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批判理论的
基础上， 以文化批判为视角对社会展开了全面的剖
析。 文化工业深刻地指明文化产品机械化、 流水线、
市场化的特征， 它对我们剖析当下社会的“三俗”
文化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 2014年文
艺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的文艺事业虽然硕果累累， 但
也“存在着模仿、 千篇一律的问题， 存在着机械化
生产、 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低俗不是通俗， 欲望
不代表希望， 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1 ］。
“三俗” 文化一般是指低俗文化、 庸俗文化和媚俗文
化。 低俗文化是低级趣味的， 是与超凡脱俗、 高尚
情趣、 积极奋进等具有社会进步价值的内容相背的，
其跌破了通俗的界限， 它迎合了人性中丑恶的东西，
违背了道德的基本底线［2 ］； 与高雅文化相对比， 庸

俗文化则是具有诙谐、 低级趣味、 灰色幽默等色彩
的文化； 媚俗文化是指文化制造者通过曲意迎合人
们的不良嗜好、 一味地迎合那些特殊需要的人群而
形成的文化形态。 俗有通俗和低俗之意， 但低俗又
不同于通俗， 低俗是违背人类理想追求， 靠拢卑下
的本能冲动， 其没有艺术可言的表现和没有思想的内
容， 对于人的精神健康有危害作用［3 ］。

一、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文化工业是指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使文化产

品被大批量进行复制生产与大范围实现传播的文化
娱乐工业体系。 “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都是自上而
下被承袭下来的， 它凭借自己的力量， 把先前笨拙
的艺术转换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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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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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的东西， 把艺术提升为商品类型。”［4 ］121

文化工业反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对文化领域的
渗透， 虽然文化工业的技术合理性提高了信息传播
的效率， 使文化交流频繁， 但也使文化产品趋于标
准化、 商业化， 它使文化产品失去了原有的独创性，
文化产品的生产不再关注于审美价值和批判功能，
仅仅关注于文化产品的经济效益， 关心于它所创造
的利润价值。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科技进步， 利
用广播、 电视、 广告公司、 印刷出版部门等现代传
媒对社会进行更加有效的社会控制， 其实质是为了
维护和控制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 文化工业凝
聚了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 是意识形态合法化的工
具， 文化工业使人们在追求文化物质需要下， 逃避当
下社会的问题， 借助文化产品对虚幻世界产生一种满
足感， 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实质的批判，
揭示出文化工业的虚妄意识， “艺术从虚假普遍性
的目标中得到了自由， 它凭借这种自由而恪守诺
言。”［4 ］122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文化工业通过广播、 电视
等现代传媒技术， 宣扬新的生活方式， 在此生活方
式所营造的虚假幸福中将阶级的意识形态灌输给人
们， 使人们把这些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价值模式
当成固定的模式， 从而失去了自身独立思考与判断
的能力， 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的反抗意识， 最终实现
对人们意识形态的控制。 而文化工业的虚假性主要
体现在： 第一， 需求的虚假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学
者看来， 发达工业社会中， 生产标准是以消费者的
需求为基础， 因此人们顺当地接受文化工业的标准，
但人们对文化工业的需求并非单纯地由自身所决定
的， 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塑造的。 在文化工
业技术的推动下所形成的标准化和大众化生产皆是
由具有支配社会的经济权力所主导的。 在当代社会，
由于商品的选择性广泛， 人们面对种类繁多的商品
无所适从， 同时由于个人的时间有限， 人们无法花
费充裕的时间对各类商品进行比较与仔细选择， 人
们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受到广告或商家促销手段的影
响而产生虚假的购买需求。 广告的介绍使人们对商
品有更多的认识， 但是纷繁的虚假广告也会不断刺
激着各种虚假需求的产生， 同时浮夸的广告也会误
导消费者的需求取向。 第二， 消费的虚假性。 法兰
克福学派认为， 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不是真心
实意、 符合自身需求的消费， 消费者的消费理性被
物化世界所侵蚀。 在物化世界中， 人们的消费观念

发生异化， 崇拜物质化的商品。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
论学者们认为， “在文化工业体系中， 产品的使用
价值被放逐了， 而它的交换价值却成为了评估商品
价值的唯一指标， 可以说， 在市场上， 文化产品本
身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使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 使人
的道德境界得到提高等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重要的
是交换价值，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 资本逻辑取代了
审美逻辑。”［5 ］第三， 快感的虚假性。 “文化工业对
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4 ］123娱乐制
造商通过广告、 电视、 互联网等现代传媒来传播一
些虚假的信息， 以此来渲染社会的一种幸福感， 营
造出一种虚假的幸福和平景象， 使人们得到娱乐的
快感， 沉溺于文化工业所渲染的虚假幸福中。 “文
化工业苦心制造的文化就是为了迎合机械劳动中疲
惫的人们的需求， 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承诺和越来
越好的无限的娱乐消遣来消解人们内在的超越维度
和反抗维度， 使人们失去思想深度， 从而在平面化
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 在这种文化工业立足于文
化苦心营造的多彩而虚幻的世界图景中人们不再批
判不再反抗， 而是以一种肯定性的思维认同现实的
生活。”［5 ］“不要指望观众能独立思考： 产品规定了
每一个反应， 这种规定并不是通过自然结构， 而是
通过符号作出的， 因为人们一旦进行了反思， 这种
结构就会瓦解掉。”［4 ］103文化工业所制造出的文化给
人们带来了娱乐的功能， 使人们得到了视觉上和感
官上的愉悦， 但也使人们沉沦于文化工业所造就的
虚假的幸福感之中， 使人们失去判断能力， 失去对
残酷的现实社会的反抗意识。

二、 “三俗” 文化的虚假特性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 文艺市场日渐繁荣

下亦存在着良莠不一的文化产品。 在过度追求利益
的过程中， 部分文化生产者借助电视广告、 互联网
等大众传媒方式不断轰炸人们的理性需求， 从而产
生虚假的文化产品需求。 以低俗恶趣的内容吸引消
费者的眼球， 刺激其购买欲望， 又以文化产品中的
娱乐性给人带有虚假的快感享受， 更令人沉迷其中，
无法自拔。
（一） 文化需求的虚假性
文化工业批判理论认为人们在文化消费中迷失

本性， 在纷繁的广告中丧失了理性的判断与反思能
力， 从而刺激着人们各种虚假需求的产生。 在现代
化的文化工业时代， 各类文化产品搭载着广告、 电
视、 互联网等现代传媒， 蜂拥而入大众的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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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俗” 文化趁势在文化市场中占领一席之地。 “三
俗” 文化主要借助文化工业中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技
术呈现， 又通过网页中纷繁的广告刺激人们的虚假
需求， 满足人们的低俗趣味需求， 致使人们失去判
断真实需求的能力， 打破人们最基本的文化底线。
“大众文化中媚俗的激增， 在技术层面上， 是由机械
复制的工业生产带来的文化产品的平民化导致的
……而其已形成的社会现实基础， 则是消费社会的
社会流动性以及消费大众对社会地位进行符号化认
同的文化心理需求。”［6 ］“三俗” 文化的扩大化是由
人们的需求而产生的， 但这种需求是由广告和互联
网等刺激产生的虚假需求。
（二） “三俗” 文化消费的虚假性
“三俗” 文化之所以有市场， 是因为人们对“三

俗” 文化有消费欲望， 这种消费带有一定的虚假性。
现代文化工业市场下， 消费者的消费理性在物化世
界的虚假消费中消弭了， 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偏差，
不再以文化产品的使用价值作为消费的依据， 消费
者的消费选择不是以文化产品真实的文艺价值作为
消费判断。 消费文化工作者和文化生产者不再以文
化的艺术感、 美感等作为艺术评判标准， 而是以交
换价值作为衡量文化的指标， 以低俗、 粗鄙的文化
内容来吸引眼球， 以此谋取利润， “资本逻辑取代
了审美逻辑”。 例如， 广告商利用明星效应为自己的
产品代言， 从而带动人们的消费， 这些广告带有一
定的欺骗性与夸大性， 人们盲目地追求明星， 对其
代言的产品盲目消费， 失去了理性思考， 是一种虚
假消费。
（三） 夸大娱乐功能的虚假幸福感
文化工业带有一定的娱乐性， 利用技术资源与

设备不断地给予消费者承诺， 又不断地欺骗他们，
在社会中营造一种虚假的幸福和平景象， 给人们带
来娱乐的快感。 “三俗” 文化在人群中具有消费市
场， 人们对于它有世俗需要， 其原因在于“三俗”
文化具有娱乐性， 能够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幸福感，
然而在文化工业化时代下， “三俗” 文化的娱乐功
能被扩大化了， 在娱乐放大镜下其低俗成分随之渲
染扩散， 使人沉溺于虚假幸福之中。 例如， KTV的
兴起， 原本是为了缓解人们的工作疲劳， 以唱歌的
娱乐形式来缓解人们的工作、 生活压力。 但为了追
求更高的利益， 满足部分人群低俗的文化需求， 存
在一些 KTV从事着一些非法的、 低俗的营业功能，
使人沉迷一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之中。 “三俗” 文化

夸大了文化的娱乐作用， 令人获得一定的愉悦性，
从而获得人们的喜爱， 但“三俗” 文化也在消弭着
人们的意志， 以满足人们的欲望， 令人沉迷于“三
俗” 文化所造就的虚假幸福感中， 失去判断能力，
从而在面对残酷现实中， 选择以沉沦于“三俗” 文
化的方式来逃避现实社会。 正如习主席所说的：
“欲望不代表希望， 单纯感官娱乐不等同于精神快
乐。” “三俗” 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感官快乐， 并未愉
悦精神， 反而是在消弭精神快乐。

可见， “三俗” 文化通过制造虚假性需求、 消
费和娱乐的方式， 迎合了部分读者观众的品味需求，
获得商业利益， 但其不断突破了社会公众的道德底
线， 背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背离了人类精神
生活发展的应有导向， 使人们的价值准则受到偏离，
进而危害社会的公共安全与良好的文化氛围的营造。
更重要的是， “三俗” 文化的盛行表明人文精神和
人文内涵的丧失， 它使大众传媒在运行中放弃自身
的社会责任， 在制造虚假的繁荣背后是为了追求个
人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 “三俗” 文化对我国文化
事业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影响我国文艺市场的健康
运行， 也会阻碍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顺利运行。

三、 抵制“三俗” 文化的对策
“三俗” 文化在需求、 消费和娱乐方面造成的虚

假性， 致使人们沉迷于“三俗” 文化带来的虚假幸
福感， 如上瘾了一般， 使人精神上萎靡不振， 价值
观发生偏颇， 在文化市场上无法分辩良莠。 因此我
们必须要强烈抵制“三俗” 文化， 加快对文化市场
的管理， 孕育山清水秀的良性文化场域， 培育健康
文化。
（一） 积极培育、 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三俗” 文化的虚假性致使人们在文化市场潮流

中受到各种价值观的冲击， 无法以正确的价值观作
为价值判断标准， 做出正确的价值选择。 坚持我国
先进文化所弘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能有力地
指引人们正确的价值取向， 坚决抵制“三俗” 文化
的精神侵蚀。 因此， 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自觉践
行、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其为文化工作指
导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坚决
抵制“三俗” 文化之风。 要引导主流媒体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与宣传， 同时宣传积极、 健康
向上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 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与历史使命感，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文化武

怀化学院学报 2016年 7月· 58  ·

万方数据



器， 敢于批判与抵制“三俗” 文化所宣扬与崇尚的
腐朽、 堕落的世界观、 人生观与价值观。
（二） 健全主流文化导向、 文化批评等文化机制
第一， “三俗” 文化的盛行对主流文化造成了

一定的冲击， 造成了主流文化的缺失， 影响了大众
的价值取向， 致使人们在文化市场潮流中迷失价值
方向与精神需求。 抵制“三俗” 文化的一个重要举
措就是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主流文化的建
设，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 积极建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 主流文化应以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形
式展现， 而不是在文化市场中高高在上的， 要走下
神坛融入到江湖之中， 将主流文化的价值观以通俗
化的表达方式来丰富文化内涵， 同时要创新表达方
式， 更好地引导人们的文化追求。

第二， “三俗” 文化的产生造成了文化市场中
存在着主流文化与次文化之间文化矛盾， 从马克思
主义文化理论出发， 以文化视角对文化进行批判成
为了净化文化市场的途径之一。 文化批判是人们一
种创造性的对象化活动， 是批判社会现实的一种精
神活动过程。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文化批判的基本路
径， 借助大众文化传媒， 认同和肯定主流意识形态
和良好的思想行为方式， 同时以艺术、 美学等维度
对文化作品进行批判， 确保文艺作品的高品质， 推
动文化体制的改革。

第三， 对于文艺工作者， 要强化文化创新机制。
面对文化市场的日益饱和状态与纷繁的文化作品，
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也是重中之重， 对于文化产品的
创新性也需要不断强化。 文艺工作者要以人民的需
求作为文艺创作的标准， 以创新性凸显艺术作品的
特色， 不断推陈出新， 以创新性活跃文化市场， 为
文化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同时在市场经济大
潮中要坚守自己创作的初衷， 莫要让文艺作品在沦
为商品时失去了作品的本真性， 把真正的文化作品
展现给人们。
（三） 提升大众传媒社会责任感， 做好守门人角

色
信息化时代的快速发展， 大众传媒借助于互联

网的形式得到了新的发展， 产业化的传媒发展， 致
使“三俗” 文化有机会借助大众传媒的广泛性、 快
速性的优势得以泛滥。 “三俗” 文化的抵制就要从
传播源头进行把控， 大众传媒要严格把关， 做好文
化传播工作的守门人， 抵制“三俗” 文化流入市场，
并严厉打击“三俗” 之风。 大众传媒作为信息媒介
和舆论工具， 要肩负起党的喉舌、 群众喉舌的职责，

对宣传的内容、 倡导的价值观应严加把控， 积极打
造中华民族优秀先进文化， 树立强烈的文化思想阵
地的占领意识。 传媒机构要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把社会利益放于首位。
（四） 强化文化市场规范化管理
政府对文化市场的多样性发展需要进行必要的

监管， 才能保证文化市场的规范化管理， 推动文化
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 抵制“三俗” 文化的发展，
“必须形成一套政府监管、 行业自律、 社会参与、 舆
论监督的综合管理机制。”［7 ］政府强化市场规范化管
理， 首先要做到有力监督， 对互联网、 电视等大众
传媒要加强大众传媒文化建设， 建立监督、 审查机
制， 杜绝各种“三俗” 文化的出现。 其次要严厉打
击“三俗” 文化的创作者与传播者， 以法律法规的
形式规范文艺工作者的创作， 及时发现和清理文化
市场中流通的“三俗” 文化。 最后要健全责任追究
机制， 采用问责制， 对“三俗” 文化的创作者、 传
播者， 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个人、 组织和媒体机
构以法律的途径追究其责任。
（五） 提升通俗文化的消费与推广高雅文化的消

费
文化含有通俗与高雅之分， 不管是通俗文化还

是高雅文化， 都是社会文明程度发展的标志。 对于
“三俗” 文化的消费抵制方式就是要提高市场中对通
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消费比重。 提升文化消费， 就
要注重文化消费的品质， 消费群体要提升辨识文化
品质的能力， 强化自身对文化的真实需求， 根据个
人真实需求， 追求通俗文化和高雅文化的协调发展。
政府及大众媒体要积极倡导对高雅文化的消费， 通
过高层次雅文化的消费， 提升消费群体的理性认知
能力与精神文明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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