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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大众文化

批判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何亚平

(广州大学法学院，广东广卅l 51(x】91)

摘要：现代大众文化即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理论认为，现

代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化、标准化、强制性等特点，从而成为巩固现行秩序的“社会水泥”。照搬这一理论主

张限制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发展并不合适，当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个健康有序的文化产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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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当巾周蹦前所未有的步伐迈向现代

社会时，大众文化时代已悄悄降临到我们身边。如

果说20 I北纪初，大众文化只存在于少数发达国家

白勺话，那么现在则已成为世界的普遍现象。放眼看

看我们所生活的空川，到处都充斥着畅销小说、热

门影视、流行音乐、时装表演、}拉oK、广告艺

术等消费性文化，它扑面而束，人们还来不及作出

恰当的反应，就已^据r火部分的文化阵地。“大

众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形态，终门存我们身边

实实在在存在着，发展着。对这种文化现象怎么

看，以什么样的正确态度对待之，已成为人们急需

解决的问题。这里，法兰克福学派的有关沦述值得

借鉴。他们对“大众文化”进行了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批判和知f究，给我们以探刻的启示。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解释，所谓大众文化

(nms t，IlIlum)足指借勘大众传媒而流行下大众中的

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广告艺术等。

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和哲学，在闲暇4

时间内操纵广大群众的思想和心理，培植支持统治

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故喻之为巩固现行秩序的

“社会水泥”。为避免人仃j把“大众文化”误解为一

种从群众巾自发广生的史化或者通俗艺术的一种当

代形式，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

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则使用“文化工业”

一澍替代“大众文化”，所填的文化_L业(clllI呲
indus叶)用以指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地复制、

传播文化产晶的娱乐工业体系，即现代大众义化。

存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现代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最

显著的特征是它使文化、艺术产品商品化，“文化

上业的每个产品都是经济r_I大机器上的一个标本”，

“在垄断下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它们的结构部

是山工厂生产“{来的框架结构”。⋯tP¨”文化1．、Jp即

“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午【|根本内涵究竟是什

幺，对此，法兰克福学派作了系统的分析。 ．

现代人众文化的第个特征是商品化。法兰克

福学派对现代大众义化抨击最甚的也是这一点，大

众文化或文化1．业使文化成为商品，儿生产和消费

被纳人市场交换的轨道，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

律，从而排除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阿多尔诺坚

持认为，“文化工业产晶”并不是艺术品，从一开

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生产出来

的。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说：“由于出现r大量的

廉价产品，再加上普遍地进行欺诈，所以艺术本身

就更加具有商品的性质，艺术今天明确地承认自己

完全其_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足什么新奇的事，但

是，艺术发誓否认自己的独立自土性，反而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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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消费品而自豪，这却足令人惊奇的现

象∥’⋯”1州。

现代大众文化的第二个特征是标准化、齐一

化。文化牛广。和文化产品越来越趋于一律。他们认

为，“现代大众文化”的制造者不仅仪像弥尔顿创

作《失乐园》那样是本性的流露，更多的是为r消

费而进行生产，从『们奎种华产完全是标准化的类似

于工』一生产出来，被大众购买。“都以同样的方式

影响人们傍晚从工厂出来，直到第二天早晨为r维

持生存必须上班为止的思想”。，【1¨m’这就使得文化

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和非个性化的倾向。阿

多尔诺认为，流行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

敲打，像刻板的教条一样，使听众不由自主地产生

机械反应。因此，不但艺术创作的个性、自主性与

创造性被扼杀了，艺术欣赏的自主性也被瓦解了。

现代大众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是强制性，即文化

产品在对时空获得更强的占有性的同时，对接受者

产生了更大的强追性。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

f业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实进行辩护。文化丁业的

舆型做法足“不断重复⋯‘整齐划一”，使闲暇的人
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于是就有

r强迫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现代社会正是

通过不计其数的生产大众文化产品的机构，把因袭

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

人，履行着操纵意识的职能。“文化1_=业”决定着

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

求，成r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删与幸福的力量。

无疑，法兰克幅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对于

当今大众文化日益泛滥的中国有着警示作用。j君不

见，流行音乐、卡拉o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

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肃文学，亚文学

替代r纯文学，千篇一律的肥皂剧替代了风格化的

艺术电影。由于大众文化的商品性，f订场的游戏规

则自然而然地转化为文化的游戏规则，在文化产品

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中都需要关注市场的供求，服

从市场变化的法则，实现资本的增殖。这种商晶的

本质就使得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与消费社会同一

的，大众文化在文化商品化而削平文化的深度的同

时．它的惟利是图的特性经常抹煞了文化的标准，

从而导致大众文化中明显的反文化的倾向。另一方

面，大众文化是他律的，这种文化的生产受到外在

因素的控制，或者说它是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的制作

的活动。市场的需要是它的唯一准则，除此之外没

有任保标准。而日它也从不创造标准，在这里我们

找不到创造性可言，因而，这种文化必然是标准化

的和程式化的。现代大众文化的这种标准化、统一

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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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久而久之生产出I司质、平面的社会个体。我们

知道，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毕竟不同于一般的物

质产品，它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和使用价值。它在

受制于市场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具有传播知识、启

迪道德、提高审美等功能。如果有的义化生产暂一

味地以经济效益为驱动／Ⅱ和价值取向．只沣重义化

产品的消遣娱乐功能，忽视其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

和精神特质，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享乐主义、拜余

主义、虚无卞义的盛行，导致大众文化的发展中出

现令人不容忽视的低俗化及非理性倾向。《还珠格

格》的风行及在一段时间里对小学生造成的不良影

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以媚俗为主导的社会

文化，是没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所以，在大

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可以保

证一个社会的发展巾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在这个方面，法兰克福学派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市场是·把双州剑，对文化的影响也是双重

的：文化商品化、市场化既有对文化发展不利、即

带来负面效应的一面；也有益了=和促进文化的发

展，为文化的发展和创造提供广阔宰问的一面。在

这一点上，法兰克福学派末免夸大了其负面影响。

因此，这就使得他们的大众文化批判理沧富有贵旗

气息，将19世纪的艺术典型理想化．迷恋Hj园牧

歌式的恬静生活因而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而

没有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艺术领域也产生厂

大批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艺术

作品，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化艺术家，在艺术形

式和表现手法上，有着不断的突破和创新．为丰富

人类文化艺术宝库作出了巨大贡献。

象任何一种西方理论一样，法兰克福学派的大

众文化批判理论来源于他们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

社会的观察，凶此，不能简单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的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移植到中国．我们必须根据我们

的国情辩证地看待大众文化，作出本土化的批评。

诚然，如法兰克福学褫所言，文化的商品化、模式

化、标准化扼杀了人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然

而，我们不能不看到，这是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逻

辑。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利益、效率等商业精

神必然要渗透到文化领域。这种现象不独为中国所

特有，它几乎是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全球性普遍

症状。町以断言．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只要现

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大众文化

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

大众文化对丁当前的丰十会发展阶段也是必不可

少的。它是令社会的普及化和民十化的结果，是世

俗化的时代不断扩展的私人空间的填充物．是社会

立化整体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大众没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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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的且=化能力，社会对文化的控制没有放松，大众

文化不町能发展起米，『f|i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填

充，私人生活区域中的文化需求将不能满足，在社

会中就有吖能出现更贫瘠的文化荒摸。在这个意义

上，大众文化同社会发展是千日适应的，大众文化的

出现标志善全社会义化水平的普遍提高。，美国艺术

史学家阿诺德·豪塞尔从艺术史的角度阐述了大众

艺术是民主与科学的产物，“从两种意义上来说，

今天的流行艺术足火众的艺术，它为各个阶层千千

万万的民众提供了丰}j同的艺术性娱乐。它以非常大

的规模生产出统一的艺术品，大众是社会民主的产

物，大量的生产是新的机械化制造的结果，而技术

的进步使这一方法有可能实现。冉】9世纪以来，

艺术和文化民主化一直进行着。”|2I(衄一删J
大众文化在当前中国无可争辩地充当了主流文

化的角色，并不意味着精英文化就此失去了存在的

意义。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也就决定

r文化的多元性和开放性。在一个开放性的社会

里，有热衷于卡拉OK、影视明星、畅销小说的大

众群落，也有一部分人对经典艺术、人文精抻、学

术著作情有独钟。并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不

是绝对的老死不相往来，它们是发生着互补互动关

系的，许多大众文化直接来自民间，带着新鲜的活

力．不断推动文化的发展。唐宋的传奇、话本、变

文．元明的戏剧，明清的小说，历代的民歌民谣，

都在文学史上有过巨大的影响。清末王禁生撰写

《梨园佳话》淡到京戏时，称“二十四史忽化作声

能语，自声入而心通”，已经揭小出这样一种瓦动

关系。精英文化罩有苍蝇，大众文化里也有黄金。

大众文化町能在商业价值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超越

性意义。比如好莱坞的商业巨片《辛德勒名单》，

一方面真实地再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方

面在创作技巧的背后也体现了作者独特的人文关怀

和价值观。因此，剥于当前良莠小齐、鱼目混珠的

各种商业文化现象，我们需要作细致的分析。完全

反精英文化、眦媚俗为特征的大众文化，比如暴

力、凶残、犯罪、黄、赌、毒和迷信等，是需要抵

制的；这些东西正在挟着电子科技和商业利润的优

势，铺天盖地地采，可能会越来越厉害地弥提于广

大城乡．这样的形势之下，政府应在健全相应的法

律法规的同时，建立起专门有效的管理监督部门，

实施一定的市场干预，驱除这些精神垃圾和文化毒

品。对于能够完全产业化的文化生产，如音乐、音

像业、戏剧演出业等，这类文化生产应以市场为中

介，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在现阶段还难以

实现产业化的文化，如以知识、审美为取向的严肃

的高雅的文艺艺术和严肃韵学术著作，政府应加以

资助和扶持。最后，文化的生产者应对大众文化进

行人文提升，生产出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

文化产品，努力提高全民旗的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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