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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在1969年，也就是哈贝马斯在刚刚40岁的时候，他不过是一个锋芒初露的年轻学者。
应该说，那时，他的真正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有影响力的欧洲评论家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对于一个其专业能力从科学
逻辑扩展到知识社会学的学者来说，评价他的著作是非常困难的。
他吸收了马克思、黑格尔以及欧洲形而上学传统中的更深奥的资源⋯⋯当他的大多数同事在他这样的
年纪还在努力驾驭学术领域的一个角落的时候，他却在这个时候能够在深度和广度上把握它的总体。
其中不存在任意的剪裁，不存在轻易地回避难题或者虚伪地宣布未经证实的研究结果。
无论是在批判波普，剖析皮尔斯的实用主义、钻研谢林形而上学的中世纪先驱，还是使马克思主义社
会学提升到现代水平，他都同样地出色把握住资料，并以令人羡慕的才华理清复杂的逻辑困难。
他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消化最困难的资料并使它成为有序的整体的能力。
” 30多年前，哈贝马斯就以卓越的才华显示了他在同龄人当中的杰出的地位。
今天，他的许多著作表明，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他在社会历史研究的方法论领域、在社会学领域、在政治哲学领域、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在现
代性问题的研究中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他的巨大的理论成就表现在他广泛地掌握了现代语言哲学、社会学、法哲学、历史哲学、心理学和人
类学的研究资料，并能够使这些研究资料变成一个有序的整体，成为一个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核心的资
本主义现代化批判的理论体系。
从上面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在理论上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第一是思想内容的广泛性，第二是理论上的系统性。
从哈贝马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从综合的、多学科的、多
维度的理论来研究当代社会问题。
他广泛地涉猎了当代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领域中杰出学者的著作，并能够高屋建瓴，从
宏观上，从理论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准确地把握他们的思想。
他对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米德、卢卡奇、帕森斯、皮亚杰、卢曼等人的批评都显示了他能够不
拘泥于细节，而从宏观上把握他们的思想，并吸收他们思想中对于他自己的理论建构有价值的东西。
更为突出的是，他能够把不同领域的研究集中到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上，从哲学
、社会学、人类学等许多不同的维度来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
他不仅能够有说服力地指出不同的思想家思想中所存在的理论问题，而且也善于吸收他们思想中的积
极成果。
我们看到，他曾经和波普等人就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是却承认波普的
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积极意义，并用这个思想来解决系统、生活世界和环境的关系问题。
哈贝马斯理论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他能够把不同领域所研究的问题系统化，把它们纳入到他
的以交往行动理论为核心的社会批判理论之中。
无论是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对于普遍语用学的研究，对于人的道德意识发展过程的研究，对
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分析，对于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的批判，对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批评都
能够始终围绕着交往行动理论和资本主义现代化问题的批判而展开。
那些貌似和交往行动理论无关的东西实际上都可以在交往行动的理论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它们实际上不过是把交往行动理论中的某个部分扩展开来。
比如，《事实性和规范件》(中文本译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实际上就是要解答系统侵入生活
世界所造成的对人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所造成的伤害问题。
.. 根据交往行动理论的研究，他分析了人类社会进化的一般进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根源，提
出了解答现代性问题的答案。
哈贝马斯把自己的理论称为“交往行动理论”。
这表明，他在理论上不同于社会学中的系统理论，这就是要探讨个人作为交往主体通过语言的互动而
发生的社会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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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他的社会理论的核心是有理解能力和责任能力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理论，而不是系统理
论。
但是，他在理论上并没有否定系统理论，而是试图把系统理论和行动理论结合起来，并揭示其中所存
在的相互关系。
这就是我们在第一章所努力解答的问题。
虽然哈贝马斯致力于把系统理论和行动结合起来，并借此来描述社会进化的过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
的矛盾和解决这种矛盾的途径，但是其最后的落脚点仍然是行动理论。
这就是人的自由的、自主的并且相互认同、相互理解的行动。
根据系统理论和行动理论关系的这种分析，哈贝马斯批判了米德、涂尔干的思想，发掘他们思想中所
蕴含的行动理论和社会整合思想的积极要素，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答这些问题的出路。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的进化过程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和系统复合性不断提高的过程，这两个过
程是相互制约的。
系统的复合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系统控制外部自然和人的内在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
，而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是和系统的复合性的提高过程相适应的。
它把系统分化和复合性不断提高的社会纳入到生活世界的地平线上，使系统的分化和系统复合性的提
高得到人们的社会认同。
在第三章，我们深入考察了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世界把系统纳入自己的控
制领域的可能性，系统摆脱生活世界的控制的可能途径。
系统一旦从生活世界摆脱出来，那么它就可能自我扩张、自我发展，甚至控制生活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分析系统是如何从生活世界中摆脱出来的，如何控制生活世界的以及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系统控制生活世界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第四章所考察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里所出现的问题呢?不同的理论家在这里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
显然，哈贝马斯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解答。
我们认为，对于哈贝马斯分析资本主义矛盾的理论影响最大的应该是马克思和韦伯的思想。
他吸收了马克思的思想中关于具体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转化为抽象劳动的特殊性的思想，并借助于
这个思想分析了货币和权力在生活世界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所进行的抽象化作用，说明了系统控制
生活世界的途径。
他吸收了韦伯的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所产生的“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的思想，提出生活
世界的理性化过程不能直接导致“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指出产生“自由的丧失”和“意
义的丧失”的不是生活世界的理性化直接结果，而是系统对于生活世界侵入的产物。
对于韦伯来说，社会系统的形成就是自由的丧失，而对于哈贝马斯来说，社会系统的形成意味着现代
社会的进步。
在系统领域，人按照系统运行的要求来活动，这是提高系统的控制能力所必需的。
问题在于，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
在生活世界中，人的自由选择和契约自由受到了权力和金钱的制约。
这才导致了人的自由的丧失。
这就是我们在第五章所进行的主要工作。
在第六和第七章，我们分别说明，如何解决系统和生活世界所产生的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系统侵入生活世界所出现的“自由的丧失”问题要依靠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建立。
这种民主法治国家就是要把政治权力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交流和相互理解，并对于道德和法律产
生一致意见的基础上。
这就是说，政治权力应该受到生活世界的控制，应该受到生活世界中人们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所形
成的法律和规范的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才是自由的和自主的。
而生活世界中的人们所形成的法律和规范是在自由的互动基础上发生的。
最后，“意义的丧失”是文化无法说明人们的行为意义。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

这是因为，当系统侵入生活世界的时候，专家文化出现了，这些文化脱离了生活世界，并必须为系统
服务，科学和技术为人类控制自然服务，法律和道德为控制人服务，文化和艺术成为商品，文化发生
分裂了，而不再能够说明人的行为的意义和价值。
面对文化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来解决现代文化所出现的问题，即现代性问题
。
对于这里所出现的现代性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比如，有些人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有些人从道德的角度来解决问题，有些人从文学艺术
的角度来解决问题。
这就出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
哈贝马斯认为，这些解决方案都是片面的。
因为他们仅仅抓住了现代性问题中的某个方面。
他们没有超出现代性的问题本身。
因为，无论在哪一个领域内理性都是片面的。
他的交往理论表明，在人的交往行动中，理性是交往理性。
人在交往的行动中必须同时满足可理解性、正确性、正当性和真诚性。
这种交往理性可以克服近代哲学中片面的理性概念，从而解决现代性的问题。
 现代性的问题是在生活世界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并在系统的生活世界的分裂以及系统对
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过程中被强化。
哈贝马斯关于系统和生活世界关系的社会理论就是要解决现代性的问题。
为此，我们把本书命名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社会理论》。
同时，这个提法也受到了刘小枫教授《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一书的启发，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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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既是系统，又是生活世界。
社会的发展过程表现为系统的复合性不断提高的过程和生活世界不断理性化的过程。
在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过程中社会子系统会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并控制生活世界。
系统对于生活世界的控制产生“自由的丧失”和“意义丧失”。
要解决“自由的丧失”问题就要建立民主法治国家；要解决“意义丧失”的问题，就要通过交往行动
使文化的三个不同领域：道德和法律、科学和技术、文学和艺术结合起来，使它们回到以交往理性为
基础的生活世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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