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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是一种重大的创新，它不仅改变了法兰克福学派关于社会批判学说的观点，而

且还以现实社会问题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以解决当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合法化危险。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其独特的视角为基础，打破了传统的主客二元对立，提出了一种新型的话语

合理化、行动包容性和形态多维性的交往理性。这种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途径，而且

还强调了生活世界的合理化、交往主体的平等性以及人际交往行为方式的互动性，为当今解决实际问题

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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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is a significant innovation, which not only changes 
the view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on social criticism theory, but also proposes an effective solution 
based on real social problems to solve the modern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risk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y. Haberma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r is based on his unique perspective, 
breaking the traditional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and proposing a new type of 
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 that is rational in discourse, inclusive in ac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in 
form. This theory not only provides us with a new perspective and approach, but also emphasi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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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tionalization of the life world, the equality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and the interactivit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behavior, providing important value guidance for solving prac-
tical problem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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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往理性的提出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哈贝马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简简单单的是批判，他还提出

了“公共领域”，旨在重建一个理性化、现代化的社会，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就是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

中而提出的。近年来，“工具理性”在西方社会中大行其道，文化生活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精神性匮乏

的现象也日益加重，令人担忧。面对在“工具理性”主导下而异变、压抑的资本主义社会，哈贝马斯在

批判它的基础上，提出以交往理性予以替代。 
工具理性突出强调主体的理性能力，它“把自身以外的一切关系都用主体–客体对立关系模式加以

抽象概括和实践操作，人为地设定一个与客观世界相对立的第一性的理性主体，迫使理性退化为对自然

界等第二性他者进行无休止利用和支配的一种被片面化和阉割了的工具理性” [1]，简而言之，在工具理

性的影响下，世界呈现一种分裂状态——主客体绝对对立，人们生活的现实社会呈现出这样的困境：人

际关系淡薄、人的道德意识滑坡、自由逐渐丧失等一系列“异化”现象，工具理性的缺点即“把人的精

神活动同人的行为、生活环境、‘生活世界’以及把人联接在一起的最普遍的语言中介物分裂开来” [2]，
哈贝马斯正是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了交往理性来解决工具理性带来的现实困境。另外，值得注意的

是哈贝马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改造也是建立在现代西方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的基础上的，概括的

来说，哈贝马斯主要以语用学为基点提出交往理性以克服工具理性对现代社会的统治，跳出主客体之间

的绝对对立或主体对客体的绝对控制，转变为关注作为交往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人的社会行

为是主体之间达成的相互理解与共识。在交往理性的理想状态下，导致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差异不是不可

调和的矛盾，而是可以利用语言为中介，通过思想沟通、行为调整来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交往理性”的提出，离不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理论研究的基础，正是“工

具理性”这一概念发展，为它的提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科学技术影响下，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所

出现的各种现实问题是影响它产生的现实因素。因此交往理性是在现实因素的影响下，对工具理性进行

批判继承而构建起来的新的“理性”概念。 

2. 交往理性概念诠释 

2.1. 交往 

“交往”一词主要表现为在现实社会存在中个体发展所需要的基本方式，对个体的生存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对交往一词的概念溯源，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世界的诸多解释

和思考之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交往”一词也逐渐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交往”在《现代汉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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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是动词形式，解释为“互相来往”之意，这一解释是最通俗的理解方式。对“交往”的概念解释众

多，从横向维度出发，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在社会学领域中，“交往”主要指主体之间的

互动，特指社会关系的形成；第二，在心理学领域，主要集中于主体心灵上的交流，特指心理层面的沟

通和相互理解；第三，在哲学领域，是将“交往”上升到了人的社会存在基本方式，侧重于交往主体之

间的相互影响；第四，在语言学领域，“交往”则是指发挥语言作为中介的作用，特指主体之间通过交

流互动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关于“交往”的相关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最为重要的理论研

究，结合学界对“交往”的多种解释，以及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的理论阐述，总结其概念：“交往主

体在特定的场景下，主体之间互动，通过语言沟通和言语行为相互影响，在这一过程中，主体逐渐相互

了解、达成共识，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能起到推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2.2. 理性 

理性贯穿人类发展史，在各个领域中均有提及。理性一词自出现便与哲学紧密相连。理性是哲学研

究的核心范畴，是哲学发展的主线。对哈贝马斯重构理性的研究，对理性概念的溯源显得尤为必要。人

类之初，原始生命由本能心智发展逐渐发展到理性心智经历了数年，理性逐渐概念化是在古希腊欧洲文

明和东方文明中孕育成熟的。在西方，理性概念的形成离不开荷马史诗中的诗性理性和智慧，这一概念

的初次系统呈现是在希腊的哲学文化中。在中国，“理性”概念更侧重于道德和伦理范畴的体现。但是

关于理性的意义，东方和西方两者是趋同的。 
关于“什么是理性”，解释颇多且不是一层不变的，这一概念也会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而被赋予新

的时代内涵。从认识论维度出发，理性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综合思维能力；从价值论维度出

发，理性是道德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是理智、智慧等正面伦理概念的标志；其中，通俗的理解可以

是人们在面对现实生活和困难，具有自我控制，保持冷静的能力。关于“理性”一词定义：理性是从属

于人的，是人类作为个体所具有的认知思维能力、道德评判能力、理智推理能力等众多理性能力的综合。 

2.3. 交往理性的内涵 

哈贝马斯对于交往行为概念的明确界定是交往理性概念构建的有效基础。何谓交往理性？交往理性

它既是一种客观的理性，也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哈贝马斯认为，现

实交往活动中的“异化”和“物化”问题要想得到解决，必须坚持“理性”，而理性本身必须具有普遍

性且超越传统 [3]。交往理性不仅可以替代工具理性，而且可以深刻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它是个体在社会

存在中通过有效的语言沟通而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和谐理性，是现实生活中的主体通过合理对话论证

而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融合理性。交往理性的实质“是建立在言语有效性基础上的理性潜能的实现” [4]。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是同时满足三种有效性要求的交往行为，分别是真实性、真诚性和有效性，要想

达到这一理想状态，主体间的平等沟通和相互理解协调是关键。 
因此，交往理性本质体现为一种以语言为基础的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合理性，即在交往

活动的过程中，主体双方以正确的方式、真诚的态度来进行事实的话语有效沟通，也就是只有符合这三

者有效性要求，交往行为才能实现合理化。在现实生活中，交往理性也就是发挥交往行为作为载体的合

理性作用：表达自我意向、呈现事实、取得信任，从而建立起合理的人际关系。 

2.4. 交往理性的特点 

通过上述的分析，哈贝马斯对交往理性概念的构建，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出发的，是通过探析交往行

为的合理性、研究语言的有效性、洞察生活世界的真实性。他认为语言是人类交流的重要媒介，它不仅

能够促进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也是人们进行交往行为的重要基础，因为交往行为的实现依靠语言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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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生活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理性的社会，但不是通过强制手段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相互

理解和尊重来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相互理解而建立起来，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

以此来看，交往理性应该表现出不是排他的“工具理性”，乃是一个通过话语沟通奠基的多元化、包容

性的思维方式，它没有脱离理性，而是通过开放、包容的话语形式，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它具体有以下

几个特点： 
1) 交往理性是主体间性交互的 
哈贝马斯认为，普遍性的规范应该是交往行为实现合理性的基础，强调双方之间的理解和认同，以

及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念，以此来促进双方之间的合作。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的合理性在于双

方应当建立一种共同的规范，以及共同遵守这些规范，也就是主体之间相互同意、赞同和遵守的规范以

及价值理念。 
2) 以语言为媒介 
语言在交往主体的沟通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必要作用，可以说，交往理性一改主客二元的对立结构，

而是一种以语言和行为为基础、多样化形式的交流方式 [5]。哈贝马斯认为他提出交往理性的其中一个目

的就是通过语言媒介帮助人们建立起某种沟通渠道，增强交往主体彼此之间的理解。哈贝马斯指出，交

往行为是一个话语感知的过程，而不是原始人的直接的无理智的自然交流。他指出，话语能力是人际交

往的基础，它能影响主体之间的一致性，这种话语理性与传统的意识理性有着本质的不同。 
3) 行为包容性 
虽然哈贝马斯认为传统理性存在缺陷，主张对其进行重建，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反对、排斥传统理性。

他认为交往理性比工具理性的内涵更宽泛，因为它将目标行动、规范性行动和戏剧性行为融合在一起，

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真实社会、主体世界和社会世界，从而建立起一种合理的相互关系。哈贝马斯认

为，将真实社会、主体社会和人类生活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有效减少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更

好地从整体上理解和判断人们的交往行为。具体在实践过程中表现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进行语言表达

时，交往行为平等，不受权力与利益的束缚，其行为和思想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完整的表达。 
4) 形式多维性 
交往理性作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复合体，是一种“复合理性”，是一种复杂的、多元的思维模

式。它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多维度的反省意识，它注重各种交往行为主体相互之间的对话

交流关系，从而使得交流更加有效、更加有意义。同时，交往理性不受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限制，不

受权力与权威的束缚，它不是按照预想的答案去理解交往，克服了一元独大的片面性，它是在交往过程

中不断碰撞，形式不断交融达成暂时正确的价值共识，是多元文化相互交流的交互理性。 
5) 暂时性 
交往理性主要强调主体之间的相互交流、理解以及所达成的共识。然而这一状态是理想的预设，避

免不了现实因素的影响，以及个体意识方面的偶然性影响。而且，交往主体参与交往过程中所达成的共

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当某种外在条件的变化或者根据实践检验不具有正确性时，所达成的相关共识也

需作出调整，那么其所具有的暂时性也是不容忽视的。 

3. 对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理论的评价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旨在重建社会，以促进和谐稳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合理化。然而相

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状况表明，哈贝马斯的理论既有其独特的贡献，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3.1. 贡献 

哈贝马斯的理性思考为批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石，这种行为动机是值得肯定的。后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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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完全否定启蒙理性，它的出现使得传统的价值理念，如自由、公平、主体和合理，变得不再可信。

在如此社会环境的冲击下，哈贝马斯依旧坚持这一主张，并以此来作为重构批评思想的标准依据，显然

尤为可贵。他提出交往理性，并以此作为批判理论的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意图将启蒙理性进行完全意义

上的否定，否定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而哈贝马斯顶着这种压力坚持强调重建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6]。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语言转向”中得到了创新性的发展，这一观点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

相一致。哈贝马斯仍然认为在当今日益商品化和官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并未泯灭，对于人类而言

依旧有逃离困境的出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指出了一条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解决现代西方经济社会问题

的路径，这就是一项重要贡献。 

3.2. 缺陷 

第一，虽然“意识哲学”到“语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研究的转向，

但他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仍然是一种抽象的文化批判，即以意识形态批判为基础，试图通过思想的力

量来消除社会客观因素的控制和支配，并以纯粹理想的境界作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目标。正如有的学者所

说，哈贝马斯的“语言批判”是一种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物质力量而进行的抽象的文化批判。因此，从总

体上看他没有考虑理论的现实可行性，哈贝马斯仍属于思辨思想家。 
第二，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危机的挑战，哈贝马斯寄希望于通过交往理性来重建一个自由、民主、

平等、公正的社会，这一理论提出解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主要方式是尝试通过所谓的话语共识和

民主政治来达到目的，社会合理化，在这一影响下也会逐渐实现，并提出要构建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来整

合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的关系。这一构建虽然是在寻找社会环境失去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却忽略了推动

西方社会发展的生产力基础，并且他所谓的“重建”构想并未得到有效证明也没有明确的可实行性，这

样看来这一理论是带有浓厚的“乌托邦”的色彩的。 

4. 结语 

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指导实际，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这一理论的提出无

情地揭露了人与人之间交往关系异化的现实问题，揭示了科学技术带来的消极效应，揭示了当代资本主

义社会文化领域潜存的矛盾；它通过交往理性、生活世界理论，深入探讨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和

相应的解决路径，视角独特，对拓展发挥理性在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作用也具有重要启示，对当今资本

主义社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还对我国中国梦的实现、和谐社会的建设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当今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的有序发展离不开“平等沟通”和“包容性对话”，对此哈贝马斯

在交往理性中阐述的一系列相关概念，如生活世界合理性、交往主体平等性、交往行为互助性等，有利

于打破人们的交往困境，减少社会交往冲突，这对于当今世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借鉴指导意

义。总之对这一理论，我们应辩证看待，更重要的是要充分挖掘对我们当今社会发展有益的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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