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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生成的文化语境

申家字

(河南师范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河南新乡453000)

摘要：任何一种理论话语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的形成、西方马克恩主义的思想

背景与学理背景为法兰克福学派所提供的特有认知模式、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文化传统所形成

的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形成的文化话语语境。正是在这股合力之下，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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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生成语境，学

界讨论颇多。有学者认为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

高度发达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人们

的物质生活水平相对提高。伴随着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

导致的现代传媒的高速发展和普及，为大众文化的产生和

发展提供了特有的社会历史背景：有学者认为是本世纪30

年代后期的西方社会，娱乐工业蓬勃兴起，大众传播媒介

迅猛发展。新兴的文化工业给整个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

观念、新时尚，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的精

神而貌，这些都导致了法兰克福学派把眼光转向对当代资

本主义文化模式的研究和评价；也有学者认为法兰克福学

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在法西斯德国这一特殊社会语境中

产生的，是以其成员的特殊经验为基础的；还有学者认为

是美国大众文化的较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更为隐蔽的伪装形

式，使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意识到了批判的必要性。分析

看来，各位学者都是从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语境的研究视

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笔者认为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

化批判理论是一定社会历史语境的产物。但是特定的文化

话语语境在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却

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的形成是法兰克

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生成的两个重要文化话语语境

所谓西方话语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是指借助电影、电

视、广播、报刊、广告等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文

化之中的通俗文化。它融合了艺术、商业、政治、宗教

和哲学等功能。在闲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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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使社会欺

骗的功能。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的话语语境，有两个

最重要的环境。一是现代科技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广

泛应用，科学思想和大众传媒浸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

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且以科学技术发展为基础导致的现

代传媒的高速发展和普及，为大众文化需求的满足提供了

物质载体。二是建立在西方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和

市民文化的形成。前者我们是注意到了的，后者我们却经

常忽略了的。

市民社会是指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按照契

约性原则，以自愿为前提、以自治为幕础进行经济活动、

社会活动、文化活动以及议政参政活动的生存生活领域。

它是社会成员生活的一部分私域和非官方公域的综合。契

约性原则是市民社会运作的基本原则，是根植于市场经济

之上的，是市民社会中公民人格独立、个性自由、权利

平等的体现。在市民社会中，民众的市民意识具有以下特

征：①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意识；②经济上的强烈竞争意

识；③日益强化的公共意识；④思想文化上乐于更新的

观念。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因为只有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众才能自由地发表白己的见解，自由

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进而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形成市

民社会体系和诸如自由、公正和平等的公众价值观。市民

社会中民众主体性价值的凸现是市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因而，在市场经济的经济文化活动中产生的观念、利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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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求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市民社会、市

民文化的良性互动来协调和解决。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的西方市民社

会相对进步的法治意识，包括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以及公

平观念这样三个方面内容。它起源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在商

业发达基础上形成的法治思想和古希腊的城邦经验，在欧

洲文艺复兴运动中启蒙思想的召唤下又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以至发展到今天，形成了现代西方市民社会的法治理想。

西方市民社会的法治理想至少包涵下列含义：法律拥有至

高无上的权威，从而能够防止滥用政治权力；通过保护个

人权利的要求确保个人优先；通过实行“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确保普遍性原则优先于特殊性。这些法治思想和意识

已深人到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念和日常生活之

中，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一种价值基础。而法兰克福学派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就是在这种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形成的，

因此必然受到它的影响。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与掌理背景为法兰克

福学派提供的认知模式是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生成的特殊文化

话语语境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

量，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非常暖昧的。一方面，“老年

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成了阿多诺与本雅明剖析大

众文化的重要武器，“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又成

了马尔库塞建构审美乌托邦王国的主要依据，以至于马克思

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与理念已经镶嵌于“批判理论”的总

体设计中，并构成了“批判理论”的基本元素。另一方

面，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语汇(如阶

级、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大众等)所指涉的对象及其作用

产生了怀疑，并逐渐抛弃了马克思那种无产阶级因为经济剥

削而必然起来革命、从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认知模式，

自然，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大众也就与那种认知

模式一起被抛弃了。安德森指出：葛兰西在意大利的与世隔

绝与逝世、科尔什和卢卡奇在美国和苏联的隔离和流亡生

活，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

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

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但它对于工人阶

级的命运还是努力设法效劳并力求与之相联系的。

法兰克福学派远离无产阶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

远离却是建立在他们对无产阶级的重新认识之上的。显然，

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写作《共产党宣言》的年代， 无产阶级

毫无疑问是一个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大众足革命主体。然

而，随着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来

临，资本主义社会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阿多诺把

这个社会定位成“全面管理的社会”，而马尔库塞则进一

步把它形象化地表述为“单维社会”。由于统治阶级通过

技术理性的力量把统治意识形态推进、渗透到了全社会的方

方面面，马尔库塞曾作出如下判断：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不革命的、甚至反革命的意识占着主导地位。

当然，只有在革命的形势下，革命的意识才会显示出泉然

而与以前相反，工人阶级在当今社会中的状况与革命意识的发

展是相对立的。工人阶级中的绝大部分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整

合，这并不是一种表面现象，而足植根于基础本身，植根于

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之中的： 宗主国的工人阶级从超

额利润、从新殖民主义的剥削、从军火预算与政府的巨额

津贴中分得好处。说工人阶级可以失去比锁链更多的东西也

许听起来粗俗，但却是一种正确的表述。

如此看来，法兰克福学派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实际上是对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学说的改写或修正。在这种改

写或修正过程中，他们先有了一个事实判断(不革命甚至反

革命的工人阶级取代了曾经革命的工人阶级)，然后才有逻

辑判断与思维方式的转换。而当大众社会的认知模式取代

了阶级社会的认知模式之后，法兰克福学派也就不可能把无

产阶级大众看作真正的革命对象了。法兰克福学派所渭的

“大众”虽然在更多的时候指代的是中产阶级大众或商业

意义上的大众，但却隐含了对无产阶级大众堕落为中产阶级

大众的失望与批判， 其中的政治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对无产阶级的失望使得法兰克福学派把关注的视线不断

地投向了个体，形成了一种二元对立(自律的个体与顺从

的大众)的思维模式，这为艺术与大众文化的进一步对立

埋下了伏笔。于是，对大众的弃之不顾，对个体的拯救，

犹太救世主义的渴望，政治行动主义的迷狂，皈依美学的

冲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叙

事元素，而大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特殊文化话语语境的叙

事模式下被书写出来的。

三、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文化传统

形成的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

化批判理论形成的文化话语语境。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是在西方现代传

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的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上形成

的，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背景与学理背景为法兰克

福学派提供的认知模式，使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思考有了一

个特殊的切入角度(首先从政治，然后才是商业)，而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

文化传统，形成了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从而使

得法兰克福学派展开了对大众文化的强烈批判。法兰克福

学派遵循着一种文化发展的逻辑。在人文主义方面，它继

承并发扬了西方早期人文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和工业

文明理论的批判，是对近代文化启蒙的反思和检讨。在美

学原理方面，它继承发扬了主体t义立场、歌德和席勒天于

艺术中张扬个性和自由的反理性立场，是对文化岂术在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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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的建构。在长期接受欧陆古典岂术熏陶的法兰克福

学派看来，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具有独特的

韵味以及超越、自由的特征，永恒、净化、和谐、优

美、崇高、意象、意义追问等应是真正艺术的美学追求。

然而，由于娱乐化、生活化的介入，大众文化的美学追求

出现了令法兰克福学派触目惊心的转换，他们认为大众文

化已经湮灭了真正艺术的本质和精神。

20世纪的30—40年代的德国和美国社会的文化状况基

本上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美国欣欣向荣的文

化景象对于这群深受欧洲古典文化的浸淫、有着贵族文化

背景且长期与高雅文化耳鬓厮磨的法兰克福人来说却是完全

陌生的，他们的文化素养与知识背景无论如何不可能使他们

像美国的知识分子那样投身于大众文化狂欢的海洋之中。

因此，从一开始，法兰克福人与美国大众文化的对峙甚至

对它的敌视无疑是存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多是精英

文化分子，以精英文化的价值标准为唯一标准，他们在学

术研究中固守着精英分子的传统思维模式，呼唤对现实社

会具有否定和批判作用的现代精英艺术，反对向现实社会

妥协和顺从的大众文化艺术。而美国的大众文化一方面使

他们进一步意识到了批判的必要性，一方面又唤醒并确立了

已埋藏在他们心中的精英主义文化立场，从而帮助他们形成

了艺术与大众文化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正是由于在西方现代传媒的广泛应用与市民文化形成的

历史文化传统的大背景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有认知模

式指导下形成的对大众文化进行思考的特殊切入视角，且

由于深植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中的欧洲古典文化传统所形成

的他们特有的精英主义思维模式等这些文化话语语境。才使

得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呈现出强烈的批判色彩。无

论当今的学者采取什么样的眼光、视角、方法与立场来审视，

都不应该把这种理论的话语语境悬搁起来。我们只有把社会

历史语境与一定的文化话语语境结合起来，才能对法兰克福

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作出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以摈弃对

于法兰克福学派人的思想简单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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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45页)就像是针对当下社会在说话。小说所具备的

这种当下性，使沈从文等现代作家的都市小说的重新被发

现和深入研究有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且，“随着21世纪

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沈从文的文化学意义也

将日益增显”。

沈从文焦虑于文明发展中的弊病和困境，试图用他的

“湘西世界”来为古老中国补充新鲜血液，着眼于“民族品

德的消失与重造”。在改造国民性这个向度上，他和五四新

文学作家和左翼作家的启蒙与救亡情结契合了，显示出他文

学创作的时代感和社会价值。沈从文自己实际上完成了对生

命和生存困境的思考和探索，为人类远景凝眸，这正是人文

学者的存在方式，和科技工作者一样致力于改善人类的状

况。现代人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在文明与自然之间，身心不

能和谐相处，在走向城市的进程中常常身心陷入困境：身在

繁华都市，心在山水宜人的乡村。人们创建山水城市的梦想

和努力，以及千里迢迢的观光旅游，无不表明人类心仪并且

执著地追求理想和谐的文明。

沈从文都市小说的创作和接受表明：人类在走向城市的

进程中存在困惑，但又一直执著地追求和谐的文明；文学与

城市之间的纠结关系，正是作家视野和研究者视野的交融

区。小说家以体验和想象来解释、虚构城与人，而研究者参

照现实中的城市形象和城里人的生存状况，凭借自己的经验

和推论来印证小说的合理性并阐释小说的意义。在这个作家

——作品——研究者的三角关系中，作家和研究者的情感倾

向和价值尺度通过作品媒介发生碰撞或者归于融合；期待视

野的融合或分离，直接影响着研究者对小说的理解和阐释，

即影响到小说意义的发掘和深化。接受美学认为，接受史既

是不同读者之间的经验的交流，又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而

这种交流和对话的产生，则意味着人们在城市化进程中存在

问题与困惑，意味着对新的城市形象书写的期待，人们试图

构建理想社会的努力不曾中断，而且对诗意及和谐的期待也

越来越迫切。“城市是人自己的成果，城市应该是人类存在

的一个‘家’，一个好城市能够成为人类灵魂的家园。”社会

学家的愿望同样具有诗情画意，代表了人们共同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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