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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他是当代世界上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晚期

资本主义危机与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对哈贝马斯哲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批判继承了马克思韦伯

的合理性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诸多哲学家的批判理论等观点之后，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理论。哈贝

马斯将交往行为分成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和交往行为四种行为，并且还论述了交往

理性是建立在言语有效性基础上的理性潜能的体现及其特征。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不仅对于改善人

际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当代我国的精神文化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今世界联系愈加

紧密的情况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可以对于建设和平发展的世界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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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bermas,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leader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he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The crisis of late capitalism and the phi-
losophical turn to language in the West had a very important impact on Habermas’ philosophy. 
After critically inheriting ideas such as the rationality theory of Marx and Weber and the critical 
theory of many philosopher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Habermas proposed the theory of the act of 
interaction. Habermas divided interactional behaviour into four kinds of behaviour: purpo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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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ur, norm-regulating behaviour, dramaturgical behaviour and communicative behaviour, 
and also discussed that interactional rationality is the embodiment of rational potentiality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verbal validity.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behaviour is not 
only import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but also important for the spiri-
tual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In today’s world, Habermas’s theory of communica-
tive behaviou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peaceful and developing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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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形成过程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形成过程可以追溯到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开始研究社会学和哲学领域

的工作。在这一时期，哈贝马斯深入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开始关注社会行动和交往的本

质，运用西方哲学语言学试图理解人们在社会互动中如何建立意义和共识。在他的研究过程中，哈贝马

斯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和他所处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

逐渐形成了他的交往行为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了他后来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并对社会学、哲学和政治

学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背景 

1.1.1. 晚期资本主义危机 
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哈贝马斯将人类社会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自由资本

主义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到现在已经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

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的作用日益增强，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

动力。在经济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国家对于经济领域的干预愈加增强，这

虽然使得国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经济危机的发生，以防经济危机对于国家和世界带来的强大毁灭性，

但是这样毕竟损害了自由竞争的原则，经济领域的危机逐渐向其他领域如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转移，

从而引起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哈贝马斯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其产生问题

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于科学技术，而是在于交往行为的不合理。 

1.1.2. 西方的语言哲学转向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哲学第三次转向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历史中西方哲学的发

展经历了三次转向分别是发生在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存在论的转向和在近代时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当代

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当代语言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一种工具，而是逐渐变成了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当代哲学家们不断地就语言与事实，语言与心灵，语言与意义等关系进行研究。语言学的产生并

不是偶然的，它是建立在一套严密的数理逻辑之上，数理逻辑未分析语言学提供了工具。同样语言哲学

的诞生，也是“顺应了社会对知识进行精准定义的需要”[1]哲学家们见证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强

大推动作用，因此他们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使得他们发现，由于语言方面的混乱和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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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清晰，从而使得科学的概念无法得到精准的正确的表述和定义。最后当代西方的哲学家们一直在反

形而上学，他们认为用概念世界来推演和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已经跟不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不论

是现象学流派还是存在主义流派抑或是结构主义流派，他们明显的倾向于反对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的产

生，也是在顺应这种思潮的情况下产生的。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哲学转变对哈贝马斯遗言沟通为特征的

交往行为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渊源 

1.2.1. 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即合理化理论，他认为

在经济，政治，人际关系等各个领域中，“手段的有效性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促使西方资本主义

社会不断发展的最主要的动力是手段实施的有效性，手段的有效性的强大，社会推动作用是其他任何社

会行为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认为，但凡是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可以促使社会良性发展的手段就是合

理的有效的手段，这就是他的合理性理论。马克思韦伯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分为目的合理性行为，价值

合理性行为，情感类行为和传统类行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的今天，人们过多的追求目的和理性行为，从

而忽视了其他三种行为，“这导致了自由和意义的逐步缺失”[3]。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建立在

对马克思韦伯合理性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借鉴的其合理性理论，并进一步分析出真实性、合法

性，创新拓展了马克斯韦伯的理论。 

1.2.2. 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 
哈贝马斯作为第二代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他在创立交往行为理论的过程中，深深受到了早期法兰

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于 1923 年成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1930 年霍克海默开

始进行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至此，法兰克福学派真正登上了哲学的舞台。法兰克福学派分为 1930 年到

1949 年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批判理论是其主要的研究方向，在 1949 年到 1960 年是该学派的中

期阶段，主要研究现代人的异化，以及现代社会的物化，在七十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逐渐走向解体。

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批判，并且深入分析了工具性理性，对于现代社会带来的

影响和各种社会的矛盾。人们由于过于的追求工具理性，从而逐渐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哈贝马斯

继承并发展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思想，通过对前人哲学家们理论的吸收和剖析，他逐渐思考并形成了

属于自己的一套交往行为理论。 

2. 哈贝马斯交往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了人们在社会互动中的理性、平等、对话和协商的重要性，以及社会

互动中的合理性和公正性。哈贝马斯将交往行为分成了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性行为、交往行

为四种行为，这四种行为在交往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哈贝马斯也提出了交往行为合理性的概念，

交往行为合理性包括了语言交流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具有语言性、实践性、交往间性的特征，

强调了在人际交往中遵循道德和伦理标准，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以及通过理性和民主的方式进行交

流和互动。 

2.1. 交往行为的概念 

研究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必须对交往行为进行分析，交往行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中的核心概念，

交往行为是以交往合理性思想为指导的一种行为。这种行为现实的存在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实践和日常的

语言之中，同样是理性的，为主体之间的交往行为提供了合理的依据。1981 年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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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的问世，标志着哈贝马斯全面性和系统性的论述了交往行为理论。在这本书中，他将行为分为四类，

分别是目的行为、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并且对这四种行为分别进行了界定和区分。 

2.1.1. 目的行为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目的行为是指个体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进行的行为。在哈贝马斯的理论

中，目的行为是指个体为了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或者价值而进行的交往行为。这种行为通常是为了获

取物质利益、社会地位或者权力，或者是为了满足个体的需求和欲望。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许

多交往行为都是目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通常会以目的为导向，有意识地计划和策划自己的行为，

以达到预期的目标。目的行为的特点是理性和目的性，个体在进行这种行为时会考虑自己的利益和目标，

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来实现它们。然而，哈贝马斯也指出，现代社会中的目的行为并不是唯一的交往形式，

还有另一种交往形式称为意向行为。意向行为是指个体出于对他人的理解、尊重和关怀而进行的交往行

为，而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或目的。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目的行为和意向行为之间的平衡是非

常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2.1.2. 规范调节行为 
规范调节行为是指个体在交往过程中遵循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以确保交往过程的公正性和平等性。

在这种行为中，个体会考虑他人的利益和需求，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以及遵循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

以确保交往过程的和谐和公正。哈贝马斯认为，规范调节行为在现代社会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复杂多元

的社会中，个体之间的交往需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以确保社会秩序和公正。在这里，“规范

表达了在一种社会集团中所存在的相互意见一致的状况。”[4]规范调节行为有助于个体在交往中相互尊

重和理解，避免利益冲突和权力斗争，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哈贝马斯看来，规范调节行为也是

交往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助于个体之间建立信任和合作关系，促进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发展。因

此，个体在进行交往行为时，除了追求个人利益和目的外，还应该遵循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尊重他人

的权利和尊严，以确保交往过程的公正和和谐。 

2.1.3. 戏剧性行为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了戏剧性行为的概念。戏剧性行为是指个体在交往过程中表现出

的一种“演出”行为，旨在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身份，并获取他人的认同和支持。在这种行为中，个

体会通过言语、行动和表情等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哈贝马斯认为，

戏剧性行为在现代社会中非常普遍。在复杂多元的社会中，个体需要通过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来

获取他人的认同和支持，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戏剧性行为通常是有意识的，个体会根据不同的情境和

交往对象来表现不同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以达到最佳的交往效果。然而，哈贝马斯也指出，戏剧性行为

并不是完全虚假的。在交往过程中，个体需要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身份，但同时也需要保持自己的真

实性和诚实性。因此，在戏剧性行为中，个体需要在表现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身份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真

实性和诚实性，以确保交往的真实性和公正性。戏剧性行为有助于个体在交往中展示自己的社会角色和

身份，获取他人的认同和支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但个体也需要在戏剧性行为中保持自己的真实性

和诚实性，以确保交往的真实性和公正性。 

2.1.4. 交往行为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所展现的言语、行动和态度等方面的表现，以及

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和模式。哈贝马斯强调，个体的交往行为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在不同

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个体的交往行为会受到不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制约，因此交往行为具有一定的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4106


恽舒皓 
 

 

DOI: 10.12677/acpp.2024.134106 716 哲学进展 
 

文化和社会特征。此外，哈贝马斯还指出，交往行为也受到个体自身目的和利益的影响，个体在交往过

程中往往会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利益，因此交往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利益性。交往行为的目的是为

了实现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和共识。在交往过程中，个体需要通过言语、行动和态度等方式来表

达自己的意图和需求，以及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意图和需求，从而实现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此外，

交往行为还有助于个体之间建立信任和共识，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交往行为理论强调了个体在社会

交往过程中所展现的行为方式和模式。交往行为受到社会和文化背景、个体目的和利益的影响，其目的

是为了实现个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合作和共识，促进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2.2. 交往行为的合理性 

哈贝马斯提出了交往行为合理性的概念，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是指在人际交往中，参与者之间的互动

和沟通是否符合一定的道德和伦理标准，是否能够达到共识和理解。哈贝马斯认为，人际交往中的合理

性包括了语言交流的真实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真实性是指交往中的参与者应该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感受，不隐瞒信息或者故意误导对方。合理性是指交往中的观点和论据应该经过理性的思考和论证，

而不是凭借情感或者权力来决定。合法性是指交往中的参与者应该遵守公共规则和法律，不侵犯他人的

权利和利益。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行为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理性和民主的基础上的。参与者应该以平等

和尊重的态度进行交流和互动，尊重他人的观点和权利，同时也要求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能够经得起理性

的批判和讨论。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人际交往才能够达到共识和理解，实现真正的沟通和合作。哈贝

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性理论强调了在人际交往中遵循道德和伦理标准，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以及通

过理性和民主的方式进行交流和互动。可以说，交往合理性就是“建立在言语有效性基础上的理性潜能

的体现”[5]交往理性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征。 

2.2.1. 交往合理性具有语言性 
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人际交往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在交往行为合理性理论中，语言性是交

往行为合理性的一个重要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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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一致与相互理解的程序性理智能力”[6]。从这里可以

看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中，存在着语言性包括语言的真实性、合理性和有效性。语言的真实性指的

是参与者在交往过程中应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不隐瞒信息或者故意误导对方，这是交往行

为合理性的基础，只有真实的交流才能建立起互信和理解，如果交流中存在虚伪或者欺骗，就会破坏交

往的合理性，导致交流的失败。语言的合理性指的是交往中的观点和论据应该经过理性的思考和论证，

而不是凭借情感或者权力来决定。这要求参与者在交流中应该能够提供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持自己的

观点，同时也要能够接受他人的批评和反驳。 

2.2.2. 交往合理性具有实践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性理论中的实践性指的是交往行为应该具有实践意义和社会责任感。在这一

理论中，实践性是指交往行为应该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停留在

理论和抽象的层面。首先，实践性要求交往行为应该具有社会责任感。参与者在交流和互动中应该考虑到

社会的整体利益，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利益，不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这要求参与者在交往中应该能够站在

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关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仅仅是关注个人的利益。其次，实践性要求交往行为

应该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参与者在交流和互动中应该能够就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解决，

而不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和抽象的层面。这要求参与者在交往中应该能够运用理性和民主的方式来寻求解决

问题的方法，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最后，实践性要求交往行为应该具有实践意义。参与者在交流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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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该能够将理论和观点付诸实践，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这要求参与者在交往中不仅仅是停留在空泛的

言辞和抽象的观点，而是能够将观点转化为实际行动，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 

2.2.3. 交往行为理性具有主体间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合理性理论中的主体间性强调了交往行为的参与者之间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

并且应该能够相互理解和尊重对方。这一概念强调了交往行为中的主体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具有对话的

可能性，而不是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首先，主体间性要求交往行为中的参与者是平等的。这意味

着在交往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应该被视为具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不应该受到歧视或排斥。这

种平等的关系是交流和合作的基础，也是实现共识和理解的前提。其次，主体间性要求交往行为中的参

与者是自由的。这意味着每个参与者都应该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而不受到外部的压力或

限制。这种自由的关系是交流和合作的基础，也是实现真正的理解和共识的前提。最后，主体间性要求

交往行为中的参与者应该能够相互理解和尊重对方。这意味着在交往过程中，每个参与者都应该能够尊

重对方的观点和感受，而不是将对方视为客体或工具。这种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关系是交流和合作的基础，

也是实现真正的共识和理解的前提。 

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意义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互动和交往行为的新视角，强调了对话、协商、

合理性和公正性在社会互动中的重要性。对于个人来讲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促进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

尊重平等，交流合作，避免了交往的过于物化；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加强精神文化方

面的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发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同样

也强调尊重国家平等，加强国家间的对话和理解，减少误解和猜忌，增进相互信任，降低冲突的风险，

改善国际关系，构建和谐世界。 

3.1.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个人的意义 

当今世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许多人在日常

生活中缺乏互动和交流，往往只是简单地完成工作和任务，而忽略了人际间的情感联系和沟通。这种冷漠

的人际关系不仅会影响个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还会对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人们只追求

利益，利益驱使着人们的行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都着落在了物与物的关系层面上”。为了改变

这种冷漠的人际关系，人们需要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增进交流，告别物化。哈贝马斯的理论强调

了交往中的对话和理解、平等和自由、实践性和解决问题、主体间性和尊重等方面的重要性。在人际间交

往中，双方应该保持开放的对话，倾听对方的观点，尊重对方的感受，寻求共识和理解。这有助于减少误

解和冲突，促进交流和合作。同时，双方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而不是处于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这有

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进信任和合作。另外，哈贝马斯的理论还强调了交往行为应该具有实践意义，

能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在人际间交往中，双方应该能够就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解决，而不

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和抽象的层面。这有助于促进人际间交往的实质性发展，解决实际问题。哈贝马斯的理

论还强调了交往中的主体间性和相互尊重。在人际间交往中，双方应该是相互理解和尊重对方，而不是将

对方视为客体或工具。这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进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 

3.2.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 

当今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精神文化层面却出现了一些问题，与经济发展

速度不匹配。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是目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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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工具理性的大发展、大膨胀的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道德观念的淡化、人际关系的冷漠等问题。这些问题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际间交往都带来了一定的影

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对当代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我

们需要重视精神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往。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

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为了构建和谐的社会，加强人际间交往，我们需要加

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教育，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增强社会凝聚力

和向心力。此外，哈贝马斯的理论还强调了对话和理解、平等和自由、实践性和解决问题、主体间性和

尊重等方面的重要性。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加强人际间的对话和理解，尊重每个人的感受和观点，促

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我们也需要倡导平等和自由，让每个人都能够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的空间，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此外，哈贝马斯的理论还强调了交往行为应该具有实践意义，能够解决现实生活

中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我们需要注重解决人际关系、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发展。加强精神文

化建设，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代中国的发展需求，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对于世界交往的意义 

当今世界上的国家普遍在追求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取得进步，然而与此同时，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冲

突也在不断出现。这些冲突包括领土争端、经济竞争、政治对立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因

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间的交往和合作变得更加紧密和频繁，但也伴随着更多的摩擦和矛盾。正

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孕育了不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文明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该成为人

类文明进步的动力。”[7]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我们需要增进国家之间的沟通，避免冲突，实现和平发

展。通过加强国家间的对话和理解，可以减少误解和猜忌，增进相互信任，降低冲突的风险。同时，哈

贝马斯的理论也强调了平等和自由的重要性，国家间的交往也需要遵循这些原则，尊重彼此的主权和利

益，建立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国家间的交往不仅仅是为了交流和表达立场，更重要的是要解决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推动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交

往日益频繁，需要借鉴哈贝马斯的理论，注重实践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世

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西方哲学向语言学转向背景下，在批判继承

马克斯韦伯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强调了在当今人与人之间交往变得物化，情感冷漠，

交往无实质性意义的情况下，社会互动的形成过程需要通过理性辩论和对话来实现共识和理解，强调每

个个体作为平等主体参与互动，遵循合理性和公正性原则。分析了交往中的四种不同交往行为，并提出

交往行为合理性的概念，揭示了交往行为中语言性、实践性和主体间性的特征。这一理论为人与人之间

和谐交往，促进国家精神文明建设以及国家间交往的和谐提供了理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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