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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之交，人文学术的发展历程需要回顾和检审。
这是前进中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需要，而国内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当代西学所获得的相当
程度积累则使这种回顾和检审成为可能。
于是，我们组织学界人上翻译、编选《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
 
    “文化名人”，仅是一个因俗的称法，人物之入选以学术价值为重，至于每种人物专集之选文，都
旨在真实反映该人物的思想特征和学术见解的原貌，供读者面对其人其文，分析、研究、借鉴、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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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克海默（1895-1973）德国当代重要的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
自1931年1月起主持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他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一起为“社会批判理论”奠定了基础。
他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于1947年发表。
他的《理性之蚀》一书也在1947年发表，后经过补充以《工具理性批判》的书名于1967年出版。
他的另一部重要文集《批判理论》于1968年问世。
 
    他的作品以深刻的思索和敏锐的批判揭示当代西方文明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趋向，在当代西方学术舞
台上居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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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总序 “20世纪外国文化名人书库”主编开卷语 编选者序 自然法与意识
形态 黑格尔与形而上学问题 启蒙的概念 朱利埃特或启蒙与道德 反犹主义要素。
启蒙的界限 科学及其危机札记 论宗教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 人的概念 有神论与无
神论 论灵魂 叔本华的现实意义 婚姻的未来 德国的犹太人 封建地主，消费者和专家 ——消费者是上帝
的童话的终结 对自由的威胁 笔记选 书信选 ·附录· 霍克海默生平年表 霍克海默著作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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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该承认，缺乏明晰性正是早期学说的特点。
国家一方面作为没有民族区别的单位，另一方面又作为带着不同利益的不同社会阶级所组成的混合体
，换言之，就是国家和社会，在概念上还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
但是，在现实里这种差别却在不断扩大；从重商主义时期一直到今天，它们仍旧能够让人们更深切地
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矛盾，尽管还有许许多多理论概念仍旧与霍布斯保持着联系。
当代哲学对源于实在的自明性的轻视，主要是在许多现象学流派中产生的，但这仍旧可以在上述问题
的背景里加以考察。
即使国家与社会已经不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人们也得承认这种社会形式是一种原始本质。
人们在观念（der Idee）里，总有一种不核证事实就接受“真理”的倾向，一种对源于观念、却又无法
提供否定论据的“初步事实”横加蔑视的倾向。
当然，我们还得要进一步弄清楚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差别。
社会并不是统一的，它内部有着分化；国家的作用总是取决于在特定情况下它客观上所代表的那个社
会群体。
　　霍布斯明确宣称，专制政体是所有幸福的前提。
但他不愿意为能够直截了当地探讨这种政体提供基本依据，这最充分地表现出了他的天真幼稚。
然而，他相信专制政体肯定会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尤其是在社会契约责任的基础上推断出自己的地位
。
就本质而言，霍布斯用自然法替代了中世纪的神圣戒律。
这种发源于十八世纪近代哲学的要素，竭力通过自然和理性将新的秩序合法化，同时又通过未曾中断
过的宗教虔诚将旧的秩序神圣化。
这种神圣化不仅对哲学家的听众、而且对哲学家本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不是有意识的苦思冥
想所能带来的结果，而是可操作的社会心理机制所带来的结果。
贯穿于从霍布斯到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争论，其中心问题就是国家制度究竟是由上帝确立的、还是由
自然理性确立的。
即使后一种假设在当时具有着更进步的意义，但这两种假定实际上都是虚幻的，都没有揭明国家产生
的真实原因。
以自然法形式和社会契约形式奠定的国家包含着这样一种遮遮掩掩的观点：即国家是人类的自然利益
和生命利益的产物。
但实际上两种利益并不是相互一致的，而是分散多变的，因而国家也可以从作为一种客观普遍利益的
体现转变为特殊利益的体现——这一深刻的洞见最终被契约的神话遮盖掉了。
马基雅弗利有关国家形式的变化和腐化、革命既是犯罪又是历史必然的学说，与霍布斯及其后继者论
证严密的自然权利的学说相比较起来，显得更加综合一些，协调一些，而后者则忽视了深层社会生活
的转变；更有甚者，它在国家哲学理论家的极力鼓吹下，仍旧坚守着国家事务代代永存的信念（这一
信念自那时起变得更加强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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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在永恒不断流逝的时间的长河中，到了一定的时候，应该回头看
一看，看看走过的历程中自己走得是否都完全正确，正确的要坚持，不正确的要扬弃。
这是十分必要的。
我们古人在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前车覆，后车戒”，通常作“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
这两句话表面讲的仅仅是反面的经验，也就是教训。
但是其中隐含着“前车不覆”也是“后车之鉴”的正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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