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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思想的兴起，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了资本主义

的发展，随之引发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其中最突出的问

题便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

派的代表人物，也基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深刻的反思

科学技术带来的问题，即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工具理性

批判思想也开始引发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1

一、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思想产生的缘由

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的开端源自于 17 世纪英国工业

革命，资本主义在此后的 300 百多年开始快速发展，科

学技术也随之得到大力的发展，技术理性与科学文化日

益强大，科学技术的能量也展现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改变了世界的发展形态。技术

理性的发展促使了工具理性思想的主导性，也使人们丧

失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工具理性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科学

技术的进步，使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共工业社会转型，另

一方面，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人类面临着巨大的

生态危机。

工具理性异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发展，

也将人们逐步引入到一个商品化、物质化的社会中，人

对物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密切，反之人对精神需求越来越

疏远。面对人类异化现象，伴随着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其中最严重也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

与自然的危机已经随着社会发展逐渐加深，我们面临着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世界人口增多、可再生能源短缺等

问题已经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些问题其实都是

源自于科学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开始盲目

崇拜科学技术，使人与自然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上，工具

理性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人类开始受工具理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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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面对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霍克海默深刻的批判

了科学技术，他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就是科学技术。

正是基于霍克海默对于哲学敏锐性，使他预见到未来科

学技术会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其中包括人与自然关系

的破裂以及人自身等问题，因此他提出工具理性批判理

论来表达了对科学技术的强烈批判与不满。同时，霍克

海默还批判了以工具理性为主导性思维的极权主义，认

为这种思想会使人丧失主体性、独立性，人们会在工具

理性思想的支配下丧失人性，逐渐沦为工具。

二、霍克海默工具理性批判思想的主要内容

理性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霍克海默对于理性

的追溯从古代到现代，他认为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分为客

观理性与主观理性，两者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理性的

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也是密切相关的，随着科学技术推

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主观理性也随之脱颖而出，超越客

观理性的存在。随着西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资本主

义迅猛发展，使个性化思维越来越受到追捧，主观理性

也从这个时代达到全盛时期，人们也将主观理性与自由

联系起来，被启蒙思想家从压迫的教会解救出来的人们

更加相信主观理性对于个人解放的重要，这将主观理性

包装成了真理。而理性的发展却不如启蒙运动预期一样，

它开始脱离客观性的存在，最终成为了人们进行生存生

活的工具。“随着个人理性的合理化产物，即个人发明创

造的流行推广，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就

不断加深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

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口号就逐渐丧失了其进步的历史意义，

而成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统治的工具，实际上丧失了作为

真理标准的功能，最终堕落成了工具理性”。[1] 这种工具

理性强调主观性、目的性，认为一切合目的性及可达到

目的的手段与结果都具有可协调性。同时，工具理性的

价值也体现于人对自然的操纵来衡量的，这种活动是否

工具理性思想的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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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处于十分危险的状态下，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霍克海默的工

具理性思想深刻的批判人类盲目崇拜科学技术的效用，由于工具理性观念的泛滥，不仅使人类忽视自身价值，还导

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产生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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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的性以及是否具有目的性的服务成为了价值导向。

工具理性也消逝了思维本来的否定性与批判性，转而形

成了一种单一性、肯定性的固有思维模式。

工具理性使人丧失了自我意识。在工业改革的过程

中，“理性自身已经成为万能经济机器的辅助工具。理性

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一般工具，它目标专一，

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

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

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2]

霍克海默认为，在人们形成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后，人

们的自我意识也开始逐渐消除。人们在一开始的生产生

活中，还有一定的决定权与选择权，但随着工具理性思

维模式的影响，人们完全被这种思维模式所控制，直到

丧失自我意识。而这种自我意识的丧失绝不仅仅危及到

人的自由，同时还会容易产生极权主义。工具理性使权

利集于一体，不仅使人们丧失独立的决定权与判断力，

同时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也遭到威胁。人们在生产生活

中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依赖体

现于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盲目沉浸在着科学技术

的福利中，但却忽略了科学技术引发的问题。

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历来启蒙的

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

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2] 由于启蒙理性思想对

人们的深刻影响，工具理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正

因如此科学技术也得到进一步的成长。于是，社会的发

展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

人们也开始改造自然，漠视自然，企图征服自然，这使

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割裂状态，并且一步步恶化，最终

导致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着更大的危机。

霍克海默将工具理性视为一种技术理性。他虽然肯

定技术理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但对于人们思维模

式的固化也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认为人们也被工具理

性思想所控制，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工具理

性也渐渐会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操纵着人们，这种意操纵

会慢慢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人们也会变成彻底的

工具。“工具理性的膨胀，不仅造就了毁灭自然的力量，

也造就了控制人的力量，而人类进行毁灭的力量如此之

大，以至于一旦这种力量得到实现，整个地球就会变成

不毛之地。所以说启蒙理性作为工具理性实际上是以理

性而告终”。[3]

总而言之，霍克海默认为工具理性弊大于利，工具

理不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的罪魁祸首，同时也造成

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最终形成人本身的物化。因此，

工具理性成为新的控制人的意识形态，导致人的个性化

被压制，人性也逐渐丧失，一种非理性产物也由此诞生，

整个世界也渐渐变成工具理性的附属品。

三、工具理性使人与自然关系恶化

现代社会已经被工具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地位。以工

具理性为首的“技术性”思维成功的成为新时代思想的

倡导者，工具理性变成了“理性”的代言人。整个社会

都依赖于工具理性带来的便利，人们相信主体与客体间

的目的性，反而忽略了主体与客体间的相互作用性。“有

用”成为工具理性最好的表达式，这也使人们丧失对于

自身价值的偏离。

工具理性思维的泛滥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由

于现代社会的人们更喜欢追求满足于自身需求的结果，

对于无法感知的自然界反而疏于遵守规则。工具理性加

强了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扩张，这与传统社会

人与人之间固有的关系有所不同。在传统社会中，人与

自然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也十分依赖于自然界，而工

具理性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与自然

的关系趋向于目的化、理性化、程序化的状态下。因此，

人们便把是否符合工具理性思维模式当作生产生活的规

范。工具理性与人之间也变成了主仆关系，人们也更加

崇拜工具理性，人们的行为方式也为了更好实现工具理

性思维的目的。

工具理性融入于现代社会中。“在社会制度与秩序当

中工具理性到处显形呈现。这种呈现是无数个个体，在

追寻那个合乎工具理性的判断中汇集而成的一种集体行

为，个体又被其反制的现象。这也就是康芒斯指出的所

谓制度，即“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而这种集体行动

除了对人的行动控制之外，还是人个体的解放运动，它

使人免受各种不公平的对待。同时，这种集体行为还是

个体意志的扩张。”[4] 工具理性已经使现代社会秩序趋向

于理性化，理性化发展已经使人们渐渐忘却传统社会的

社会构造，现代社会的秩序与制度已经变成合乎人类自

身需求的目的。在工具理性的影响下，一切不符合人类

自身需求的目的都应该被唾弃。环境问题就是工具理性

呈现最鲜明的问题。在传统社会时，人们对于自然有一

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而在现代社会，人由一开始的依赖

自然界演变成支配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危机正是源自于

这种不对等关系，而这种不对等关系的产生正是工具理

性的泛滥导致的。

工具理性无法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人与自然

的关系恶化最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试图用工具理性去解决

工具理性产生的问题。我们在不断尝试的过程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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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不行，就用另一个方法，一种对策不行，我们就换

一种对策。如此循环往复，在不停地自我否定中，我们

并没有得到如黑格尔式的扬弃，反而使人们变得越来越

麻木，病态的物化随处可见。

四、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启示

霍克海默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面对日益严重的环

境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无法回到传统社会时期的

和谐，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破坏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近

些年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也迫使人类不得不重视与自

然之间的关系。霍克海默主张人类应该尊重自然，敬畏

自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顺应自然界法则，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人类未来立身之本，这正是我们今

天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观念。

正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份

子，应当珍惜大自然给予的一切，不应该肆无忌惮的索

取与破坏。对于大自然的开发与应用，应该以保护自然

为首要条件，有节制的开发，这样才可以形成可持续发

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要以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

导下，将我们与自然看作成一个整体，人类需要正视自

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最终创造出一个和谐共生的世界。

因此，人类应从本质上转变对自然界的态度，正视与自

然界的关系，与大自然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形成人与自然共生的观念。科学技术拉近了人类与

自然界之间的距离，人类也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个

体。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了自然，同时人与自然的关

系也在改造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紧密。人类通过改造自然

的方式预知未来，预知到大自然对于未来生活中的重要

性，为了人类生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必须要与大自然

和谐共生，这样人类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

加强管理生态环境建设。当今社会环境问题已经刻

不容缓，面对大气污染、生态危机等严峻的环境问题，

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在合理的自然法则下加快治理

环境恶化问题，严令禁止肆意破坏污染环境等行为，对

于曾经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模式也应尽快向保护自然资源

模式转变，从而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

五、结语

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是一把双刃剑。霍克

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就是把技术理性作为批判对象，

这种批判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人们对于现代生活的反

思。霍克海默看到技术理性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

的积极作用以及对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同

时也预见到技术理性带来的严重后果，其中最严重的问

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工具理性思维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使了人的物化。于是，霍克海默更加激烈的批判

技术理性，否定一切科学技术，并认为社会异化的源头

就是技术理性。但是，霍克海默对于技术理性的态度过

于消极，他将技术理性与社会异化混为一谈，对资本主

义的批判也逐渐转为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工具理性批判

思想也在后述发展过程中忽视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

在一定意义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因此，我们

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既不能唯理性至上，也不能过于

悲观主义。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建立于人类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发挥科学技术的正面作用。

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霍克海默对

于工具理性的批判正是因为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重视，

并且充分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如何和谐共生。由于人类忽

视自然，导致人与自然形成对立关系，最终人与自然的

关系进一步恶化。霍克海默的工具理性批判思想强调尊

重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生。科学技术在发展

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发生着巨大改变，即人类也

成为与自然的共生者。自然界到处都充满着人类的印记，

即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改造自己。总而言

之，人类通过科学技术预见未来生活的同时，也预见到

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才能实现未来的美好生活。人类并

不拥有对自然界的支配权，所以我们应该正视自然、敬畏

自然、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只有节制地开发自然和

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保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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