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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开始了

对资本主义和社会现实的全新批判，并发展了以文化作

为批判主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

性媒介，电影、电视作为文化的表征越来越嵌入到当代

人的日常生活中，文化工业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

人们看似平淡的生活。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

下的媒介批判，对于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

国，有很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意识形态：披着自由外衣的新型奴役

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无产阶级越来越意

识到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会揭竿而起对这种制度进行反

抗，那么，法兰克福学派试图解释的是，为何压迫变得愈

加明显时，大众却对此无动于衷。换句话说，为什么资本

主义下的人们参与到了对自身的压迫之中？法兰克福

学派试图从意识形态上解释这一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认为正是文化工业承载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控制着人

们的思想。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不认为文化工业等同

于大众文化，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社会自上而下的一种

文化输出，而在文化工业中起作用的正是意识形态，所

以又把文化工业比作“社会水泥”。值得注意的是，法兰

克福学派并不是“利维斯式”的文化精英主义，利维斯只

是在文化和审美上对大众文化进行了批判，而霍克海默

和阿多诺将矛头指向了文化工业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

斥责“文化工业”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帮凶，一起密谋着压

迫与不平等。

电子媒介作为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媒介、文化工

业重要的承载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工具，自然成为法

兰克福学派批判的重点。作为媒介中的意识形态，较之

传统的意识形态灌输具有更强的隐秘性和无意识性，并

且具有广泛性和渗透性，披着更加真实的合法性外衣。

隐蔽性体现在意识形态经过文化工业的包装从而以文

化的形式充斥在日常生活中，并塑造着扁平化的生活方

式。意识形态在媒介的作用下，将其根植在了人们的潜

意识中，使人们在进行社会活动时无意识地行使着资本

主义的“命令”，并以打破规则、特立独行为耻。“占统治

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就是它以

一种特殊方式隐瞒阶级剥削，以致任何阶级统治的痕迹

都系统地从它的语言中消失了。事实是，它本身的状况

不允许任何意识形态以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出现。”①这

也就揭示了为什么处于资本主义压迫中却无动于衷，为

什么赋予了不自由的实施者以权力，甚至自我反抗的企

图却成为了更加强烈的束缚。

二、文化工业的控制途径

（一）文化控制：技术、资本、文化的交织
技术的变革，把人们带入到了电子媒介的时代，技

术作为主要派生力量和文化工业的物质条件推动了媒

体文化的扩张，将文化深入技术理性之中，技术也成为

支配自身的理性。“技术之所以能够获得文化工业的控

制力，原因在于存在着强大的经济力量，即资本主义的

绝对权力。而资本要想获得控制社会的权力，又离不开

现代技术的发展。在资本权力的作用下，文化才能按照

工业的模式加以生产与管理，技术的合理性才变成支配

合理性，成为社会异化自身的力量。”②技术和资本权力

的结合产生了媒介的工业模式，也塑造了媒介生产的逻

辑导向，从而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媒介产品的价值追求。

比如，不再从文化价值和内容深度上去评价媒介作品，

而是以票房和收视率作为媒介产品成败的唯一指标。

这充分说明技术理性下对于评判标准的改变，不再以人

文价值为导向，而是以量化的技术标准和对影响效果的

评估作为指导媒介生产活动的纲领。

法兰克福学派否定仅从技术上解释文化工业，而是

应与其背后的控制力量结合。遵循资本主义市场逻辑

的媒介产品是以观众的娱乐需求作为生产指标的，为了

利益而批量生产，必须以贩卖“娱乐”完成资本的积累和

工业的再生产。所以，媒介作为文化工业在技术与资本

权力的共谋下，生产着大众的娱乐欲望，使人们陷入“虚

假需求”的陷阱中不能自拔，也将人们对于社会的理性

思考和追求民族的自由置换成了对于娱乐的需要。因

此，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认为：“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

利：它从外部祛除了真理，同时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

确立起来。”③

（二）消费批判：消费作为媒介文化的主导
由于物质条件的极大丰富，社会从生产型转向了消

费型，“生产”不再是社会发展的要务，“消费”成了推展

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哈贝马斯认为：“大众文化理论的

出发点，是商品形式也涉及了文化”④。作为商品的媒介

文化自然遵循消费逻辑，对于利润的无限追求是其根本

动力，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从而完成再生产的过

程。文化、技术和资本的结合，也使大众文化从高雅走向

了低俗，从而满足大众的“虚假欲望”。文化成为消费品

的同时，也使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正因如此，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说：“真实生活再也与电影分不开了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的生成逻辑
———基于媒介文化的视角
□ 赵明哲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开创了媒介批评理论的先河，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重要的一部分，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
下的文化现状和不平等关系，发展了马克思的学术思想。由于文化作为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所以批判的触

角延伸到以文学、电影、电视、音乐、报纸等为载体的文化工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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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观众来说，它没有留下任何想象和思考的空

间。”⑤娱乐所承载的自由，也不过是脱离了思想的自由，

消解了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认识。马尔库塞认为，由于人

们得到了被维持资本主义制度所生发出的需求的满足，

从而被现存的社会所操纵，失去了反向的否定能力和个

性，而成为了一味臣服的“单向度的人”。正如马尔库塞

所说：“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盛行着一种舒适、平稳、合

理、民主的不自由现象，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⑥

文化工业生产更多的文化消费品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而资本权力塑造的购买欲望又反哺着文化生产。在

批量生产的过程中，千篇一律的文化也就变成了真正的

“大众文化”，这种方式下文化产品消解了作为艺术独一

无二的本真特性，商品性和复制性也导致了文化产品的

非艺术性。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

文化工业生产的大众文化取代了有精英文化价值追求

的高雅文化，同时机械复制时代也使艺术作品的核

心———“灵韵”荡然无存。

故而，对于大众文化，人们不再从审美的角度去把

握，不再沉醉其中探寻作品的文化指归，而是停留在

“看”的形式上，文化工业也只是对于其形式的复制，受

众的接收方式也不再是审美性的。“艺术享受退化为消

费的被控制的消遣。”⑦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说：“人

们在听轻音乐时，从听到流行歌曲的第一个音节，就可

以猜出后来的续曲，往往因为乐曲果然如所猜想的，也

就自得其乐。短小故事的字数也是不变的，不多不少老

是那么多。甚至逗乐的技术、效果、幽默讽刺的方式都是

按一定格式设计出来的。”⑧

三、结语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研究开创了媒介批评理论的

先河。但是，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社会和文化采取宏

观视角，没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产品的具体问题上进行

分析，也没有在受众的方面进行考虑。面对即将到来的

5G时代，面对更加便捷、复杂的信息网络，媒介该怎样

把握技术与理性的关系，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我们理应思考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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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 2018级硕
士研究生）

随着网络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微博、微信等为公众

意见的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渠道，受众拥有了

传播信息的权利，传播地位不平等的局面大大改善。同

时，网络的诞生优化了大众传播的活动，社会大众通过

网络传播的服务，不断参与交换、创造和传播信息的活

动，其接收信息的渠道和方式逐渐多样化，不再拘泥于

传统媒体所报道的内容；社会大众可以任意切换传播角

色，人人既是传播者，又是消费者。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的中心化传播结构受到了挑

战，多极化和多元化的传播中心成为当下传播的趋势，

构建出了“中心化—去中心化”的语境，引发了话语权的

交替。正如喻国明所言，互联网是一种“高维媒介”，而这

一增加的维度最大的特点，便是激活了传统媒体时代受

到技术发展和权力体制体系制约的受众的力量①。换句

话说，传统媒体的话语中心体系被逐渐削减，对话语权

的控制力也在逐步削弱，由此带来的则是主流意识形态

的声音不断被边缘化，传统的话语权威被不断解构。

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表示，人们由于自身有限

的能力，必须靠新闻供给机构来感知周围的世界②。在专

业化手段和规模化操作的比较下，传统媒体始终占据着

新闻来源；虽然自媒体偶尔会推出几个“网络爆款”，但

新闻的后续报道始终掌握在传统媒体的手中。此外，随

着传统媒体纷纷入驻互联网，加强“两微一端”的建设，

新闻的话语权慢慢又聚集在了传统媒体手中。

由此可见，传播话语权经历了“中心化—去中心

化—再中心化”的变化路径。本文尝试按照这个路径，探

析拟态环境的变化。

一、中心化语境下的拟态环境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我们所提及的媒介主要是指报

浅析“拟态环境”的嬗变趋势
□ 涂钟予

摘要:随着互联网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微博、微信等为公众意见的表达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和渠道，每个受众因而拥
有了传播信息的权利，传播地位不平等的局面得到了改善，传播格局也历经了“中心化—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变

化。同时，由于新媒体具有传播信息快、容量大、范围广等特性，使一些原有的传播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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