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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面向生活世界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作者在中山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的部分成果“哈贝马
斯生活世界理论研究”以及广东省十一五规则课题“语言转向后的生活世界理论研究”的部分成果的
组合。
《面向生活世界的社会批判理论》对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从哈贝马斯引入“生活世界”概念的缘由入手，阐释了他如何对胡塞尔和许茨所提出的“生活
世界”概念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其后期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概念，重点说明了语言转向对他立足于生
活世界理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
第二章较为详细地分析了生活世界的构成要素，生活世界所具有的解释功能和批判功能，生活世界理
性化所带来的后果。
第三章分析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与生活世界之间的紧密联系，对他奠基于生活世界之上的社会
批判理论进行了较为具体的分析，指出了“生活世界殖民化”的内在逻辑必然性。
第四章指出，后形而上学社会中的社会整合问题是当代许多思想家关注的重要问题，哈贝马斯引入两
层面的社会分析框架，视社会为系统——生活世界的复合体，他偏向于生活世界，决定了他必定从生
活世界（交往行为）的立场来探索当今的社会整合问题。
第五章重点分析了法律的合法性与生活世界的关系。
法律在现代社会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生活世界殖民化过程中起了“帮凶”的
作用，后形而上学社会需要法律，但它只能在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起转换器的作用，它的功能就在于
保护生活世界，为私人自治和公共自治保驾护航。
结语部分探讨了哈贝马斯生活世界的特征，分析了它在哈贝马斯批判理论中的地位，并就这一理论的
价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理论是其后期批判理论的基础，认真对待他的这一理论，将有益于我国学术界进
一步发展和丰富生活世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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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物质交往与社会发展　　物质交往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之中。
人们为了生存、生活，必然要求相互协作来从事生产和劳动，这种活动就是物质交往。
它同时也是作为个体活动转化为作为社会的人的社会活动的基本途径。
一般来说，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水平的提高以及发展，人们的交往活动也就会相应地得到提高和发展
，这种提高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交往关系的复杂化和交往形式的复杂化上。
例如，原始社会的物质交往简单明了，从物物交换发展到以固定媒介的交换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而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则是奴隶社会的事情。
而今，由于电子传媒的出现，订单交易、网上交易等交往形式也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而交往的提高和发展则又进一步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提出新要求，它进而又推动、改造、改善人们
的物质生产活动，也推动着社会前进的步伐，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人们的物质性交往方式要受到生产力以及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在马克思看来，人们的交往活动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形态紧密联系：“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
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
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
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
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①也就是说，人类历史的交往进程主要表现为三个基本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人们彼此依赖，交往
狭隘；在第二个阶段，人们之间的交往要依赖于物，人的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在第三个
阶段，人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前两个阶段，人们的交往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的本质在这种交往过程中
得到真正实现。
　　第一种交往发生于最初自然发生的原始共同体之中。
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此相适应的生产方式极其落后。
采集、渔猎和农耕的生产劳动方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只能是平等自发而又不自由的交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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