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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哈贝马斯与卢曼之争 

D.霍斯特 

哈贝马斯与卢曼在1971年的理论之争是德国学生运动的最后一次理论争论,它对整个一代人和德国社

会科学界有重大影响。  
       1.争论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和卢曼在1971年时都知道,必须突破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长期停滞状态和不充分性。他
们同时也知道这种突破面临一个困难,就是必须分析一个比过去更加复杂和更加无法一目了然的社
会。 

哈贝马斯认为“批判理论”已经提供了分析这种社会的理论和方法,霍克海姆和阿多尔诺的《启
蒙辩证法》(1974)就是“现代社会辩证发展理论”。他未能采纳在北美(特别由帕森斯)得到发展的
系统论。卢曼(NiclasLuhmann1927-1998)于1968年接替阿多尔诺在法兰克福的社会学教授职位,并
作了一次《作为社会理论的系统论》的报告。在学生的要求下,两人共同开办了以“社会理论与社会
工艺”为题的讲座。于是开始了德国社会学理论中的一次基本争论。这场争论至今也没有结果。
1996年还有人写道:“德国社会学有幸拥有(哈贝马斯和卢曼的)这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型,因为它们被
证明是建设性的。” 

2.困难所在 

人们要求社会学家在社会问题正在存在时就提出对社会问题的可靠分析,以便能在可靠的基础上
采取行动。但靠经验考察获得的结果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获得这种结果时大都已事过境迁或本来的
问题已经变样。 

3.哈贝马斯与卢曼的分歧 

1)哈贝马斯是“批判理论”的继承人,他研究如何挖掘和利用建立理想的社会民主的潜力;卢曼

是分析社会还是改造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