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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書是哈柏瑪斯有關先進資本主義社會之政治社會學的最著名作品。他試圖透過本書將經濟、政治與
社會文化面向整合起來。本書為當代社會批判理論提供一項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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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阿多诺有多吸引鲍曼，我甚至可以直接用力比多作用代替他的言论。
　　哈贝马斯，与其说被鲍曼嫌弃（鲍曼在公开场合吐槽过他不止一次），不如说他让鲍曼感受到彻
底的，真正的绝望。
　　
　　阿多诺的悲观气质，其类还有芥川龙之芥。这些都是美的，有限的美。而哈贝马斯创建了废墟，
再站在上面说，看啊，其实它并不是废墟。他本质是个垃圾婆。破碎的，无力挽回的现代性。承担是
什么？承担在现代性=恐怖，无限的忧虑，惊恐。
2、　　内容论述：
　　    本书是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之一，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理论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重要
部分。
　　全书的脉络很清晰。第一部分引入社会科学危机的概念，第二部分论述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第三部分论合法化问题的逻辑，旨在探寻一种解决危机的模式。下文中依次介绍各部分内容。
　　
　　社会科学的危机概念
　　本部分解决的本书的核心概念的问题。即社会科学的危机的概念。他不同意系统论的“危机就是
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的论点的。他认为“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当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与
社会整合之间的联系。”为了更好地论述近当代的问题，哈贝马斯对人类历史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社
会组织原则的概念，并根据社会组织原则的不同区分了之前人类历史中依次出现的三种社会形态：以
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为组织原则的原始社会形态；以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为组织原则的传统社
会形态；以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为组织形式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还谈及了这三种社
会形态各自的社会整合及系统整合情况及危机类型，在此不详细分析。在本部分的最后章节，他重点
考察了离我们最近的自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系统危机，并提出了资本主义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
，这也是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将要解决的问题。
　　
　　晚期资本主义的危机倾向
　　本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共分七个章节，第一章“晚期资本主义的叙述模式”探讨的是一种关
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主要结构特征的模式；第二章晚期资本主义增长的后果问题”和第三章“危机倾
向的分类”是在这种模式探讨的基础上推论出了此种社会形态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倾向的类型。而第四
章到第七章则分别具体分析了之前提出的经济危机、合理性危机、合法化危机、动机危机的原理。其
中关于危机倾向的分类是整个理论的关键所在。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系统划分为经济
系统、政治系统、社会文化系统三大部分，而将危机划分为系统危机和认同危机两个维度。经济系统
只存在系统危机，即经济危机；社会文化系统自身不存在系统危机，但存在认同危机，即动机危机；
政治系统则一方面存在着系统自身的合理性危机，又存在着公民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危机，即合法化危
机。
　　哈贝马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危机主要发生在经济系统，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则发生在政治系
统。政治系统赖以运转的模式是一种投入产出模式，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原料，产出权力机构的
行政决策产品。产出的问题即之前的系统危机——合理性危机，投入的问题即认同危机——合法化危
机。
　　关于各种危机之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哈贝马斯是这样认为的：首先，经济系统的危机在晚期资
本主义社会由于政府的干预措施而丧失了其功能自主性，但不能认为这种经济危机从源头上完全消失
了，而应该看作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了政治系统，表现为行政系统的合理性危机。而为了解决这种经济
危机导致的合理性危机，政府必须通过提供合法化来弥补合理性欠缺，即当客观现实无法改变时，努
力改变人们对其的认识和感知。在国家控制危机的宏观层面，各种危机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相互转化
取代的，这种转化和取代可以一定程度上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系统的运作，而转化的能力很
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化系统为之创造的意义及提供的动机。而文化系统越是不能生产政治系统所需的足
够的动机，动机的缺失就越是会被一种可以用消费来创造的价值所取代，而这样，文化系统的危机又
提高了人们对经济财富与消费的重视，于是促使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的非普遍利益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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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分配方式的质疑，以至于对行政系统的质疑。总之最后各种危机的矛头都指向了政府的合法性，合
法化危机变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严重最急需解决的危机。关于解决途径的探索在下一部分进行
探讨。
　　
　　论合法化的逻辑
　　尽管在之前的篇章中哈贝马斯深刻敏锐地对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揭示，但当他
将所有的问题最后归结到合法化危机这一个核心问题时，其实他表现出了一种乐观的态度。因为他认
为这种合法化危机理论上讲是可以通过消除行政系统的合法性压力的方式来从根本上避免的。
　　哈贝马斯首先由韦伯的理性统治的概念开始探讨了合法性理念与真理的关系，他否定了卢曼的规
范决定论，同时认为温克尔曼虽然认可合法性理念与真理的内在联系，但他的那种徒劳的论证包袱是
不可取的，因为哈贝马斯认为只要依赖于理性语言的基本规范就可以对正确性要求用批判加以检验。
然后哈贝马斯将讨论的问题就过渡到了有关证明一般行为规范和评价规范和评价规范的可能性问题。
他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用社会学来解决的，而关乎真理与实践的关系，而哈贝马斯自己是承认实践的
求真能力的。接下来的两个章节，“实践问题与真理的关系”和“普遍利益的压制”中哈贝马斯论证
了规范有效性的可能性，在“个体的终结”一章他则讨论了实际情况是如何涉及现存的规范系统的合
法性的。接着的“复杂性与民主”章节哈贝马斯通过对卢曼的批判论述了他自己的建立在实践理性之
上的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社会生活的再生产依然与理性相关，尤其是动机的产生是依然依靠于需要
证明的规范的。这也是他在全书的整个第三部分想要解决的问题。在书的最后，哈贝马斯对未来表现
出一种乐观的态度，他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即认为对社会有构成作用，并且依赖于真理的社会化方式
的持续存在这一问题，根本不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面对当代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
，人类应该做的是选择一种与理性意志相联系的实践道路，寄希望于通过社会化的个体来形成社会认
同，这也就是其所说的消除行政系统合法性压力的途径。我认为这其实也就将合法化危机的解决方式
指向了他理论体系的另一个大部分——交往行动理论了，在此不再详细分析。（关于这点，不是很确
定，有待于进一步阅读发掘其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
　　
　　评论反思：
　　个人认为哈贝马斯在此书中的最大创见在于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概念的提出，及其存在的各种危
机的深刻全面诊断。至于他对解决合法化危机的途径的探索，也许是限于个人理解能力及对其相关其
他著作的认识缺乏，不是很理解也无法认同。总觉得哈贝马斯似乎持有一种过度的乐观，对启蒙价值
的乐观，对沟通理性的乐观，对现代性的乐观。在对现代性的看法上，我从他和贝克的理论上看到了
相似之处，他们首先都认可这是一种应该继续下去的未完成地事业，他们也都一定程度上批判现代性
，哈贝马斯看到了其危机所在，贝克指出了风险的存在，但二人都乐观相信其自身具有调节作用并最
终将发展向一个更高级的现代社会，那也将是一种更完善的更进步的人类社会。这点上我个人可能是
更悲观的，虽然无法进行任何理论论证，但我并不相信人类进步的神话。尽管哈贝马斯详细论述了社
会文化系统的危机，但他最后的落脚点是合法化的危机，似乎在他看来如果执政系统的合法化的危机
解决了，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就解决了，人类社会就可以继续高速、健康地积累财富，发展文明。但
我自己经常莫名地怀疑理性的价值，怀疑积累物质财富的必要性，怀疑文明是否真的有高低的发展阶
段之分。
　　当然我对其的质疑是很天真肤浅的。真正重要的对哈贝马斯的批判是来自后现代理论的声音。哈
贝马斯曾与后现代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进行过一种虚拟的对话，利奥塔曾驳斥哈贝马斯理论中
的“天真”。对这方面的内容鉴于我自己尚在阅读和理解中，就不妄加评论了。
　　
　　以上就是我对此书的理解及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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