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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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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内容概要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是德语世界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关于法兰克
福学派的研究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全面描述法兰克福学派这
一学术群体从魏玛时期建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该所成员流亡美国以及战后返回德国，直
至1970年代初期的这段历史，呈现了理论发展的过程以及学术环境和社会政治的背景。《法兰克福学
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通过评论性传记对学派的主要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洛
文塔尔、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由此展现出
一幅法兰克福学派迁延发展的生动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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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作者简介

罗尔夫·魏格豪斯，1944年出于德国的伍珀塔尔（Wuppertal），在西奥多·W.阿多诺等人指导下学习
哲学、社会学和德国文学，并于1974年在于尔根·哈贝马斯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一直担任自由撰稿
人并兼任多所大学讲师。代表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出版于1986年（2001年再
版），并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此外，他还出版过研究维特根斯坦、阿多诺、霍克海默和哈贝马斯的
数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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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书籍目录

［上］
作者致谢
导言
第一章 破晓
第二章 逃离
第三章 在新世界（上）：从事社会批判研究的独立研究所
第四章 在新世界（下）：在理论多产中没落
第五章 渐归
［下］
第六章 重建社会里的批判性装饰
第七章 处于争论中的批判理论
第八章 剧变时代的批判理论
后记
参考文献
档案和征引文献目录
Ⅰ. 档案：
Ⅱ. 研究所出版物，研究所最重要的合作者的出版作品，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出版物
Ⅲ．二手材料
Ⅳ．有关背景的著作以及构成背景的组成部分的著作
索引
译后记

Page 5



《法兰克福学派》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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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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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编辑推荐

《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套装共2册)》：批判理论的指导手册，记录性的科学史诗；
最权威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巨著；德语世界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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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精彩短评

1、没有全部读完。内容详实、丰富，很好的理解法兰克福学派脉络的入口。
2、只是书本封面上有很多灰尘。内容还没看。
3、八卦特別多。Benjamin就是一倒楣孩子，大家撿些來抄抄就成名了。
4、全面性、历史性、史料也充足。
5、P54-67，P402-454，马下待用
6、各个方面都涉及到了非常广泛的一本书。所以就理论的解说来说相对比较少。不过简单明了。不
知是否因为译者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缘故，行文还比较流畅。是一本可以迅速了解全貌的好书。
7、按时间顺序，以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多诺等几个大Boss的经历为核心，用叙事的方
式建立框架，然后填充大量理论。书中经常援引大段著作文字，内容翔实。980页大概里有200页是注
释和参考文献。资料性非常强
8、请问卖家，一本白色的书，为什么我拿到手里变成了灰色的？就像被鞋子踩过一样，上面无数黑
手印，请问你们拿书的时候不能稍微擦擦手吗亲？这么白而且这么贵的一本书难道就不能珍惜一点么
？
9、中间的几章很过瘾，那些名字从神变成人一点也挡不住批判理论的光芒。但是从第七章开始涉及
的东西太广也太深了，文学理论音乐理论实证主义海德格尔，再加上动辄两三行分不清主谓宾的长句
，真的看不懂了..然后，作者在马尔库塞身上花的笔墨是不是少了点..
10、历史就是塑造着人的生活的客观形势不断被颠覆的历史。
11、几大网站书价居高不下，这次降到73，第一时间即下了单，本以为和前面几批书一样，至少一个
星期左右才送到。没想到只2天就送到家，好书看来有好运啊。  这本2卷本的《法兰克福学派》和流传
的那本马丁·杰伊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不同，内容十分翔实，时间和人物的跨度达50年近半个世纪
。 从1924年学派创建到哈贝马斯的终结，学派的形成，发展、壮大和没落，理论走向脉络清晰，描述
详细而全面。开篇就不错，作者将霍克海默等关键人物的小传写成专章，读来饶有趣味。今天书才到
，一口气读了百余页，如此看明天就可读完上册，更多的感受有待后叙。  强烈推荐。多年难一遇的
佳作！
12、很全面，也很有趣
13、作者很见功底，暂时只看了上卷的部分，有机会补齐。西马的确没有国人一般的水。
14、很靠谱的法兰克福学派史传作品，当然，也是大部头，挖了很多史料，比如若干人等的读书笔记
、日记、当事人的评价等，巧妙安排了许多八卦，评述之间偶有惊人的句子，翻译靠谱。
15、唯一的感受就是这些个法兰克福的得力干将都是富二代⋯⋯
16、读过一两章，印象里是对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历程的梳理。如果真的要读懂法兰克福学派，这肯定
是必读的一本书。当然，虽然曾经看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章，具体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是我知道那些
曾经冲击过我，萌发过我的思想，已经汇入我的人生观里了。但我现在觉得一知半解不若不知。
17、详实到可怕
18、经典之作
19、只有好女研才能读完这本书！！
20、对法兰克福学派最为详尽的历史性介绍。读完之后，深觉霍克海默对于这个学术共同体起到的决
定性作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似乎是学术上的主仆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又限制了学派发展的诸多可
能，马尔库塞就这一个例子。作者看到了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其实是对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思想的
继承。看这种传记性质的书籍，还是需要很深的哲学素养，比如哲学史上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
21、副标题已经昭示了该书的性质。
22、挺翔实的。
23、档案搜罗齐备，事件梳理清楚，著作概述、人物生平、交往圈层、社政背景统统合格，但就是没
劲。马丁·杰伊珠玉在前，时段对应上册。本书较之细节丰富，文献完整，案头必备。日常书信公文
爬梳之下，壮怀激越、同心戮力表象不再，徒留普通人性一地鸡毛。译名不一、排印疏误不少。
24、啥也不说了，这本看进去就可以说对法兰克福学派有了解了
25、Wiggershaus是哈贝马斯的学生，写得真长，中文有979页。走马观花看了点，糟蹋呀糟蹋呀，谁让
他妈的德国人写书都快过排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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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只找了下册中关于Habermas的部分，与Horkheimer关系紧张；第一篇作品对海德格尔反思引震撼；对
社会合理化问题的持续关注很早就体现；哈贝马斯和Ardorno对哈贝马斯的批判；在《认识与人类旨
趣》《技术与科学》等书中的转向交往理论。研究所的衰亡；后记中提及在70年代出现的对法兰克福
学派的清算很有趣。Rohrmoser：“马尔库塞、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是恐怖主义分子在思想上的养父
，他们用文化革命摧毁西方基督教传统”；Sontheimer“左派革命理论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对'根本的自由民主秩序'的背离”。本书是很好的二手资料。我却毫无乐趣可言，眼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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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精彩书评

1、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曾评价本书“是一项杰出的研究：是批判理论的指导手册，是一种
‘记录性的科学史诗’⋯⋯一本伟大而极富启发性的书。” 本书全面描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术群体
从魏玛时期建立“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该所成员流亡美国以及战后返回德国，直至1970年代初期
的这段历史，呈现了理论发展的过程以及学术环境和社会政治的背景。同时通过评论性传记对学派的
主要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诺、洛文塔尔、弗洛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刻画，由此展现出一幅法兰克福学派迁延发展的生动画卷。全面详实，值得一读。
2、怎么说呢。我看到有人一天连击很多次“读过”，就很忐忑（咳咿呀咿呦），怎么就读那么快呢
，记性还那么好。我向来读书都很慢，等书快读完也几乎要忘光了。今天刚拿到这套书，封面是那些
可爱的眼光深邃的老头子们啊。虽然很厚，但要么读完！要么嫁不出去！等读完回头再来看看能不能
写点什么。就这么着吧。
3、寒假看了上册，开学看了下册。。本人懒没做笔记~所以以下内容以回忆为主。读完此书你可以了
解如下：1、成员间的私人与合作关系2、各个时期研究所成果及其内容简明介绍3、主要与次要人物生
平的介绍4、学派理论发展路线5、社会历史环境与研究所变迁、、、、、、（一）批判的新意现代性
与社会学的发展就是一对暧昧的伙伴，尤其19世纪之后，非理性主义的出现加速了它们自我的融合。
在文学流派上的从19世纪初期的浪漫主义到中期的批判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超现实主
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后来者们也通过一种承继的方式用他们在文学上所体悟到的敏锐感试着进行一
种超越人文与实证的尝试。霍克海姆的格言集《破晓与黄昏》，本雅明的《论发达资本主义的抒情诗
人—波德莱尔》及其未竟之作《拱廊街》、阿多诺的三部曲，可以说都是以其敏锐感来阐释他们对于
那个时代的深刻洞见。这比起现在高校中只顾忙于申请基金与项目的所谓教授们来说，可以说是一种
极大的讽刺，他们早已经丧失了理论的敏锐感与学术的神圣性，而把自己抛离于既得利益当中。虽然
在这个学派的兴衰史中起起伏伏，有时候甚至身不由己的受到“外部影响”。但总得来说，可能正是
成员的那种精英立场使得他们有种在学术上的 “纯粹性”。（二）实践与理论     在学派发展当中，社
会研究所所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格吕恩堡到霍克海姆，虽然研究所的致力目标发生了不同的转
向，不过总得来看还是能够仅仅的与实践和社会形势相结合进行理论与经验研究的探索。比如早期在
创建社会研究所1924至1928年期间格吕恩堡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关于经济史与工人运动史的研究。1930
年代在霍克海莫领导下在德国及周边国家进行的家庭与权威变迁的研究，在1940年后迁入美国后进行
的关于犹太人的实证研究以及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广播合作项目等等。霍克海莫在担任所长之初就研究
所的目标进行了布置，大体上按照跨学科合作与把社会作为整体进行研究的思路进行。虽然在后期有
许多关于是否有效的争议。（三）成员关系我用微妙、暧昧、张力三个词来形容。1、早期阿多诺与
洛文塔尔对于研究所教席的竞争。2、战争期间霍克海默、阿多诺之间的亲密合作（《启蒙辩证法》
为其关系做好证明）3、弗洛姆与霍克海默的争议，最终导致弗洛姆的出走4、马尔库塞、霍克海默、
阿多诺三者的三角关系。。5、本雅明游手好闲者的扮演。此外还有研究所的变迁1、犹太人韦尔的赞
助，成立了意在研究马克思的机构也就是学派大本营社会研究所2、迁至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依
托下进行、大学体制外的研究。3、迁移至洛杉矶？4、战后部分成员的回归德国后，与曼内斯曼公司
的合作。以及与学生潮的亲密与敌对最后再吐槽下。。。要读这套书最好先了解下近现代西方哲学史
。因为成员本身大多以哲学起家，从早期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到后来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的承继，
可以说当中的引文有些晦涩。。还有这套书中有少部分错别字~汗暑假在来读这本书第二遍吧。。决
定了- -
4、为什么最近的好书总做得这么厚、这么贵呢？买不是，放弃也不是，平白无故添烦恼。好像几家
出版社比着赛着做厚书，有什么奖励吗？为难中......
5、作为批判理论的大本营，批判与自我批判这一思想路径是否注定要从最初目标游离开去？这是一
个有趣的思想史问题。丁丁评语：在“导言”中，作者引述福柯的自述：“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
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
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这篇导言还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
声炮响不仅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催生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创建者是一位百万富
翁的儿子（第一章），在他内心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获胜。对一位中国读者而言更有兴趣
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发生的各种“游离”——理论游离开了实践、哲学游离开了科学、理性批判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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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

离开了对理性的拯救、理论工作游离开了研究所。作为批判理论的大本营，批判与自我批判这一思想
路径是否注定要从最初目标游离开去？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史问题。这部学派传记的作者告诉我们，
如果不是阿多诺的突然死亡（他在讲坛上受到几名女学生的侮辱之后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就是阿
多诺亲自指导的博士生了（他已同意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不论如何，这样的资格可让读者放心地
阅读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中译本的最后一项或许不是微不足道的特征是，售价98元（两卷本）。在通
货膨胀的刺激下，大陆的书价正迅速追赶香港的书价。
6、中文版第22页，Kuzuo Fukumoto 应为“福本和夫”，但是翻译成了“福本恒夫”⋯⋯而且“和夫
”读音该是 Kazuo，不知道是不是原文如此，被德语音念成Kuzuo了。MD豆娘，你每次还嫌发言太短
，我只能先打了空格发表，再删除空格换行。不然都得写新诗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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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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