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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最大、最主要的一个流派。它创立于30年代初，是由一群哲学家、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组成的学者集团，并拥有自己的研
究所和学术刊物。它继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科尔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
并综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其它现代外国哲学流派的某些观点，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多
学科综合性的研究和剖析，形成其独特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60年代末，该理论成了1968年席卷北美、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的思想武器之一，作为一种激进主义理
论，在西方世界曾有过较大的社会影响，其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库塞和哈贝马斯被誉为当代杰出的
思想家。随着新左派运动的沉寂，该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相继去世，以及其内部理论分歧加深、脱轨
转向，原先意义上作为一个旗帜鲜明、队伍庞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已成为历史。不过，它的许多基本理
论观点在当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中仍被研究、被应用，而其第二代、第三代代表人物，如哈贝马
斯、施密特等人在西方思想界尚有相当影响。
严肃地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不仅能借此了解当代西方哲学、社会
学理论和认识西方社会，而且批判地汲取和改造其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对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此，我们编译了这部论著选辑，以满足我国学术理论界研究工作的需要。
本选辑分上下两卷，一百来万字。它选自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重要著作的部分章节以及重要论
文，尽力保持该学派社会哲学的特色，并兼顾有关其它方面的理论。因该学派成员众多，论著甚丰，
文字艰深晦涩，加上我们所掌握的资料、专业知识和外文水平有限，在选、译、校、编诸方面会有许
多疏漏和舛误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上，朱庆祚代表本室接受此书编译任务，后因工
作变动，改由范明生主持并负责选材。张伟负责全书的编辑工作。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郭官义参与了哈贝马斯著作的选、译、校工作。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的一些老师也承担了
本书的翻译任务。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大力协助，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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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从哲学到社会理论第一章　辩证的社会理论的基础第二章　实证主义的基础和社会学的兴起《爱
欲与文明》(1955年)政治序言(1966年)第一章　精神分析的潜在趋势第四章　文明的辩证法第十章　性
欲转变为爱欲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1956年)《苏联马克思主义》(1958年)第二章　苏联马克思主义：
基本的自我解释《单面人》(1964年)导　论　批判的麻痹：没有反对派的社会第一章　控制的若干新
形式第二章　政治领域的封闭第三章　不幸意识的征服：压抑的非升华第七章　实证思维的胜利：单
面哲学第十章　结论乌托邦的终结(1967年)反革命和造反(1971年)第一章　面对着反革命的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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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部分吧⋯⋯
2、国家社会不好 人民大众也不好 彻底的造反理论。。可惜也是有限的。。
3、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2636
4、翻译很好。但马尔库塞是个大忽悠！
5、作为一个中间分子，除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绝大多数著作我竟然都喜欢，尤其《
爱欲与文明》《单面人》等，使人变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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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979年，在太原召开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讨论会”上，朱庆祚代表本室接受此书编译任务，后因
工作变动，改由范明生主持并负责选材。张伟负责全书的编辑工作。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
所郭官义参与了哈贝马斯著作的选、译、校工作。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的一些老师也承担
了本书的翻译任务。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大力协助，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费了那么大工夫忘了出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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