特机械决定论的自然哲学。
一般而言，此时马克思的观点从属于青年黑格尔派，即主张自我意识的纯粹自发性、活动性。
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反对精神和真理的时代”，哲学要的就是这种“勇敢的自由的精神”，换句话
说，这个时期的马克思通过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重新解释，赋予了个体的自我意识以最高的地位，并
从中发掘出了斗争和对抗精神，以期消除人的自我异化。
但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意识到了伊壁鸠鲁哲学的缺陷，那就是：“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
而不是定在中的自由。
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
定在是使得它失掉自己的性质而成为物质的东西的一个元素。
因此，原子不会在现象领域显现出来，或者在进入现象领域时会下降为物质的基础。
原子作为原子只存在于虚空之中。
”也就是说，伊壁鸠鲁的原子，即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只是唯灵论的存在，它只能把自身当对象，而
进入不了定在，因此所实现的自由也仅仅是抽象的自由，与定在脱离的自由。
而马克思却要求使自由成为现实世界的原理，即“定在中的自由”，这一要求表明了马克思超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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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派的愿望，也是驱使着他的理论进一步前进的动力。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期间所发现的伊壁鸠鲁自我意识哲学对“定在中的自由”的无能为力，即抽象的个
别自我意识与定在的自由之间的矛盾，在莱茵报时期得到了进一步明朗化。
其原因在于马克思遇到了令人困惑的物质利益问题，物质利益问题使得博士论文时期留下来的问题具
体化为“在理性的范围内无法说明现实世界的矛盾”这样一个问题，从中隐含了马克思对通过自我意
识的批判消除人的异化的怀疑，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路向发生了转移，关于这一段思想历程，马克思
在《序言》中讲得很清楚，马克思说：“l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
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
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
”马克思的思想由此从莱茵报时期进入了德法年鉴时期，这也是马克思摆脱黑格尔的依傍讲入受费尔
巴哈思想影响的时期，即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时期。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事件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批判所运用的武器就是费尔巴哈的哲学。
费尔巴哈所针对的是黑格尔的宗教学，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
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
就是说，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
这意味着，费尔巴哈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否定了宗教的真理，确立了用“现实的人”来对抗“自我意
识”的原则，对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接受的。
但是马克思的接受是有保留的，马克思在1843年3月13日致卢格的信中说：“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
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过少。
”这里与“自然”对讲的“政治”主要指现实的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这句看似轻轻道来的话中隐
含着对费尔巴哈哲学忽略现实的社会关系的缺点的察觉，而这一点在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更明白的表
达：“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
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
迫切任务。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了对
政治的批判。
”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费尔巴哈通过对宗教的批判，使得宗教的真理消失了，但是，宗教的异
化根源在于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异化，因此，当费尔巴哈完成对宗教的批判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对宗教
赖以存在的政治生活的批判，基于这种见解，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为主题的法哲学，成了马
克思批判的目标。
在马克思看来，“正如宗教是人类的理论斗争的目录一样，政治国家是人类的实际斗争的目录”。
因此，批判以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为主题的法哲学，就能够揭露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异化，从而为异化
的扬弃找到一条道路。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过程不是这里论述的重点，我们所关心的是这一批判性分析所得出的结
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
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
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
”至此，马克思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根源的探求基本上定型，那就是从物质的生活关系人手去寻找人的
自我异化的根源。
马克思对人的自我异化以及异化的扬弃，从博士论文时期通过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诉诸抽象的自我意识
，到德法年鉴时期通过费尔巴哈诉诸“现实的人”，到最后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诉诸物质生活关系的
变革，这一路走来，是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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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年之前，完成了博士论文。
还清晰地记得那段日子十分难熬，总是力图将在复旦五载半所学所感切入博士论文中，却分明觉悟到
自己的笨拙，无法顺畅地表达所思所想，时有黔驴技穷之感。
运思之艰辛，想只有运思者方可领会。
论文完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忍心再去一观论文。
有些事情，只有经过时间的洗礼，方能显示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原只是为完成博士学位的一篇论文，如今重读时，才发觉其意义远非如此。
现在，我似乎感受到了论文内在而非外在的意义。
它承载着我自身成长的痕迹。
具体而言，在论文中，我所力图阐明的马克思“实践批判原则”和青年黑格尔派“理性批判原则”，
是对我自身成长经历的一种注释。
如果说，三年前写论文的那段日子，我对这两个原则的领会还是懵里懵懂，甚至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的话，那么现在回过头来反思自己这些年来走过的路、经过的事，突然明白了这两个原则在我人生
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意义。
那种感觉就像一缕阳光突然照亮了一个黑暗的世界，明白了自己长久以来内心的矛盾、纠结、痛苦、
愤懑之来源，亦明白了自己如今内心的充盈、丰盛、坚忍和力量之所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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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主要定位为对
晚近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批判，突破以往把“意识形态批判”仅仅看作是法兰克福学派整体理论
的一部分的看法，用“意识形态批判”大致涵盖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体理论，以此突出法兰克福学派的
理论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补充；《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强调法兰
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不仅仅是一种观念的批判，更是实践批判原则在当代的体现，以此与西
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相区别，从而凸显法兰克福学派在当代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法兰克福
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存在论视域》通过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
主义所达到的存在论境域进行比较，考察其自身的存在论视域，从中体会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批判
的得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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