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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 

王晓升 

  

真正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在中国是从80年代开始的。从那个时期算起，这一研究经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可以

被称为“部分介绍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少数几个学者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思想。这些介绍当中有三个明显的缺陷：第一，

在那个时期，我们没有足够多的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原始资料。人们大多从西方的某些第二手的资料中获得关于法兰克福的某些信

息。第二，通常来说，人们对它采取了一个极左的态度，因而难于对它做出适当的评价。第三，由于缺乏做够的原始资料，因此，在

介绍上，人们大多偏重于他们知道的那些部分，而不能全面地把握他们的思想，而且这个研究也主要局限在少数几个人，不全面。第

二个阶段可以被称为，“翻译和部分研究的阶段”。这个阶段开始于80年代末，结束于90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的主要著

作被翻译为中文。这有助于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了解。但是，我们必须说，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的思想的

理解还很不够，由于那个时候我们对他们的思想的理解还有许多困难，翻译的质量问题非常突出。有许多的误译。这些译作的作用非

常有限。某些人甚至基于这样的著作来进行研究，因而对他们的意思把握不准，问题说不清楚。当然，在这个时期也有一些严肃的学

者做了很好的研究，特别是进行了某些专题的研究。某些译著也是好的。这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90年代以来，情况有了很大的

改变，我们在这个领域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称为“深入研究和改进翻译的阶段”。人们发现那些误译的东西严

重地妨碍了人们的研究。青年一代的学者从国外学成回国，他们不仅很好地掌握了西方的语言，而且对这个学派的思想有很好的把

握。他们重新翻译了他们的著作，并介绍了一些新的材料到国内来。甚至像第三代的学者如霍耐特的著作也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现

在要做的工作主要有：由于法兰克福的学者们又不同的学术背景，我们发现其中的某些人著作如阿多诺难于理解，为了进一步的深入

研究，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研究的范围和领域，比如，那些常常被忽视的学者，他们曾经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并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

的影响，我们也应该研究这些人的思想。其他许多专题性的研究需要展开，许多著作需要重新翻译，以及把他们的批判思想用来研究

当代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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