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肯定文化”、“大众文化”与“文化工业”
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思想， 必然涉及法

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提出的三个核心概念即 “肯定文
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

“肯定文化”最初是1936年由霍克海默首先提出的 ，
1937年，马尔库塞的《肯定文化的性质》对这一概念进行了
深刻的解读。 在他看来，文化本身对于社会就有肯否双重属
性，而到了资本主义发达阶段，否定性的维度将会丧失，只
剩下肯定性的单向度文化， 这种意识形态实则是为整个资
本主义社会服务的， 本质上是为了维护现有的资本主义制
度。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该学派的研究视域发生了变
化，由最开始的“肯定文化”转向对“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
进行研究。

到了1947年，《启蒙辩证法》出版时，使用了新名词“文
化工业”替代了“大众文化”。这一替代有着更深层的意义。阿
多诺指出，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人们产生一种误解，即认
为法兰克福学派所研究的大众文化是自觉地产生于大众的
文化。 “文化工业”一词凸显了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模式化的
特点，通过广泛的复制文化产品，抹杀人们的个性，使社会
失去了创造性和批判性，束缚了人们的意识。 法兰克福学派
用“文化工业”一词揭示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下大众文化成
为资产阶级束缚、控制大众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经历了“肯定文化”—“大
众文化”—“文化工业”的变化，不仅是对文化现象的思考，更
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与当前大众的冲突与否
定。 法兰克福学派在这一历史时期抓住了这种内在矛盾，形
成了特色鲜明、系统严谨的文化批判理论，为以后的文化批
判研究起到了启迪和导向作用。

二、反文化工业———法兰克福学派的鲜明特征
文化工业将文化、艺术变成商品，生产与消费与市场接

轨，服务于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和价值规律。 法兰克福学派针
对文化工业，一直是持有鲜明的反对态度，重点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文化工业导致大众文化商品化，创造性丧失。 《启

蒙辩证法》提到：“文化工业引以为豪的是，它凭借自己的力
量，把先前笨拙的医术转换成消费领域以内的东西，并使其
成为一项原则， 文化工业抛弃了艺术原来那种粗鲁而有天
真的特征，把艺术提升为一个商品类型。 ”

其次，文化工业要求生产标准化、流程化，导致个性作
品被扼杀。 通过霍克海默等人的描述，按照标准的程序和
规则，大规模的文化产品其本质都是复制品，这一现象会
导致文化产品呈现趋同性和非个性化。 阿多诺认为，流行
音乐结构简单，旋律反复、机械化的操作使得听众跟着机
械性的反应。 因此，艺术鉴赏的本性被瓦解，使得大众对艺
术的欣赏与理解回归低级、附庸状态，助长了对产业化复
制品的需求。

最后，文化工业的发展对美学批判产生了消极影响。 西
方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康德的美学理念， 认为
美是某种意义上超越功利、超越物质的存在。 无论是艺术品
创作还是鉴赏，都体现了人的本质，即自由。 艺术是人的个
性的自主创造和理性判断，因此，艺术是涉及私人领域的。
文化工业的存在和发展，使得这一性质逐渐淡化，艺术的美
学性丧失，艺术品沦落成一种商品，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产
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大众对文化产品的认知，但是
其超越自由的品质已经不复存在，艺术开始走向异化。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贡献
法兰克福学派针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从多个角

度进行批判，这一理论批判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后世
文化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同时，受到其特定时代背景影响及
法兰克福学派自身带有一定偏激的倾向影响。 研究一个思
想流派， 理清它的理论价值和自身的局限性不仅有助于我
们更加全面、客观地看待思想流派本身，而且可以为我们分
析问题、思考问题提供更加理性、全面、深刻的思路。

首先， 法兰克福学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关 于 反 模 式 化

（东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00）

张添翼 车世正

摘 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兴起于欧洲，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思
潮。其中，法兰克福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之一，有着深刻的意义与研究价值。法兰克福学派以霍克海默、本雅明、
马尔库赛、阿多诺等人为代表，其思想体系完整，理论深厚，关于反对模式化发展，反对机械性复制文化产品的论述更是理论
丰富，值得研究。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 反模式化 理论批判

思想理论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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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深化了资本主义批判方法。 霍克海默在《批判理论》一
书中曾写道：“伴随着通往合理化的、自动化的、被总体管理
的世界之趋势而出现的令人发怵的事件……这个时代，甚
至连相对的个人自由性这些遗留下来的东西也要全部扼
杀。 ”资本主义通过输出政治、经济、文化等异化人们的反抗
意识，使人们成为资本主义的傀儡。 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吸收了各学科的知识， 如文
学、政治学、哲学等，丰富了文化批判理论，从多个角度对资
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展开抨击， 唤醒沉睡在人们心中的反抗
精神，为无产阶级反抗做出了宝贵贡献。

其次，法兰克福学派以商品为着眼点，开辟了文化批判
的新视域，为文化批判带来了更多新思路、新发展。 马克思
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商品概念、 价值理论有着深刻解析，但
是，马克思并没有从对经济批判的理论引申到文化、艺术的
批判。 受到马克思所处时代的限制，大众文化远没有像二十
世纪那样，当时资本主义大众文化弊端还没有充分暴露。 法
兰克福学派大胆提出一种观点， 即垄断资本主义社会下的
大众文化商品其实就等同商品， 这种观点受马克思的商品
价值理论影响。 马尔库塞表示：“在这个世界中，艺术作品，
同反艺术一样，即成为交换价值，成为商品。 ”阿多诺更是直
言：“说起文化工业的典型的文化产品时， 我们不再说它们
也是商品，它们是彻头彻尾的商品。 ”

法兰克福学派揭示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拜物性，和
大量文化产品工厂化的生产使其丧失应具备的艺术价值，
资本主义麻痹大众、统治大众的意识形态一览无余。 在法
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多角度批判中，政治经
济学角度的批判是首要角度，以及文化、美学、文学、社会
学等多角度的批判使其不断拓展、深入，形成了一套批判
体系。

四、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局限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艺术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其独

特的视角、 尖锐的批判理论为后世研究文化艺术提供了借
鉴。 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因其比较偏激的批判立场引来了一
些思想家、理论家的质疑。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 ，
资本家对金钱的狂热追逐，商品价值规律的大肆宣扬，工
厂化、 商品化的趋势使得资本主义将获利手段延伸到了
文化领域。 文化工业的欺骗性使得艺术商品失去艺术价
值，变成赤裸裸的商品，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批判具有一
定的合理因素，但是这种激烈的批判态度注定其理论具有
片面性。

其次，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构成的特殊性，其主要研究成
员都有一定知识背景、阶级背景，因此，一定程度上他们带
有旧的文化贵族立场，以一种圣人心态、上帝视角看待普通
大众的文化生活。 他们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评价尺度将文
化划分为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并且站在他们的态度、立场
上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批判与讨论大众文化。 他们把大
众文化看成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人们、 禁锢人们思想的
工具，他们没有看到的是，大众文化的出现不仅加快了文化
的传播与普及，而且为现代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 面

对这种文化发展倾向，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精英文化的代表
呈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轻蔑态度，在他们的价值观里大众
文化这种低级的、 腐朽的文化不能与他们的贵族精英文化
一道并行。 他们的批判理论表现出来的是对精英文化的怀
念与伤感，并没有用历史的、批判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
发展的趋势。

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化最后一批具有纯正血统的 “日
耳曼贵族”，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成员在青年时期
遭遇二战，被法西斯当局迫C，后流亡美国。 受其时代背景
的影响，当时德国社会中法西斯的集权统治、战后美国垄断
资本主义庸俗文化的影响， 加上这些知识分子本身的精英
文化定位和犹太背景， 使得他们的文化批判具有浓厚的悲
观主义色彩。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深受西方启蒙文化的影响，
有着远大的理想追求与抱负，然而，他们无法找到通往终点
的现实道路。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理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
矮子”。

最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
以出现大众文化的异化，人们的思想被上层阶级操纵，一个
直接原因在于文化工业下科技的发展导致大众文化批量的
复制传播，这种强大的生产、传播能力为资产阶级带来巨大
的经济效益，被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奉若神明。 然而，科学技
术的大批量复制导致文化产品大量的流入商品市场， 这无
疑是对精打细磨的传统艺术严峻的挑战。 马尔库塞认为；
“艺术的异化，连同它的否定方式，都屈从于技术和理性的
进程；如果把这一切变化视作技术进步的话，便可以看出它
的不可逆转性的深度和广度。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由于
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文化的反文化倾向越来越突出，在当
时的资本主义阶段科技明显是起否定作用的。

自文化工业发展以来，模式化发展被普遍诟病，法兰克
福学派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了文化工业的拜物性，
当文化产品的生产像商品生产那样组织起来， 文化领域的
拜物主义就不可避免。

快乐通常是指什么都不想、随遇而安，即使是苦难临
头也把它忘掉。 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表现，
是逃避；但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逃避痛苦的现实，而是
逃避企图抗争的最后一丝想法。 娱乐所带来的解脱是摆
脱思想与对立面。霍克海默在《文化工业》里如是说道。正
如文化工业的发展历程， 模式化的发展所创造出的文化
产品。 “快乐”，大抵如此。自由是艺术的首要本质，是一切
伟大艺术的内在驱动力。 一件艺术作品的完成不仅需要
创作者深厚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专业修养， 更需要一颗
不被各种枷锁禁锢的灵魂。 模式化发展无疑打破了这一
规则。 大批量的模仿和复制，伪个性化的盛行，使得艺术
作品不再艺术。

在大众文化的蒙蔽下， 人们开始逐渐满足于文化工业
所提供的快餐式单向度文化产品， 大众批判与否定现实的
反叛意识被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所吞噬，在这种环境下，大众
逐渐成为满足于没有思想内涵的，只会自我陶醉的“享乐
者”。 经济利益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导火索，资本发展的驱
动使得科技快速发展， 资本主义改变了传 （下转第 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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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09页） 统的暴力统治方式， 这种方式更加隐秘、
温和，通过灌输大众文化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这种看似无
C的方式其实是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掩护。

模式化、信息化的发展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深远，正视其
弊端，也不忽略其优势，扬长避短，综合考量，即发展模式化
的大众文化，方便大众获取文化材料，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
需要。 同时要发展高雅艺术，努力发掘艺术的本质，鼓励艺
术创作，做到雅俗共赏，提高大众的艺术鉴赏能力，努力让
文化产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

社，1997.
［2］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5.
［4］孙正聿.哲学通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5］上海社科院.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M］.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8.

自己的综艺。可以这样说，仿韩综艺更像夹缝中的“四不像”，
既不能完全模仿韩国流行综艺高热度又具有持久性的文化
内核，又不能像原创综艺那样别具一格。 如果不能找到一条
既满足都市快节奏的生活所需要的娱乐性， 又带有中国特
色及文化传承的发展道路，那么这一波热潮过后，中国的综
艺节目又将何去何从？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知道仿韩类综艺有自己的优势但也
存在较大的问题， 立足中国本土的原创益智类综艺有值得
学习和发扬的优点， 但同时休闲娱乐类难以走出局限。 所
以， 中国未来不管是益智类还是休闲娱乐类综艺的发展都
应该兼顾两者所长，弥补不足。

（一）学习借鉴但不能完全模仿。
韩国近20年来对流行娱乐综艺的探索已经相对完善，

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 在技术手段方面我们有很
多可以学习，例如跟踪拍摄，多机位、多角度同时拍摄，这在
大型室外娱乐综艺中是一种很好捕捉精彩瞬间增强趣味性
的好方法。 韩国综艺中最常用的后期弥补声音或者画面不
足的技术手段，也值得我们学习。 给人物配上合适的表情或
者绘制出人物所描述的场景都能够增加节目的看点， 是日
后综艺发展的方向之一。 但一个节目最终的呈现效果并不
是只靠技术就能实现的，而是节目本身内容及形式决定的。
《奔跑吧》虽然向韩国购买了版权，却几乎照搬所有游戏形
式、节目内容，丝毫看不出新意。 未来的综艺应该立足于本
国的文化，选择贴近国民生活、价值取向的主题进行创新，
至少节目内核应该是原创的，有本国特色的。 在技术手段方
面或者其他国家优秀作品中好的方式、 好的技巧可以学习
借鉴以完善播出效果。

（二）节目内容应该是有内涵的，不是为了娱乐而娱乐。
《中国诗词大会》以新颖的形式吸引了观众，在娱乐的

氛围下传播了中国文化，向大众普及了传统知识，既是放松
又是学习。 说明节目内容充满内涵和正能量是主流的发展
方面。 相比《奔跑吧》明星很多时候为了节目效果而故意搞
笑娱乐大众，有内涵的综艺节目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如
今仿韩热潮来袭，大批综艺都走娱乐大众的没营养的路，观
众很快会审美疲劳， 能在千篇一律的娱乐中脱颖而出的就

是有内涵的、传递正能量的、能带来精神力量的综艺。 电视
综艺节目要想维持稳定的收视率，“内容为王”始终是关键。
伴随海外电视节目进来的，是“他者”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
输入及传播［1］。

长期浸淫在异国文化价值体系之下容易侵蚀中国文化
的独特性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对于本土文化走出
国门是不利的。 传统文化与综艺节目的结合为国内综艺节
目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从丰富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创造
素材，寻找中国文化元素与综艺节目的结合点，这些基于中
国文化的原创电视综艺节目是极其珍贵的尝试和努力［1］。中
国大量从韩国 “进口” 综艺说明了韩国的综艺节目制作精
良，观众反响好，起码节目是优质的才会被引进。 中国原创
的综艺没有好的收视率， 恰恰说明了以前的综艺节目缺乏
新意，不足以吸引目光。 引进过后也要思考是什么让国外的
综艺能够走出国门走进中国。 益智类中我们已经有了《中国
诗词大会》这样的领头羊，其他方面的综艺也不能抛弃或者
违背我国文化，要注入中国文化精神内核，抵制低俗趣味，
积极寻找创新点，不但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

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文化博大精深，电视产业作为传
播面最广的方式，应该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丰富人民生活
的责任。 源远的中华文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汲取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加以创新，在不断失败中吸取经验，比抄
袭、照搬、模仿更有发展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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