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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战后西方国际社会现代性危机和政治合理性危机愈演愈烈的历史背景条件下，作为德国与法兰克福两

学派中第二大主要流派代表人物之哈贝马斯先生，在系统地批判发展和系统继承西方法兰克福两学派社

会理性批判性理论传统的学术基础上，提出研究了现代交往的行为理论，交往社会理性批判是当代交往

和行为理论领域的一大核心概念，其基本理论思想虽然对彻底消除我国当代资产阶级工具理性意识形态

的盲目泛滥无疑具有其一定程度的思想积极推动意义，但是同时也难免具有一定高度的思想政治和空想

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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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political rationality in the 
post-war Western international society, Mr. Habermas, as the representative figure of the second 
largest main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German and Frankfurt Schools, has systematically criticized 
and inherited the critical theory tradition of social rationality in these schools. He has proposed 
and studied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in modern communication. Critique of communica-
tive rationality is a core concept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al theory. 
While its basic theoretical ideas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positive intellectual promotion in te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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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oroughly eliminating the blind prolifer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the contem-
porary bourgeoisie’s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China, it is also inevitably imbued with a certain 
degree of ideological and utopian political co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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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工具理性”在西方世界中日益扩散、蔓延，而精神世界也被不断侵占，文化匮乏的气息

也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弥漫着，而且随着发展，这个问题也愈加严峻。哈贝马斯指出这一问题产生的根

源在于人类对科学的意义不断扩大，并因此持有过于乐观的看法，在这些观念作用下，人类完全被科学

逻辑控制，使得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自然界之间越来越产生了一种主观与客观的联系，为使这个问

题得以解决，哈贝马斯创立了交往行为思想，社交理性观念是哈贝马斯社交行为学说思想的基础，是推

动其合理交往模式建立的重要理论来源。 

2. 交往行为理论的产生   

哈贝马斯学派是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或主要的代表人物学说之一，其总体思想虽然与其他法

兰克福的学派思想仍存在许多相似，但侧重点也互有显著不同，其中哈贝马斯派对其基础进行了一些创

造性观念转变和其他创新性学说发展。对于目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出现问题的“技术理性”社会现

象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问题，哈贝马斯派与其它法兰克福社会学派产生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例如哈贝

马斯学派认为：目前“在他看来，科学技术走向异化不是人们价值选择的结果，而是科学技术本身的性

质和发展所决定的，是理性发展的内在机制决定的。”社会科技异化较为严重，社会普遍出现了多种的

危害性问题，在当前这样严重的危机背景条件下，促使哈贝马斯学派的社会交往理论诞生了[1]。 

2.1. 当代西方社会出现现代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推动交往行为理论诞生 

现代性危机是指科学技术等迅速发展促进了人的发展，使人获得自由，但同时也由于其脱离生活实

际的问题限制了人作为主体的自由。受中国启蒙运动哲学的强烈影响，人们自己的道德思想终于从封建

神祗的思想束缚中真正解脱出来了，人自己成为了他们自己社会的唯一主人，人个体的个性自由彻底得

到了真正的解放，在马克思这种理性思想哲学的积极影响引导下，人的作为道德主体之一的道德理性开

始逐渐演变成为人类主宰自然社会运行的一种工具，价值理性又逐渐地受到人了的工具理性的排挤。马

克思·韦伯曾对此话题进行作了一篇比较全面详细精辟的哲学论述，他最后认为：“工具理性的伸张必

然会导致价值理性的收缩，从而衍生价值非理性的后果，反之亦然。”[2]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对立是

西方社会现代性问题出现的根源。 
合法性危机主要集中地表现出在国家经济、政治法律和宗教文化的三个方面。哈贝马斯指出当代资

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在于国家的干预和科技的进步。市场调节出现的不足在国家的干预下可以得到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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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出现的次数降低，但是这样会导致对政府的过度依赖，经济的发展情况与政治的发展情况联系

在一起。经济危机则会引发政治危机，政府的威信则会因此受到影响。而科技进步，人们生活水平得到

改善，政府的威信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的自由受到束缚，人们变

成了创造财富的工具，长期被科学技术所奴役，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经济和文化并不能得到长期稳

定的发展。 
西方社会的现代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所处于的大背景，这为

进一步研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2.2. 普遍语用学的建立是交往行为理论产生的基础 

普遍语用学是指，通过对言语交流行为的分析，探究说话的一方和听说话的一方的关系，分析是按

照什么样的规范标准来进行交流，实现互相理解的学说。哈贝马斯对于普遍语用学的定义是这样的，“我

已经提议用普遍语用学来指那种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的研究。”[3]普遍语用学中的分析，

并不是简单地仅对语言进行分析，其主要是为了通过语言分析的方式来研究交谈双方是否是在真的规范

的标准下进行的有效的沟通。 
哈贝马斯认为人的语言主要有三种功能：表达现实、表达个人感受想法及帮助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合理的人际关系的建立是这三者里最重要的。只有建立了合理的人际关系，科技异化带

来的影响才能更好地消除。在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他提出的语用学的三个功能对应了三个世界，

这三个世界分别是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普遍语用学的范围存在于这三个世界里，通过对于

客观事实的陈述表达客观世界，通过表达个人的意向来表达主观世界，通过建立合理的人际关系进入社

会生活。 
现实中成功的人际关系的建立还离不开语言的有效性。有效的语言需要满足四个条件，分别是：有

意义的、真实的、正当的、真诚的。有意义的是指，言语行为是可以被理解的，对于现实背景是有其存

在的意义的；真实的是指，事实上为真，即根据具体的事实提出的，不是凭空随意地提出；正当的，则

可以理解为，有合理的依据为其辩护；真诚的，主要指讲话者是诚恳的，不是处于欺骗的状态。哈贝马

斯认为言语行为只有满足这四点要求，合理的人际关系才能真正地达成。“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与当

代西方的其他语言学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关注的不是语言自我满足的能指–所指系统，而是在不受强迫

控制的环境中的交往。”[2] 
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可以将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包括文化系统凸显出来的问题放在同一个

平台上去交流和讨论，当代西方出现的现代性危机和合理性危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进行解决，同时，

这也是哈贝马斯提出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的最初原因。 

3. 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是其理论中比重最大、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基于交往行

为，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理性，深入的研究现实生活世界中在语言基础上所存在的交往中存在的问题，

减少社会交往中的冲突。 

3.1. 交往理性的内涵 

交往理性主要是指，体现在交往行为的背景中和生活世界的结构中的人的生活理性。[2]哈贝马斯所

谈的理性，不是单个个体的理性而是指主体间的理性，是指遵守普遍性的规范而建立起来的平等的、合

理的主体间结构。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的交往大有深意，劳动是和交往时维持和延续人类社会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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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方式，这两者是相互依赖的，而且是不能完全等同的基本要素。在交往中，人们对进行言语交流，

根据交流双方是否“好好说话”，人们的行动可以分为策略行动和交往行动。策略行动视为了操纵，而

交往行动是为了理解，即听者理解讲话者，讲话者也理解听者，达到相互理解的状态。在当代西方社会，

受到科学技术的影响，“技术理性”出现，人们的思想受到影响，人们总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去做

一些事情，这可以理解为“策略行动”，这种行动并不是在真正的理性之下实现的。真正的理性不具有

工具的功能，哈贝马斯对于理性的重建，即交往理性的提出，才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理性运行的轨道，

把交往理性孕育于交往行为之中。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概括来讲，主要包括三个特点。第一点，“交往理性是一种通过语言实现

的、具有主体间性的、符合一定社会规范的、在对话中完成的、能在交往者之间达成协调一致与相互理

解的程序性的理智能力。”[4]第二点，交往理性不是理性的本质概念。交往中的理性并不是固定的“理

性”，交往中真正的“理性”是随着交往的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化的东西，是指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对于

知识的具体把握，这里的理性并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抽象的理性概念。第三点，交往理性不是单一的、极

端个人的话语体系。它不再是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发展的那种主体性的理性，伸张主体的自觉，高昂主体

性的那样一种理性精神，而是基于公民之间平等对话，理性商谈的这样一个规范，这为交往行为的主体

进行合理的交流提供了多元的交流平台，这样就保证了交往的有效性。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交往理性在交往行为发生的过程中是发挥主导作用的，对于交往效果起到决

定作用，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具备的交往能力。 

3.2. 交往理性的实现途径 

1) 实现交往理性需要良好的环境 
交往的合理化需要进行反复的辩论、讨论。讨论过程的和谐高效需要一定的条件，对此哈贝马斯提

出，交往理性的实现需要在“理想的言谈环境”下进行。理想的言谈环境需要具备四个条件，第一点，

每一个主体都有相等的条件表达调节性的话语，比如对于提出的命令表示拒绝，或是发出命令；第二点，

每个主体都有相等的权利参与谈论，并且表达自己的看法见解；第三点，主体都有相等的权利对反对自

己的观点或是有疑问的主体，进行回应并解答问题；第四点，每个主体都有相等的权利表达自身的愿望、

需求和情感。同时，交往理性的实现需要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即要求全体社会参与理性交往行为的各

方主体也要充分遵守这种共同遵循的共同社会规范，以切实促使我国社会环境的安全稳定及和谐的发展。 
2) 实现交往理性需要共同的社会规范 
交往文明的产生和交流理性原则的真正实现就需要通过建立出一套全民共同遵循的行为社会规范，

因为只有这样，社会成员的交往行为才能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规范，可以免受干扰。对于“如何建设社会

成员都能尊重的社会规范”存在的若干的问题，哈贝马斯提出必须要坚持“普遍的”规范标准。道德规

范的制定需要参与社会规范制定的所有参与者都发表自己的观点看法，然后再一同进行讨论、商榷，使

得最后确认的道德规范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可和赞同。在进行整个的讨论及协商讨论的具体过程中，参与

到讨论环节的当事人每个责任主体也都应该要时刻站在一种平等主体的特殊地位下去做换位去思考，反

思自己的行为，并且结合实际进行各种具体可行的法律社会的实践，通过法律实践去论证自身所主张制

定出来的具体行为规范体系的其合理性价值和实际有效性，最终确定有效的社会道德规范。 

4. 交往理性的当代价值  

当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人和人之间相互联系发生碰撞，但很难准确的固定在一个中心位置。

针对这种现象所带来的后果，哲学家们对此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并且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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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正是对这些思想的丰富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特色，并且对当前矛盾碰撞、

强调差异的多元化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4.1. 交往主体间的平等是现代价值的关系基础 

近代理性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中心主义，个体的发展重视权力的大小及自身的欲

望，因此与社会的链接越来越松散，在这样的情况下交往主体是很难形成共识的。哈贝马斯认为，人是

不能单独的存在的，除去人和人之间的联系，人的生活不是自我的有意识的生活，也不是属于自己的自

由的生活，人并不能脱离其社会价值单独的去定义自身的价值。人和之间的主体间性体现了现代价值的

关系，现代价值的关系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这样，主体间性得到了转变，主体间的交往

模式逐渐取代了原本的主体和客体之间交往的模式。主体和客体的互动方式，是主体和客体处于不平等

的条件下进行的，这样的不平等会导致所产生的价值共性的脆弱性。但是如果双方都是主体，其达成的

价值贡献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这种情况下的价值共识是实体价值的统一，相互影响又彼此尊重。在这样

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价值共识是实体价值的价值统一，它们相互影响又彼此尊重，从而创造了现代关系的

价值基础。 

4.2. 交往行为的互助性是现代价值的行为基础 

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中，语言活动处于其基础位置，交往的行为主体是必须在同交往行为主

体间的有效语言沟通交流互动中实现交流的。语言交流作为沟通媒介，成为我们生活世界沟通的最主流

形式，交往活动主体双方才能进一步达到彼此相处和睦融洽相处的局面。交往主体行为语言中的对话语

言并不是指单一交往个体行为的一种独自的陈述，非指单一独白行为的语言，相反的是指交往的主体行

为间进行的平等对话，是平等互助式对话的。人们生活在和平时接触的社会生活环境中时，所经常进行

的平等对话语言是构成人们共同生活和世界语言的范本，平等互动的平等对话语是所有交往关系主体行

为间彼此达成平等价值共识时的行为基础。互助式交往的语言环境就是帮助交往对象的沟通主体双方在

彼此交流理解的对话过程中就可以迅速达到一个相互沟通理解彼此的交流状态，阻碍了交往对象主体相

互沟通交流的语言壁垒将被逐步打破，解决双方沟通对话中语言的障碍问题，使交往对话双方得以真正

深刻的认识理解了彼此，构建起了真正和谐的交流互助式语言交往的语言环境。而环境的构成，最根本

的要求就是上文的第一点主体间要平等，在交流的过程中，交流主体不受任何外来强加的权力，在最大

的视野里进行交流，实现信息互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交往主体不再是个人独立，而是逐步了解他人和社

会，融入其中，在增进彼此了解，相互增进理解中实现现代价值。 
人类社会终究是另一个复杂整体，全球化的时代又赋予人类了一个多元的价值体系的复杂的社会结

构特点，无论它是一种积极方面的社会因素还是某种消极方面的经济因素，都应该能够在我们当前的中

国的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步找到它自己合适的发展位置，对于目前这样特殊的经济情况，暴力的手段

解决社会问题显然并远不是什么最佳解决方法。进行平等的沟通，合理的包容对话，才符合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文化价值。通过从交往行为理性的阐述了交往的主体行为之间相互的社会平等性关系和社会主

体行为间相互交往的行为上的平等互助性，可以真正为现代人们帮助解决在现实交往中产生的实际交往

中困境，更好有效的解决减少各种社会利益冲突。 

5. 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评价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目标即通过重建“交往理性”，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实现社会的合理

化。从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研究与实际运用来看，从前文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社会的和平稳定

发展具有重要贡献，但是其理论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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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提出要重建人类交往活动的普遍理性，并强调把后现代主义及其批评理论规范作为人类重

建理性批判价值理论规范的思想基础，而后现代主义的意图也就是试图将中国传统道德启蒙中对人类理

性价值规范进行另一个完全意义层面上的彻底否定，否定为一个仅具有一种普遍的批判价值意义层次上

的人类理性价值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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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他个人也一直认为

既然这个人性困境并没有因此遭到完全泯灭，那依然可以认为人类将会找到一条走出这一困境的正确出

路，对此，他也虽然是提出来了另一个人类逃出这种困境的可行有效的一种途径，但是，他提出哈贝马

斯的核心主张就是在于希望通过一种“交往合理性”这样的思想方法来重新塑造我们这样的一个人类完

全的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的和谐共处的文明社会，但这是他个人的主观看法，其想法忽略了可以反

映现代生产力社会进程的历史文化的长期发展，带有一些浓厚的个人主观空想主义色彩。在哈贝马斯基

提出的所有这些理论观点体系中，交往理论与社会理性文化交流理论对于今天的我们确实有机会起到推

动着我们整个社会文明科学进步文化发展、维护我国现代社会长期团结、有序、和谐、繁荣发展中的一

个关键理论作用，这一点我目前相信还可能仍需要一些时间进一步深入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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