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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政治哲学家、美国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紧承批判理论的学术传统，在正义问题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目标和思考路径。
通过将参与平等视作正义的规范性标准，以及将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权等作为正义维度，她构筑了一
元多维的正义本质，并且在全球化背景下思考了正义的主体和途径问题。
本书通过梳理弗雷泽正义理论的主要内容，重点分析了其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以期为我国建设公
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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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2011年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以及思想
政治教育。
近年来，承担国家及省部级项目5项，主持校级项目4项，参编参译著作、教材5部，独立发表学术论文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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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以上两方面的内在局限从工具理性批判产生伊始就内含于其理论之中，但早期被理论本身
展现的批判光芒所掩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自我调整，这种调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显露效果。
工具理性的扩展受到限制，受到压抑的人性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
此时仍以工具理性批判作为基本范式的社会批判理论日益与现实脱节，内在的局限也日益明显，工具
理性批判开始遭遇质疑，面临认可危机。
社会批判理论亟须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新的批判主题与范式。
 3.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构建交往理性范式 为了摆脱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在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第二
代学者中的领军人物哈贝马斯通过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
传统批判理论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交往理性范式”，实现了对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
 哈贝马斯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
，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①这两种趋势改变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使得政治和经济
日益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巨大的力量，侵入和控制人与人的自由交往，以新的社会危机取代了之前
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危机，形成了系统与生活世界的矛盾。
系统主要是指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生活世界是人和人之间自由交往的领域，是进行文化再生产、社
会整合和社会化的领域，主要表现为道德和文化领域。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和生活世界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入侵和控制生
活世界，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
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扩张超出自身的适用限度和范围，扩展到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并冲击了交往关
系，造成了技术理性与交往理性之间的矛盾。
系统与生活世界、技术理性与交往理性之间的矛盾共同导致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和理解，以及社会交
往的扭曲。
 哈贝马斯凭借以上时代特征的变化，认为它导致马克思与早期法兰克福学者的批判范式均不再适用。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范式以生产关系为中心，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混淆了劳动和相互作用（
即后来提出的“交往”），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完全置于劳动概念下，只表现为人与人的生产关系，
遮蔽了人与人的道德交往关系。
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者的工具理性批判范式混淆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将人类的整体理性片面地理
解为工具理性。
 因此，哈贝马斯区分了劳动和相互作用，分辨了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
指出仅靠劳动不能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要充分重视人与人的交往行为，并将其运用到道德和法律领
域，形成交往伦理学、法和民主理论，以解决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而理性也不是一无是处，
必须在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重建交往理性，重视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主体之间的协调、理解关系，以
对抗系统中工具理性对人生活世界的入侵和控制。
 哈贝马斯交往理性范式的提出顺应了时代背景的新变化，在某些方面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
并弥补了此前工具理性批判范式的局限，通过交往理性为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转型和进一步发展指明
了一个可接受的方向，这使他的理论受到广泛关注。
但是，哈贝马斯忽视了对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批判，而且将交往理解为单纯的语言交往，正如传统法兰
克福学派学者将理性理解为单一的工具理性，两者都不能真正解决时代的问题和引导人类的全面解放
。
社会批判理论又陷入了新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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