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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辨析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在道德上的思考，诞生了个人主义和集

体主义。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主张呈现出内在一致性的发展趋势：无论是个

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都把理论的落脚点置于实现个人自由的基础上。然而，近年来这种个人自由的主张在面对时

代的复杂变化时逐渐暴露出内在的缺陷，这促使我们回到马克思和阿多诺重新思考这一问题。

　　个人的自由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

　　马克思把人看作社会性的存在，亦即人是处于历史现实中的实践的个人。这就意味着人的本质并不是僵化固

定的，而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展开和发展的。实践不只是实现主客体统一的环节，在马克思这里，更多地表现为

历史不同发展阶段基于分工的差异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关系结构。基于这种社会关系结构，马克思指出人是社会性

的存在，进而把社会理解为现实具体的个人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分析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和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之后，发现社会一方面是个人基于分工而形成的相互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个人在相

互交往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普遍之物”。这种“普遍之物”就是代表普遍利益的“社会”，所以社会也被理解为

总体性的。

　　但是，马克思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及其之前的时代后发现，个人利益与社会的普遍性利益总是对立的。尤其是

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表现为一种资本的逻辑，资本逻辑以商品的生产、交换等为表象，但这种表象背后是剥

削和压迫，以及资本对整个社会的统治和裹挟。概言之，资本逻辑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进而导致个人与

社会关系的异化。

　　因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与社会是一种否定性的关系。一方面，资本关系下的自由始终是受

限的，个人的生活和自身状态都受到他所处的物质生产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否定是个人实现自由的必然条

件，个人只有否定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才能打破个人与社会的对立。马克思通过“否定性”的辩证法阐发

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总是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同时，个人自由的实现需要以否定不合理的社会

关系为前提。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不能通过个人单独实现，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依靠发达的生产力和现

实的实践活动实现。这种现实的实践活动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否定和对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

构建。所以，马克思认为个人的自由问题实质上是社会性的问题。

　　人与社会处于中介性之中

　　长期以来，有些学者把阿多诺的思想解读为后马克思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进而割裂了阿多诺与马克思思想

的内在关联。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发现这种主观的割裂并不成立。阿多诺受马克思的影响，

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并且在商品交换等维度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同时，阿多诺认为人是

社会性的存在，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做一些非自愿的事情，这些都是因为社会和自然对人产生制约的结

果。这种制约使得人感觉到痛苦，并试图摆脱这种制约，进而人成为了主体。具体而言，阿多诺在人与社会的关

系上从以下几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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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李秀伟）

　　第一，研究方法的继承与发展。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否定性和同一

性的方法，提出了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思辨方法。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同一性关系，而是互相尊重对方

差异的非同一性关系。第二，研究立场的继承与发展。阿多诺在《理论与实践的旁注》中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思

想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指出理论并不是指主体，实践也不是指客体。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阿多诺认为，社会

并不仅意指被实践的客体，因为把社会看作实践客体就意味着对社会存在贬低与征服的心理。这种心理是启蒙运

动所宣扬的理性至上原则导致的，因为这种原则会导致对社会客观内容的忽视，因此阿多诺提出“客体优先性”

原则，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不是实践与被实践的关系而是互为“中介”的关系。第三，研究内容的继承与发展。

无论是马克思还是阿多诺，都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

内部结构的批判主要指向了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及人们为了满足生存需要而不得不从事的异化劳动。需

要指出的是，由于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他关注的是理性逻辑对自然的控制，因而并未进一步深入到对资本主义

的理性形而上学以及与之相应的意识、文化、艺术等展开批判。阿多诺则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理性所代表的精神

层面和文化领域。在阿多诺看来，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对人的控制不仅在物质生活资料方面，也在精神、心理、

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因此，阿多诺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的批判主要集中于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阿多诺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一种“中介性”的关系。阿多诺基于“中

介”的辩证思想跳出了传统的同一性逻辑，上升到一种非同一性逻辑。因为事物本身与认识主体、社会与个人之

间都是非同一性的，作为非同一物的社会并不是主体通过实践直接与之相统一，也不是所谓的通过否定之否定的

辩证法对社会进行否定之后获得的统一，而是通过中介来获得二者的统一。在阿多诺看来，客体虽然只能通过主

体来思考，但它总是某种与主体相对的、不同于主体的东西；而主体在其本性上先在地也是客体。我们不能想象

一个不是客体的主体，但可以想象一个不是主体的客体。主体也是一种客体，这是主观性的一部分意义，但客体

的意义却不包含其成为主体。客体尽管只能通过主体来显现自身，但它毕竟是外在于主体的存在物，因此需要以

中介把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联系起来。

　　因此，阿多诺指出个人和社会都是一种中介性的存在，二者不可能直接统一。个人与社会的直接统一在阿多

诺看来只是主观的理论假定。阿多诺认为，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是被中介的，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存在。个人不能

独立于社会而存在，社会也不能独立于个人而存在。社会并不是现成存在的实体，而是一种被个人中介出来的社

会；个人也不是独立存在的个体，而是被社会中介了的个人。换言之，只有在相互的中介关系中，个人和社会才

能够成为自身。因而，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只有在这种相互的中介关系中才有可能。

　　需要指出的是，阿多诺在发展马克思思想的过程中，一些观点有悖于马克思。马克思相信人类有着通过实践

改变世界的力量，并以无产阶级的实践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弊病，进而认为无产阶级最终会掌握理性的力

量，进而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野蛮。阿多诺对启蒙精神持批判态度，也就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进步力量和人类社会

进步的前景，从而陷入了悲观主义。正因为看不到无产阶级的进步力量以及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使得他的理论没

有直接面对现实世界，而只针对传统哲学的同一性思维，提出了非同一性的文化批判方式。因此阿多诺只是在解

释世界，而未能改变社会现实。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现代政治的道德基础与当代西方规范性政治伦理思想

研究”（20QT00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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