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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论

叶 莲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 :>""+:）

摘 要：本文论述了后工业社会文化消费的特征，法兰克福学派称此为“文化工业”。进

而，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本质进行分析并指出其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通过这两方

面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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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文化又称后工业社会文化、信息社会

文化、晚期发达或跨国资本主义时期文化、后资

本主义文化等。后现代文化表现出了对现代文

化的一种反叛，集消遣性、休闲性、商业性等为一

体。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持否定批判态度，提出了

“文化工业”理论，该理论对后现代文化工业的本

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并且指出其对社会的负面

影响。

一、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消费特征

后现代社会文化的消费强调娱乐性、商业

性、消遣性和休闲性。消费原则可能把任何经典

文化、高雅文化产品拿来消解一番，消解其高雅

性和精英性。使其成为大众咀嚼和言说的话题，

失去其庄重和严肃。

第一，消费读物独占鳌头，后现代文化将是

没有名著和经典的时代。首先，名著应该是包含

着多种意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随着消遣

读物的猖獗，高雅文艺面临着覆没、堕落为低级

感官刺激品的危险。经典文本赋予读者的感受

是全面的，消闲读物只是单纯满足读者了解内

幕、秘闻或佚事隐私等花边新闻的愿望，纯粹是

一次性消费品，人们从中享受不到美感。其次，

经典文本富有浓度性和层次感，须深入领会，方

能品出个味来；消闲读物则平面化，满意悬浮于

话语表面，阅后索然失味。再次，经典文本富有

创造性，是艺术家在生活基础上的创造物，源于

生活，又高于生活；而消闲读物只是单纯复制、摹

写周围的生活事实，很难激起读者再次阅读的欲

望。最后，经典文本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

体，形式是不可或缺的；而消闲读物的价值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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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所述的故事上，是艺术形式的死亡。

第二，文艺经典文本被改编，后现代文化将

是一个没有艺术名著的时代。首先是人们不再

阅读名著，虽然购买名著，但主要用于装饰书架，

而不是阅读。文艺作品丧失了读者的阅读，也就

失去了生命力；其次改编热、缩写热，正肆无忌惮

地践踏着艺术精品。它们的出现迎合了当代人

的需要，即不愿劳神费力阅读名著，又想一知半

解以作谈资。于是人们热衷于观看或阅读这种

大众文本，反而拒斥原著。尽管改编或缩写对普

及和扩大其影响具有积极意义，但这是以牺牲名

著为代价的。文学名著也就是在这种过滤、蒸馏

和稀释的过程中最终死亡了。在现代文化中，除

了精英文化继续从各种俗文化中吸取有用之物

外，又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就是大众文化对精

英文化的反向吸纳。大众文化不但在自己的轨

迹上运行，而且也侵入过去属于雅文化的各个领

域，并且粗暴地强制性地利用雅文化的各种材

料、形式和主题，并将这些材料很快处理成流行

的熟悉的和易于接受的东西。一些经典的文学

作品和戏剧作品被改编成电视剧，严肃音乐的某

些片段，用通俗音乐的演奏方式加以处理，或原

本是阳春白雪的理论学术著作，被改编成学术小

品或散文等等，都是这种现象的表现。经由大众

化文化的特殊处理，雅俗的界限自然而然地消失

了，原本不流行不通俗甚至具有相当先锋性的文

化现象，也变成大众易于接受的消费文化新产品

了。

第三，后现代文化的消费也是娱乐主义和享

乐主义，在享乐主义世界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

告、化妆、电影、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和梦

幻的世界，追求的是有可能出现的、非现实的，而

且一定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因此，

消费主义不仅体现为广告及其对欲望的制造，也

是整个社会生产、包括文化产品的重要动力。在

市场经济下，不仅物质产品的生产受制于消费主

义原则，而且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也受制于消

费原则，如电视剧的播出要与广告搭配，电视剧

的模式也必须按照消费欲望化的原则来制作。

二、对“文化工业”的本质认识

如何看待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消费主义法则，

法兰克福学派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将这种现象

称为“文化工业”，并对之进行较为深入的批判。

第一，文化工业尽管表现出一种符合需求的

表象，实际上仍然是由不合理的社会力量所控

制。金钱是文化工业运转的枢纽和动力，它是存

在的目的和根源。商人的力量在文化工业背后

巍然屹立着，他们为自己的利益必须有意识为扩

大消费者提供适宜于心理机制的作品。因此，在

文化工业中艺术家必须迎合顾客的需要来创作，

“自由创作”从何谈起？另一方面，现在顾客并非

哪一个人，而是体现为文化市场的大众，但这个

“大众”不是量的概念，不是真正的杂多，而是由

海德格尔所说的丧失了个别性的“常人”所组成，

是一个单一同质的集合单位。为了满足这广大

的人们的同样需求，就必须处处要求有同样的商

品，这就决定了文化工业的产品，其类型、内容和

风格日趋单调和雷同。从这种齐一性、标准化可

以看出，文化工业的产品本质上是一种商品而非

艺术，而且是极平庸的商品。

第二，文化工业已丧失了艺术的超越性精

神，立足于世俗的基础。精英文化不可避免地具

有乌托邦的色彩和超越的意识，一般都与社会保

持一定的距离而对社会进行审美的审视。如阿

多尔诺说：“艺术和所谓的古典艺术恰恰在于它

的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形式，它始终是人类面对飞

扬跋扈的制度、宗教和其他方面的压力的一种抗

议力量。”［!］（"#$%）“这种艺术与日常秩序间的基本

裂隙，曾在艺术异化中保持开放。现在却被前进

中的技术社会逐渐封闭起来。”［&］（"%$）。艺术与

它蔑视、排斥并努力超脱的社会同化，被吸收为

社会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用来对社会进行粉饰

或调剂。它不再是象阿多尔诺所赞赏的那样通

过否定的中介来反映社会，而是取消了与社会的

距离，是否定性的消解。因此在文化工业的作品

中，最普及和流行的是娱乐消遣品即轻松艺术。

在高度专业化和分工日细的现代社会，富余的金

钱和闲暇不能使人完全改变它的社会角色，但却

能通过消费娱乐来松弛一下自己紧张的身心，恢

复体力和精力，忘却自己的烦恼和痛苦，从而可

以继续无动于衷地作为一个无意志的齿轮和工

具在社会生活中有效运转。大众社会对娱乐的

迫切需求使娱乐取代艺术成了文化工业的原则。

它恰恰反映出所提供的令人轻松愉快的娱乐消

遣中，意术的精神和生命已经灭亡了。

第三，就艺术技巧论，所有文化工业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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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完善的技术为后盾的。与古典作家相比

较，当代文化工业体系中一些创作人的作品往往

十分粗糙，但借助先进的技术装备，文化工业对

这帮作者起到一种驯化作用。例如，设备先进的

录音棚，常常使那些根本没有受到专业训练也并

无多少歌唱天赋的歌手，一夜之间成为歌星。这

也说明，文化工业的产品，其完善都是技术使然，

没有太多的艺术价值。文化工业只是使艺术品

的仿造和复制批量化，使人人都能得到赝品。把

文化工业的时代称作“机械复制的时代”是再恰

当不过了。

第四，由上可见，文化工业中的创作必然走

向程式化，程式化的创作又必然带来语言的限

制，这点在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的著作中也得到

揭露。为了保障一种被称作是“风格”的程式各

个创作门类都积极为自己确定了一套规定语言。

如爵士乐，就有着自己特定的五音阶调式，与众

不同的节奏类型和即兴演奏手法，任何古典大师

的杰作，都可以被它改编得面目全非。这种语言

和风格上的“特色”，不仅体现在作品中，而且会

由文化工业的宣传、推销、渗透到社会大众中，使

整个民族不自觉地学会使用这种语言。他们指

出，这种语言根本无法与丰富细腻的传统的民间

语言相比，它只会削弱民族语言的表现力，破坏

民族语言的优美和纯洁。

三、“文化工业”对人类的负面作用

上一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所作

的艺术批评。进而他们讨论了一个更为严肃的

问题：文化工业究竟是否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发

展？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文化工业的存在

和发展是资本主义衰退的标志，是一种严重的异

化现象。它首先表现在个人在大众传播媒介的

包围、改造下，日益失去自己的头脑和判断能力，

称为纯粹被动的文化受众和消费者。表面上是

大众在塑造大众文化，而实际上是大众被大众文

化塑造。文化工业中的一切娱乐活动都呆板无

聊，不仅剥夺了消费者的思想，也剥夺了他们的

感情和主体意识，使它成为一个与主体的本质相

背离的物化存在。

第二，凭着对娱乐手段和媒体的垄断控制，

文化工业进而具有了操纵大众的日常生活直到

内心意识的权力。一方面，文化工业的先进手段

使得“那些为了某些特殊的社会利益，从外部强

加于个人的需求”不断大量生产出来，特别是所

谓“强迫性消费”。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诱导下，人

们在消费过程中不断得到一种虚假的满足。另

一方面，在这个社会里，私人天地几乎全面受到

广告和技术合理性的侵犯，甚至”私人家庭也被

一体化的公共舆论所侵入，卧室都对大众传播媒

介公开化。”［!］（"#$）公共生活更是如此，“公共运

输工具、交通、电话工具、住房、食物、服装等商

品，以及无法抗拒的 文娱新闻产品，伴随着他们

的是已经规定好的观点和式样⋯⋯”［!］（"!!）这种

渗透首先通过做广告：文化工业的广告关系到人

的日常生活，所以它可以不遇丝毫抵抗就进入人

们的私人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将其完全改变，使

之达到逐渐划一。再也没有个人自己的思考与

判断、选择和拒绝。

第三，文化工业与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相结

合，使社会成为一个超稳定的、单调凝滞、死气沉

沉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是清一色的，“住的是集

中在一起的公寓房间、乘的是不能自由活动的小

汽车，家中电冰箱里充斥的是一式一样的冰冻食

物，看的是千篇一律的报刊杂志。”［!］（"%#%）甚至小

孩在未入学前，就以通过电视、广播等传播途径

接受了工业化统治所散布的意识形态。在这样

的控制体系里，人的存在“仅仅是一种材料物质

的存 在，它 自 身 没 有 自 己 支 配 自 己 运 动 的 权

利”。［!］（"#&$）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虽不无

偏激之处，但必须承认他们揭示的文化工业产品

艺术水准低下，大众文化压抑人的个性发展，造

成人的异化，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中的现实，对我

们冷静认识迅速扩张中的中国文化工业也是具

有相当警示意义的。同时，我们必须警惕文化工

业的恶性膨胀，否则必将导致真正文化与思想日

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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