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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理论定位和思想渊源

王小岩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最有特色的批判话语之一。它是对20世纪文化焦虑的

敏锐反映，对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弘扬，对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现实参考，对现代西方关学救世思想的改造，

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批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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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etical Position and Ideological Origin of Cultural Criticism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WANG Xiao-yan

(School of Humanities，Peoples’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蕊泌)

Abstract：The cultural critical the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and the most typical discourses of the 20th century

criticism．As a sensitive response to the cultural anxieties in the past century。it is arichly connotated cultural critical system，art expansion of

the critical spirit of Ma_,'fist theories，a realistic reference to the modem westelTl cultural critical trend and ardorm of the modern western rdorm

of the concept of salvation through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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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无

疑是最具影响力、最有特色的批判话语之一。作为

一种批判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定位于对20世纪

遭遇文化危机的人类境遇的关注，有着自己独特的

批判风格。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博采众长，对其他

文化传统兼收并蓄，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批

判体系：他们弘扬了马克思学说的批判精神，他们同

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进行着愉悦的对话，他们试

图为西方美学救世思想在其总体革命道路的设计中

确立一席之地。

一、对20世纪文化焦虑的敏锐反映

“二战”之后，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给人

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改善了人类

的生存条件，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创造性，并使现

代化成为一切不发达民族的主导性价值目标，另一

方面又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和人的异化等负

面效应，使生存于技术世界中的现代人面临着深刻

的文化危机。这种文化危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

传统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宣传、道德、家庭等不

再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外在强制力对特殊阶级

和阶层的统治和压迫，而是通过技术理性整合成一

种无所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

的、内在的操控和统治机制；二是文化的统治所形成

的物化和异化在某些方面不同于马克思所描写的被

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压迫和统治的传统劳动异化，它

不仅仅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是越来越表现

为现代人的普遍境遇。对于这一现象，马尔库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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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

科学技术的进步呈现出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方面由

于技术的进步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物质生

活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人的控制不断

加强，人们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批判和否定能

力，成为只知道追求物质商品享受的“单向度的

人”，整个社会则成为无对立面的社会。弗洛姆则

认为马克思低估了异化的力量和异化的持久性，

“历史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中只作了一个更正。马

克思相信，工人阶级是最异化的阶级，因此从异化中

解放出来必然要从工人阶级的解放开始。马克思的

确没有预见到异化已经变成为大多数人的命运，特

别是那部分人数愈来愈多的居民的命运，这部分人

主要不是与机器打交道，而是与符号和人打交道。

说起来，职员、商人和行政官吏在今天的异化程度，

甚至超过熟练的手工劳动者的程度”。⋯弗洛姆认

为，人在生产领域、政治领域和人际关系中的异化，

又使得人们在消费领域去寻求精神的慰籍，把感官

消费当作人生的目的，从而导致消费的异化。人的

这种总体异化状态使弗洛姆感叹：“19世纪的问题

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21

针对现代人的这种文化困境，现代西方各种哲

学和文化思潮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多方面的剖析和批

判，建构了各种文化批判理论。其中，以霍克海默、

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

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批判占据了十

分独特和重要的地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

论，尤其是马尔库塞等人的“单向度理论”和“大拒

绝”战略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以巴黎“五月风暴”为

代表的、席卷全球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的反抗运动中

得到了共鸣，被众多反抗生存文化困境的现代人所

接受。

二、对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弘扬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真正体现了哲学的开放性和

批判性本质，他的哲学从根本上超越了传统哲学的

基本理念，而是以对人之生存的本质性的、批判的文

化精神的自觉为根基的：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

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

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的联合

体”。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这种文化批判精神正是马

克思学说的巨大生命力的根源所在。马克思学说的

批判锋芒不仅指向前现代的人类自在自发的生存状

态和自然主义文化精神，而且包含着对工业文明的

社会机制和理性精神的深刻批判，如关于资本主义

“社会经济形态”的盲目的运动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的分析、关于劳动的异化的批判等。

法兰克福学派极力弘扬人的实践活动的创造本

性，强调人的实践对于人的存在和人的世界的基础

地位，深刻批判一切束缚人的自由和发展的物化力

量和异化力量。他们指出，虽然异化理论是马克思

针对19世纪人类的存在状况提出的，但它在20世

纪并没有过时。如列斐伏尔认为，“异化理论和‘全

面的人’的理论仍然是对日常生活批判的指针”。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

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

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批判理

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

论。这种批判理论主题直接涉及到人的存在和人的

本质深层问题，因此更具深度和彻底性。

三、对现代西方文化批判思潮的现实参考

20世纪针对现代人的文化危机而展开的文化

批判不是某种理论偶然的独自，而是众多关切人的

生存的理论流派的共同呼声，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

潮都对现代人的深陷文化危机的生存境遇进行了的

剖析和批判。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少数敏感思想

家的呐喊，到20世纪著名社会学家韦伯、生命哲学

家齐美尔、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精神分析学家费洛

伊德、历史哲学家汤因比、斯宾格勒、雅斯贝尔斯等

文化批判的群情激昂，再到以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

表的声势浩大的存在主义运动，文化批判构成了20

世纪人类精神和人类思想演进的最亮点。法兰克福

学派的批判思想家一方面坚持了马克思“对现存的

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根本立场，另一方面对其

他一些批判性的理论思潮采取一种接受、消化，为我

所用的姿态。例如，马尔库塞之所以是弗洛伊德马

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在于它对弗洛伊德主义的批

判性改造。弗洛伊德主义的理论核心是“里比多”

(欲望)，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全部行为和心理活动

的“内驱力”是里比多，因而，人的行为和心理基本

上是由某种神秘的先天主观的心理因素——本能的

欲望冲动决定的。他认为：人类文明是与客观物质

生活条件没有关系的，它不过是欲望遭受压抑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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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当人的欲望遭受压抑，无法满足而升华时，它就

转向其他出路。所以，社会文明是压抑人性的产物，

压抑是文明不可逆转的代价。马尔库塞认为，文明

有作为由压抑本能而发展起来的事实问题，但是，在

生物学和历史中，都没有要求永远如此的法则，只有

当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有可能满足人的需要而无须

压抑它时，压抑才变成了不合理的时代错误。马尔

库塞把弗洛伊德所说为建立和维持文明所必需加诸

于本能的压抑叫做“基本的压抑”，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搬掉了经济匮乏设置在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障

碍之后，这种压抑就成为多余的了。他把这种压抑

叫做“多余的压抑”，正是由于“多余的压抑”的存

在，才使得社会通过种种手段和方式对个人进行全

面的控制，使个人不再成为是自主的，个人的能力发

挥不再是正常自由的。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

化工业是“多余压抑”的产物。通过把马克思异化

理论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相结合，马尔库塞从爱

欲与文明的角度批判了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

四、对现代西方美学救世思想的改造

法兰克福学派体现着批判性对话和交流的开放

特征，在设计革命道路时非常偏重现代西方的美学

思想。如马尔库塞的“感性解放”革命道路的设计

深受西方美学——又称“感性学”的影响。“美学”

在西方哲学中兼有“感性学”之称，从柏拉图到黑格

尔的西方美学传统，似乎都是把与感性相关的事物

作为美的根本属性。他们为了解决感性与理性、道

德与本能的对抗，致力于以审美为中介弥合二者的

分裂。因此，西方哲学、美学的传统主题之一就是把

审美本体化，并把感性作为人类的希望。席勒把感

性作为人性的基本构成要素，认为文明史就是人的

本能感性受到压抑和异化的历史。他指出文明的弊

病是人的两种基本冲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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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冲突，完整的人性应是这两种冲动的和谐统一，

但事实上这两者彼此分裂，无法统一，唯有第三种冲

动即游戏冲动才能使他们达到统一，在游戏冲动中，

完满的人性得到了自由实现。而这种基于游戏冲动

的活动就是艺术和审美，人唯有在艺术和审美中，才

能达到这种自由，达到人性的完满实现。马尔库塞

接受了席勒把艺术和审美视为人获得解放的道路的

思想，根本目的是为了指引人们走一条艺术革命、艺

术解放的道路。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艺术已成了无

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据地。“新左派”必须充分挖

掘艺术的解放潜能，把革命推向物质需要彼岸的整

个领域，把艺术革命作为人类总解放运动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将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作为其理论解决

方略，应该说体现了浓厚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

彩，但是我们也应该从中看到他们的理论对人的价

值、尊严的坚决捍卫，看到他们对西方人自由、解放

之路的一片苦心和孜孜追求。

综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是一个内涵

丰富的文化批判体系，它是对20世纪文化焦虑的敏

锐反映、对马克思学说批判精神的弘扬、对现代西方

文化批判思潮的现实参考、对现代西方美学救世思

想的改造。我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最为

丰富、最为系统、最为深刻的文化批判理论之一，法

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20

世纪人类的文化焦虑、文化危机和文化反抗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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