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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力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投入 了过多的关注，而 
忽视 了技术社会中人的存在与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从人的存在与全面发展角度出发，对虚假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严厉地批判，揭 

开意识形态的虚伪的面纱，为使人得到全面解放而努力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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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 ， 

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发达工业社会进 
行批判的重要主题之一，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群体中，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意识形态理论的表述更为系统。 

意识形态一词是由 18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德斯杜·迪·特拉西 

在一次讲话中提出的，意识形态的提出是以为了完善人的性格，使 
人成为理性至上的人，从而达到解放人，拯救人的目的。但是，这是 
一 种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是一种高级的精神产 

物。这一精神产物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扭曲了 

真实的现实关系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一 书中对意识形态作过系统的阐述，他们认为，精神生产和物质生 

产的分工导致了意识形态的诞生，它是精神生产独立化的产物，也 

是特定利益集团的观念形态，特别是统治阶级用以操控人民大众的 
统治思想 ，特定利益集团利用意识形态来为其做的不光彩的事情加 

以辩护，予以粉饰，对群众进行欺骗。恩格斯曾表述过“意识形态是 
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 ，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 
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过程 

了。因此 ，他想象出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l】。” 

而法兰克福学派对 2O世纪意识形态的争论给予了极大的关 
注，因此，形成了自己的关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研究。法兰克福学 

派是从人的存在角度来对意识形态进行批判的，其意识形态批判理 
论在这种意义上也就是文化批判理论。 

首先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虚假的意识 ， 

具有欺骗性，通过对现实生活的美化来掩饰其本质与现状。 
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中对意识形态理论进行 

了论述，他指出，“马克思像斯宾诺莎和后来的弗洛伊德一样认为， 
人自觉地思考的那些东西大部分是虚假的意识 ，是意识形态的文 

饰，在意识形态和文饰，人的行为的真正动力是人所意识不到的 。” 
意识形态的根基并不在于人和社会现实中的真实观念，它掩埋了变 

革现实的可能性，意识形态被认为是一种虚假意识 ，原因在于它不 
能够使人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生活中人自身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因 

此，他对意识形态批判到，人的自觉思维使得人对现实进行了一系 
列的文饰与想象，这种盲目性的思维使人造成实在的歪曲，从而不 

能意识到自己本身真正的需要。只有当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转变为 
真实的意识的时候，人才有可能认识到人 自己本身真正的需要是什 

么。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多诺认为，人类为了与自然界作斗 

争，必须团结在一起 ，结成一个群体 ，共同进行生产。在这种团体维 

持生存的条件下，总是对人的本能和欲望进行压抑与管理 ，正所谓 
无规矩不成方圆，为了建立一种社会同一性，一切意识形态因此而 

产生 ，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是同一的，这也就导致了建立社会同 
一 性这一意识形态具有了虚假性。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统治阶 

级为了粉饰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冲突与分裂而生产了以消遣和娱 

乐等为手段的一系列产物来进行掩饰，这种意识形态具有很大的欺 
骗性质，例如，意识形态可以像戏剧、电影一样提供美仑美奂的幻影 

使人沉迷其中，从而掩盖现实中丑陋的一面。 

社会文明的进步与极速发展加剧了虚假意识对人的压抑，只要 
剥削和阶级还继续存在着，这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就不会 

消失，反而还会不断得到强化。因为，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全面发展着 
的社会，而且这种全面发展势头还在持续着，并未完结。而人则是这 

个全面发展中的社会的主体，所以，只有真正全面发展了的社会，充 
满着人性的社会，才会使压抑消失，尽而虚假意识也就跟随着消失。 

其次，在现代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还认为，意识 
形态除了它本身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以外，还是统治阶层为了维护自 

己的利益而演变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统治与操控的工具，这种强有力 

的统治与操控无情的将人的自由与 自主性扼杀了，意识形态作为一 

种维护统治阶层的工具，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各种大量信息 
与资源，通过文化工业所生产出来的形形色色的文化产物来操纵人 

们的生活，使人被这些产物所支配，异化人的本性。 

意识形态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大众进行洗脑、宣传与灌输 ，它的 

这一功能完全扼杀了人的个性 ，使人的自由思想、创造性和人的主 
体性逐渐消失，人变得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被物质所奴役的 

残缺品。马尔库塞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很好的诠释了这一观 
点，通过现代人的单向度特征来揭示出意识形态对人的奴役与操纵 

功能。他说：“发达工业文明的奴隶是受到抬举的奴隶，但他们毕竟 

还是奴隶，因为是否是奴隶既不是由服从，也不是由工作难度，而是 
由人作为一种单纯的工具，人沦为物的状况来决定的【引。”在发达的 

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文化的生产具有了一定的标准与程 

序，能够进行大批量的生产与销售，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丰富多样 
的大众文化产品为人们带来了人为规定的框架、风俗习惯以及舒适 

的生活方式。虚假的意识形态也在这些产品的控制与操纵中形成并 

发展着，随着这些大众文化产物对更多的社会阶层带来好处与利 

益，使这些产物可以变成各阶层的个人所有物，从而在人们的潜意 
识里认为它是一种比从前更加美好的生活方式，并且抗拒质变，因 

此，人的单向度的特征就此诞生了。 
在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是在人们无意识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操 

控的，它通过教育、大众传媒 、娱乐、消遣等各种方式已经悄悄地灌 
输到人的意识深处，人的行为也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被这些意识形 

态所支配着，奴役着。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看来，发达工业社 

会统治形式已经由传统的政治经济转变为现有的意识形态控制，意 
识形态已经成为了统治阶层维护 自身利益与统治的主要工具和力 

量。所以，想要使人类得以全面的“解放”就要对意识形态进行彻头 
彻尾地批判 ，将意识形态瓦解与揭露，也只有这样才能还原人的真 

实人性，摆脱意识形态对人的压抑与操控。 
从以上两大方面可以看出，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与 

态度的彻底性，他们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虚假意识与异 

化意识的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弊端在于粉饰现存世界的分裂与异 
化，又着重分析了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 ，指控发达的科学技术成为 
意识形态的爪牙对人进行欺骗与控制的行径，并对此展现出悲观绝 

望的情绪。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批判思想已经超越了政治经济表层， 
以人的存在为中心，从文化层面深入分析，揭露出那些在人的全面 

解放与发展和社会进步道路中成为绊脚石的异化力量，从而对此进 
行了深刻的批判。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理论的分析，能够 

从中吸收肯定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努力去克服意识形态对当今社 

会造成的消极影响与弊端，有效地协调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 
关系，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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