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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马尔库塞一直饱受争议：这种争议不仅表现
在对他人品的怀疑之上，也表现为对其学术成果的误解之中。研究者虽然
大都认可马尔库塞在哲学、社会学、美学和心理学领域取得的不凡的成就
，却少有人承认他的跨领域研究之间存在内在关联。通过对马尔库塞思想
发展历程不同阶段的考察和分析，徐博编著的《马尔库塞否定性思想研究
》认为“否定（性）”构成他人生与思想的支点。对马尔库塞的人生而言
，否定性的实质就是对权威与统治的反抗，是他人生遵循的原则；对其思
想而言，否定性则是衔接其各领域学术研究的支点。在此过程中，马尔库
塞从哲学领域继承并重构了传统逻辑学概念的否定（negation），将其发
展成为现代社会思想所缺乏的否定性（negativity）维度，并使之成为法
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其后随着马尔库塞研究向社会学
的扩展，否定性作为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思想维度被他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分
析之中。最后，当马尔库塞在社会领域中遭遇到困境之时，他开始向审美
领域转向，否定性最终消解于他所构建的艺术乌托邦之中。本书对马尔库
塞思想的解读将为上述论点提供确证。
    依据“否定性”与马尔库塞思想之间的关系，《马尔库塞否定性思想
研究》分为五章。
    第一章将关注马尔库塞的思想历程与早期美学研究，指出他的早期学
术研究呈现出由美学向哲学转化的趋势。本章的重点是讨论马尔库塞与海
德格尔思想、黑格尔体系之间的微妙关系，此外，本章还将对马尔库塞早
期的美学与哲学研究的状况及其原因进行简单的归纳。加入法兰克福社会
研究所之后，马尔库塞作为早期社会研究所中对哲学较为熟悉的思想家之
一，在社会研究所批判理论的建构中逐步发展、形成了以否定（性）为中
心的思想体系。
    第二章主要探讨否定的语意及其在西方哲学史中的变化。Negation（
否定）在英语语境中具有negativity（否定性）的涵义，本章还对否定与
马尔库塞所使用的否定（性）进行了区分。否定性（negativity）所以能
够成为马尔库塞思想的支点，缘于他对否定（negation）的理解集中体现
了海德格尔与黑格尔间的分歧和冲突。为了更好地说明这点，本章首先分
析negation在西方形而上学中的演变过程，主要涉及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
的观点，其中，黑格尔将否定视为辩证法的灵魂；其次探讨了海德格尔思
想中的否定。本书认为海德格尔主张否定遮盖虚无，应当被抛弃。
    第三章讨论马尔库塞发掘（寻找）并初步形成其否定性思想的过程，
主要结合《理性与革命》展开。本章的重点是对《理性与革命》进行分析
：通过考察该书的创作意图，指出该书并不是对黑格尔哲学的简单复述，
而是试图复兴思想的否定性力量（维度）。在此，思想的意义和价值依托
于否定性，这意味马尔库塞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开始转向对思想否定性的发
掘。由此出发，本章对马尔库塞在哲学领域寻找否定性的过程进行了解析
，分为两部分：一是探讨他如何将否定从黑格尔哲学中延续下来；二是分
析他如何重构否定，使其特性（否定性）成为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思想维度
。在此基础上，马尔库塞把否定性从哲学领域带入社会学领域。这一跨越
预示着否定性已经成为马尔库塞思想的支点。
    第四章分析马尔库塞建立其社会理论体系的过程，这也是他自觉地将
否定性运用于社会研究的过程。在此过程之中，马尔库塞将否定性转化为
现代社会缺乏的思想维度，指出现当代社会的肯定性正在使社会与个体呈
现出单向度的特性。单向度的实质是发达工业社会缺乏否定性维度，因此
否定性的运用就是马尔库塞对发达社会形态的批判。“单向度社会”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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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以视为马尔库塞社会理论体系的完成形态。单向度社会和思想的出现
，还意味着压抑性与一体化社会的最终建立。正是基于摆脱单向度社会的
要求，马尔库塞提出了“大拒绝”的理论，并开始关注个体与社会解放的
问题，这促使他开始寻找现实的解放主体。
    第五章以马尔库塞的美学思想的发展为脉络，以他在寻求解放理论中
所遇到的困难为起点，解释了马尔库塞审美理论与否定性间的关系，即否
定性在其审美理论中得以扬弃。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尔库塞就多次提出
在审美与艺术领域之中保存着否定性；其后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爱欲
与文明》、《单向度的人》等涉及美学与艺术理论的作品中，马尔库塞又
多次确认否定性是压抑社会统治下艺术应有的基本特征。60年代晚期马尔
库塞提出了新感性理论，新感性是基于感性对压抑的否定，其解放性和革
命性源自于否定性。进入70年代后，马尔库塞在其晚期论文《审美之维》
中提出了“审美形式”与“艺术世界”的理论设想，这意味着他所坚持的
解放和革命维度的否定性最终消解于虚幻的审美世界之中，否定性在审美
乌托邦（作为艺术世界）中得以完成。
    结论部分总结了对否定性在马尔库塞思想不同领域中的地位与意义，
之后基于马尔库塞的新感性理论及其否定性思想，本书对现代美学的学科
重构进行了建设性的思考，提出某些关于否定美学的理论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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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ldquo;不的本源&rdquo;就是无，无赋予了否定以&ldquo;不性&rdquo;，但是因为&ldquo;这
个不并非由否定产生，相反，否定倒是植根于从无之不化作用中产生的这个不。但否定也只不过是不
着的行为的一种方式，亦即说，只不过是先行植根于无之不化的行为的一种方式&rdquo;①，即否定所
具有的不性是在&ldquo;无之不化&rdquo;，从而被存在者分享之后才得来的。&ldquo;无之不化&rdquo;
指的是存在者对存在者整体（存在或虚无）的抗拒，此时的存在者是自为根据而存在的。笔者认为，
海德格尔在此的意思是强调存在者放弃了其存在（虚无）之根基，僭越虚无而成为了规定者，否定就
是在对无之根源的放弃中，获得了无才具有&ldquo;不性&rdquo;的。但这都是虚假的，存在者的僭越
只会使其越发陷入畏（等情绪）的困境之中。所以被赋予&ldquo;不性&rdquo;的否定并不具有自身产
生&ldquo;不&rdquo;的能力，它只能以无为根源，否定的&ldquo;不性&rdquo;是&ldquo;无&rdquo;赋予
的，是无使否定成其为否定，而不是相反，&ldquo;由此，我们便大体证明了上面的论题：无是否定的
本源，而不是相反&rdquo;。②当否定作为存在者，被海德格尔归纳为以无为根基的产物之时，当否定
所具有的特权也是由无赋予的时候，这也暗示了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崩溃。这种崩溃首先来自于逻辑（
特殊理智）权威的丧失，其后成为逻辑的崩溃，再次演变为形而上学的倒塌。海德格尔对此的解释是
，　　如果在有关无和存在的问题的领域里，理智的权威如此这般被打破了，那么，这样一来，在哲
学范围内逻辑之统治的地位的命运也被裁定了。&ldquo;逻辑&rdquo;之观念本身就消解于一种更为源
始的追问的漩涡中了。③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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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博编著的《马尔库塞否定性思想研究》是一部对法兰克福早期学者马尔库塞思想进行系统性研究的
专著。作为20世纪60～70年代著名的新左派“鼓手”，马尔库塞的学术成果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性。通
过对马尔库塞学术成果及其思想历程的详细分析，本书认为，否定性将其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成果
衔接起来；否定性既是其思想发展的内在支点，也是其思想具有体系性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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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马尔库塞思想研究参考资料。我觉得真心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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