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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视与反抗》

内容概要

《蔑视与反抗》作为国内学界第一个关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系统研究，其预期目标是填补国内学界在
霍耐特研究方面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的拓展与深化，发掘当代西方
马克思主义研究、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热点问题之一，并出
现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毋庸讳言，这些研究也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仅从研究对象看，就
至少存在两点不足：（1）过分偏重于对学术领袖的研究，如关于哈贝马斯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
，但关于弗里德堡、奥菲、维尔默等人的研究却是少之又少；（2）侧重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法兰　克
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研究，对于90年代以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新发展则研究得非常不够，如霍耐
特的思想就尚未得到系统研究。当然，国外学界并非没有注意到霍耐特著作和思想，实际上，霍耐特
承认理论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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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凤才（1963～），男，山东省诸城市人，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王义研究中心暨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
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员，教育部人又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通讯评议专家库成员。1986年7月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枝任教，一直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
工作。曾任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高校哲学教研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山东省马克思王
义研究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山东省社会科学人才库成员。王要研究方向西方马克思王义基础理论
与前沿问题：当代德国马克思王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主要代表
作：《追寻马克思走进西方马克思王义》（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批判与重建　一法兰克福学派
文明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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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书》总序导论第一章 霍耐特承认理论探源第一节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
想渊源一、哈贝马斯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影响二、福柯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影响三、黑格尔对霍耐特
承认理论的影响四、米德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影响五、泰勒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影响第二节 霍耐特承
认理论的形成发展一、《权力批判》：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萌芽二、《完整性与蔑视》：霍耐特承认理
论的雏形三、《为承认而斗争》：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基本框架四、霍耐特承认理论的补充、修正与完
善五、建构承认理论的多元正义构想第二章 蔑视的社会动力学——批判理论的“承认理论转向”第一
节 历史哲学与人类学：社会哲学的两条路径一、社会哲学只能被理解为社会病理学二、卢梭是现代社
会哲学奠基人三、经过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直到尼采，现代社会哲学得以形成四、历史哲学与人类学是
现代社会哲学的必经之路五、社会哲学未来发展与形式伦理第二节 自然支配批判：早期批判理论的基
本模型一、自然支配批判的历史哲学模型：霍耐特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二、早期批判理论与悲观主义历
史哲学转向三、早期批判理论陷入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功能主义还原论四、外围人员的交往理论见解
处于早期批判理论历史哲学模型阴影下第三节 社会性缺失：早期批判理论的理论困境一、霍克海默早
期批判理论的社会学匮乏二、自然支配批判与《启蒙辩证法》三、后期阿多尔诺社会理论与社会性第
四节 告别劳动范式：早期批判理论困境的解决一、福柯知识型历史话语分析停留在通往社会分析的门
槛上二、福柯从历史话语分析转向社会权力分析三、福柯社会理论是对早期批判理论困境的“系统理
论解决”第五节 交往范式新理解：从语言理论到承认理论一、社会发展只能用社会冲突动力学解释二
、“交往范式只能理解为承认理论”三、劳动范畴的重要意义与批判理论发展第三章 蔑视与反抗——
社会冲突的道德逻辑第一节 为自我保护而斗争与为承认而斗争：社会冲突的两种模式⋯⋯第四章 多
元正义——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正义构想第五章 正义与关怀——霍耐特的“政治伦理”学第六章 当代
实践哲学语境中的霍耐特承认理论第七章 霍耐特承认理论及其多元正义构想分析评价附录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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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霍耐特承认理论探源　　霍耐特的大部分文本都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这就是承认理论
的阐发与进一步拓展。那么，霍耐特承认理论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哪些理论学说、思想观点在其生
成演变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本章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节　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思想渊源　
　什么是承认理论？霍耐特承认理论是如何形成、发展的？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让我们来考察霍
耐特承认理论的理论背景和思想渊源。　　初看起来，霍耐特承认理论的理论背景非常复杂，它至少
有这样几点：（1）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尤其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和话语理论；（2）法国后结构主
义，主要是福柯权力理论，利奥塔、德里达后现代伦理学；（3）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耶拿时期黑
格尔承认学说、后期黑格尔法哲学以及康德道德哲学；（4）美国芝加哥学派实用主义，尤其是米德
主我一客我关系理论以及杜威的民主理论；（5）当代社群主义，例如，泰勒、沃尔泽、桑德尔、麦
金泰尔等人的思想；（6）心理分析学说，主要是温尼柯特自我心理学，以及J．本雅明基于对象关系
理论的经验研究；（7）现代社会政治哲学，例如，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卢梭、尼采、斯宾格勒、
卢卡奇、普莱斯纳、马歇尔、马克思、索雷尔、萨特等人的思想；（8）当代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
例如，伯林政治自由主义，罗尔斯、德沃金自由平等主义，哈耶克、诺齐克保守自由主义，金里卡文
化多元主义；此外，还有汉娜·阿伦特共和主义、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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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是国内第一本关于霍耐特承认理论的系统研究。
2、又名：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霍耐特学术研究档案。后哈贝马斯路数就是如何在现有体制内让
自己眼不花，心不烦，腿脚利索点。读完感觉就是丧，批判理论只是在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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