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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分析了全球化时代人类交往所面临的风险与困境，这些问题的凸显为承认理论的出

场奠定了现实基础。而霍耐特承认理论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解

答时代难题的新思路。这一思想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又是对这种时代难题的未来性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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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高度发展、高度融合、

高度现代化、高度个性伸张与自由的时代。人类在

享受着高科技带来的诸多便捷和各种文化快餐之

时，却又深陷价值虚无主义的困惑与多元文化主义

的冲突缠绕之中，在思想和灵魂深处不自觉的陷入

全球化、社会一体化构建的奴役之中，这是一种隐

形的、深层次的、无处不在的围城，致使人们更加

的失落、绝望，进而无所依存。人类企图从种种迷

人的美丽前景和现代化所营造的迷雾中寻求突破与

重生，所以追寻现代危机的深层动因和内在根源就

成为当今时代发展必不可少的主题和必然的趋势之

一。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就是适应这种需要，也是对

这种需要的时代性回答。 

一、人类交往中的承认意蕴 

众所周知，人类在步入 20世纪中期以后，经济

社会的全球化一体化趋势愈发显著，进而成为不可

阻挡的世界趋势，这种时代趋势伴随一系列人类生

活生存方式的巨变汹涌而至，使我们一方面惊叹科

技的巨大成就和唯我独尊的地位，但正如任何事物

都有其两面性一样，人们在分享现代科技的种种便

利的同时，也必然感受到了这种便捷随之而来的伴

生物——诸种弊端与负面效应接踵而至。 

但今天，社会的进步和人类发展已然成为大势

所趋，个体存在已经被群体存在所取代，个体总是

以群体的面孔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时，

也只有在群体中的个体存在，才能成为发展的、自

由的存在。所以，适应群体存在的交往已经成为时

代的主流和必然法则之一，交往成为现代人的生存

模式和生活方式，因为只有在交往中实践中，人才

成其为人，才使自己成为自身，才凸显了自己的存

在与个性，也只有在交往中人的存在才能为社会其

他成员所感知和证实，才能获得自己的存在感和自

由感。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原则与共识，主体间的

存在呈现一种截然不同的意向性，人与人之间的承

认成为可能和必然，也只有这种可能转化为现实，

人们在现实中把实证的地位赋予对方，由对方来确

认自身的存在和意义，形成相互尊重的关系存在，

才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凸显自己的同一性，改变

那种可能被异化的消极存在和不公平的地位，进而

拓展了自身，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自由不是抽象物，他是实实

在在的。对此，黑格尔有着形象的描述，人们的自

由本质决不是摆脱他者的单纯的自我，在自由中本

质地存在着他者，离开他者的自由是不现实的，虽

然他者的存在必然会对自由产生制约，但恰恰是这

种制约的存在才更深刻的刻画了自由的本质，因为

这种制约是一种本质的承认，制约和承认是一种相

辅相成的关系，二者形成一个辩证的统一，在自由

之中既存在制约和承认，又体现了制约和承认。承

认和制约是在相互的意义上存在的，自我承认他者

的存在，而同时必然地他者也承认自我的存。这样

来看，在他者的制约中，自我依然是自由的，是自

己规定自己的，因为这个他者承认自我的自由，同

时自我也承认了他者的自由，这也是我们基于自由

的本质出发的深刻理解，所以，自由的本质必然有

承认在其中，是一种被承认的自由。如此一来，我

们承认他者，赋予他者应有的地位和属性，秉持一

份开放的心态，我们自身的自由也才能得以彰显和

得到保障。关于这一方面，也正如著名学者查尔

斯·泰勒在他的《承认政治》中所强调的那样，他

把承认置于人类需求的层面，认为承认是人类的基

本需要，人类的自我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而

构成的，而且是其间必不可少的构成，如果无法得

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否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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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认，会对主体的认同的形成与确认产生显著的

负面效应，乃至破坏主体的认同
[1]
。 

二、霍耐特承认理论的出场域分析 

对于承认的出场与必要，不同的学者或思想家

有不同的思路和方法论视角，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查

尔斯·泰勒，他是从认同的角度，把承认基于认同

的逻辑需求之中，通过对承认的构建、分析建构了

自我认同与他者的互动逻辑，以及在这一逻辑进程

中自我认同的现实显现。而我们熟知的哈贝马斯则

提倡后形而上学的转向，寄希望于语言哲学的转向

中探求人类交往的合理性问题，从话语原则和普遍

化原则的立场出发，追求普适伦理的基本原则的基

础上尊重差异性、多样性和包容性。而且那些借助

高举普遍主义旗帜而的名义，在实质上极力排斥他

者权力的他者的思维与逻辑，也就从根本上背离和

误解了普遍主义的原则和理念。 

霍耐特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衣

钵，沿着哈贝马斯所开创理论思路继续前进，并进

行了大胆的发扬和创新。他对社会领域的剖析与批

判更多的深入到道德领域，高举“为承认而斗争”

的旗帜，突出强调了在后形而上学的境遇下，主体

的自我同一性和人格完整性奠定的基础和展开的基

本逻辑。但霍耐特更强调主体同一性和人格完整性

形成中他者承认的首要意义，认为只有建立在他者

承认的前提下才会有主体的同一性和人格的完整性

存在，把主体同一性和人格完整性问题与外在于主

体的存在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沿着霍耐特的这

一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断言其理论构建中他者承认的

积极意义和突出价值，而且霍耐特也对主体的经验

感受性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认为这种他者的承认主

要也是给予主体的经验感受而言的，当主体无法得

到他者的承认，或是得到他者的否定以及给予主体

不应得的承认时，主体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感受，乃

至在道德上会遭受伤害。为此，人们可能会为了改

变那种不愉快的道德感受，为争取对自己最大限度

的承认而展开斗争。 

霍耐特在“为承认而斗争”这一著名命题中更

加强调主体被承认的道德层面的感受，是主体的一

种经验性感知，在这一点上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的超验性有根本的分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哈贝

马斯的超验性。霍耐特的这一思想认识有其深刻的

历史渊源，他主要是从黑格尔的思想智慧中获取灵

感，重点通过对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承认”思想的

挖掘与梳理，开拓出了理解现实社会冲突的新途径、

新思路。主体由于受到他者在道德上的否定与蔑视，

致使主体在实践活动中与自我的关系受到伤害，在

更深的层次上进而使主体的自我同一性和人格完整

性遭受损伤，为维护主体的同一性和人格完整性，

主体与他者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不言而喻并且是必不

可少的。从中我们也必然会发现，霍耐特的自我认

同离不开他者的承认，而且正是在他者的参与并且

承认的基础上才得以存在和体现，在这点上霍耐特

的主体是群体中的主体，是对他者秉持开放性和包

容性的主体，在一定意义上也就克服了那种自我中

心主义的思想模式，强调承认的相互性、平等性，

自我需要他者的承认，同样他者也需要自我的承认，

这是一个相互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与他

者之间维持某种动态的平衡。 

三、霍耐特承认理论的时代价值诉求 

霍耐特承认理论既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也是对

当前时代发展中个体自我价值彰显的理论回应： 

（一）现实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在全球化时

代，交往成为一种必需品，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整个世界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格局，任

谁都不会也不能使自己置身事外。但在这个联结紧

密的时代，却仍然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公平的现象。

如社会群体中的弱势群体、边缘群体，文化中的弱

势文化、非主流文化，以及不同种族中的少数族群

等等，他们是我们这个时代有机组成部分，却很难

享受到自身作为一体化时代群体的一份子所应得的

尊重与权利，乃至作为自身群体一员的独特诉求也

会被压制和漠视，为此产生了诸多冲突与纷争。这

些关涉到自身权益的冲突与纷争对这些少数族群、

边缘群体和弱势存在的负面效应和伤害的存在是确

定无疑的，而反过来这些负面的、消极的后果在更

广泛的意义上已经危及到整个人类的存在的公平、

正义和自由。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建立在主体间性的

基础上，其理论的出发点恰巧是把自我的认同构建

于他者认同的基点之上，有利于克服和超越自我中

心主义的窠臼。同时，霍耐特肯定了主体在遭受伤

害或蔑视时会为争取自身尊严而斗争，因此，在面

对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等关系的处理

上有利于反对强势心态和霸权主义的不良倾向，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免除不必要的冲突和纷争，也为全

球化境遇下处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族群的

关系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二）霍耐特承认理论拓展新格局的需要 

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是在适应时代发展新形势、

新格局、新问题的产物，是应对当前社会发展要求

的理论诉求和思想阐释。他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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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具有极其深厚的历史

底蕴，但从新的视角、新的维度出发对黑格尔的承

认思想作了适应时代的解读和梳理。黑格尔在其《精

神现象学》中运用主奴辩证法对承认问题进行了阐

释与论证，为承认思想的出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黑格尔的承认思想是自我意识运动过程的必经阶

段，是自我意识的实现，是生命的超越性、理想性

的体现。而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摒弃了黑格尔的主奴

辩证法思维，保留了其承认最一般的理论内涵和存

在特质。霍耐特抛弃了现代政治哲学对人所作的原

子式的解读，从主体间性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阐释

个体生存状态的新路径，并且在各个层面不断扩展

自己的理论范式，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也使自己的承认思想延伸到道德哲学，社会哲学，

政治哲学等诸思想领域。同时，霍耐特承认理论已

经内含了对结构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和社群

主义等领域思想资源的整合与超越，彰显了承认理

论显著的理论特色和时代意蕴，而且霍耐特承认理

论无论是从思想资源、话语体系、解释逻辑等方面

都体现出极强的解释力和宽广的适用性。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新局面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开放的思想体系，是科学性

与革命性的统一，是不断承继和吸收时代精神优秀

成果的理论产物。在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中闪烁着批

判理论范式的转化，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对社会

边缘群体的重视，也贯穿了承认与蔑视、斗争与冲

突的思想活力。在这些思想中我们仿佛感受到了马

克思思想的时代表达式，为马克思思想在新的历史

境遇下的凸显创造了新形式和新途径，同时，霍耐

特承认理论的深入道德层面的解释模式也为马克思

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

的合法化内涵。霍耐特承认理论思想对社会变革思

想的分析中虽然没有明显的马克思思想的影子，但

依然或多或少的有马克思思想的痕迹，当然是进行

了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创造，在很多层面上

表达出了与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差异，所以，霍耐特

构建其理论的思想资源、解释逻辑、话语表达恰恰

也可以为马克思在新的历史时代拓展自己的理论视

角，从人类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思想体系的丰

富和完善中发挥积极的效应。 

（四）哲学伦理学研究创新发展的需要 

从伦理学研究本身来看，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对

当前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了

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开辟了承认理论的新视角。同

时，霍耐特的承认理论的产生就是在借鉴和吸收建

立传统伦理学和伦理学的基础上，并结合时代客观

要求进行反思的结果，而且霍耐特的承认理论从伦

理道德视角出发，深入到政治哲学、社会哲学诸领

域，不断推进、不断扩展，进一步深化和融合了伦

理学研究与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之间的联系，把对

承认理论的研究纳入诸学科领域之内，同时也注重

加强它们之间的横向联结。当然，为实现承认理论

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也必须深入承认伦理提出

的语境中，解析传统伦理学和后现代伦理学的局限

和不足，为承认理论的深入与发展奠定可资借鉴的

内外空间，毫无疑义，也是推进了对伦理学的研究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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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risks and dilemmas faced by human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se problems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ppearance of recognition theory. Axel Honneth’s recognition theory 

inherits the predecessors' excellent thought critically, and has opened up new ideas for solving the times problems. 

The recognition theory is both the product of times development, but also a potential answer to the time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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