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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杨雯璃

从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论”
浅析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论”

法兰克福学派．堪称当代“新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

的一个流派，其核心就是“批判精神”和。批判意识”。什么

是批判?这个概念众说纷纭，其自身也没有一个确切定义。

从“批判”本身来看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思想层面的批判．

康德“三大批判”④在这个层面上树立了一个颇有成就的典

范；另一个是现实层面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虽不局限于

这个层面．但是这个学派的成就尤其是媒介批判研究的成

就还是在于现实层面上。在现实层面上，法兰克福学派从两

个方面展开对媒介的批判研究：一个是社会批判。主要是大

众文化批判；另一个是国家批判。侧重于意识形态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大众文化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形

成了他们的媒介控制思想。“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

已成为意识形态，成为维护国家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通

过传播上的操纵和欺骗．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

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

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人和社

会”。o

国家控制媒介．进而通过媒介控制社会。而实质上媒

介本身就是国家控制社会的一种手段．这便是法兰克福学

派媒介控制思想的核心。但他们似乎在提出问题后并没有

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马尔库塞曾经宣称：“社会批判理论

并不能拥有弥合现在与未来的裂缝的概念．不做任何许

诺，不显示任何成功，他只是否定。”呵见，“本能革命”也
解决不了问题．“媒介控制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在对现

实的强烈不满中抱着悲观绝望的态度．为了否定而否定．

为了批判而批判。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的观点．科技越是发

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统治就越强。因此在所谓“地球

村”、“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和统治也只能是

越来越加强。对此。法兰克福学派忧心忡忡。更加没有了出

路。所以试图从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思想出发去解决他

所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死胡同。

本文的目的不是要解决媒介控制思想提出的问题。而

是要在思想上重新确立对媒介控制的认识．从另外的角度

来看待其提出来的问题．从媒介的发展、本质和笔者对媒

介属性的几个认识出发．尝试从法兰克福学派“媒介控制

论”的死胡同里走出来。

二、媒介发展的认识

“信息交流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经历了四个传播时

它不同于一般记亿型的理论课程．它要结合音乐表演技能

的学习。要了解与民族音乐有关的多学科的文化背景．进

而还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创作实践．是集音乐审美、理论分

析，创作实践为一体的多能力、综合性理论课程。因而教师

应精心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内容和形式．并使其

具备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之特点。并且在组织实施过程

中贯穿渗透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科学的教学方法．不断地推

进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

号：2009b375)

注释：

①详见陈新风撰写的<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师范性——缩写

(中国民族音乐>有毒)一文，系2009年4月安般师大音乐学院开

展的关于“垒-lll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

程培训”的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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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

播时代。而在当前，一个被称之为“数字传播”的时代也已

降临。无论媒介如何发展，人类最基本的传播媒介形式是

不可能改变的．这就是通过直接诉诸于人的感觉器官来传

达信息的传播媒介形式。

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的威尔伯．施拉姆说．“媒介是

人体的延伸”。因此有必要明确“媒介”包含的两个方面的

涵义：一是信息载体，直接诉诸于入的感觉器官；二是传播

渠道．信息载体由人的感觉器官出发。最终归于人的感觉

器官中间的这样一个过程。

三、媒介的客观中立性和对强权的依附性

利用媒介传递信息首先是人的一种本能．既然是一种

本能，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权利．所谓“言论自由”的权

利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本能。其次，从媒介的两个涵义——

信息载体和传播渠道来看．媒介是一种客观存在。法兰克

福学派认为．媒介即意识形态。他们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科技即意识形态。”在他们眼中，国家通过科技的提高更

容易地控制了媒介，从而进一步控制了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实际上是带着强烈的批判精神过分强

调了媒介的一个方面，即媒介被国家机器所控制。个体的

人具有传递信息的本能或者权利．可以利用媒介这种客观

存在得以实现。同样当个体聚集成为一个团体、一个社会、

一个国家的时侯．也具有这种本能或者说权利．也可以利

用媒介这种客观存在。法兰克福学派所强调的是国家机器

利用和控制媒介的这个方面．而忽视甚至否认个人、团体、

社会对媒介的利用。

科技的进步(至少是影像技术方面的进步)促使了民

主化。促进国家机器对媒介的控制有了某种程度的放松。

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科技是有“原罪”的。因此媒介也是

有“原罪”的．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媒介的罪孽是越来越

深重的．因为科技进步越大．国家机器对媒介的控制就越

强．对被统治阶级的控制也就越强。

科技的进步促使非国家机器的个人和组织通过媒介

的力量来反抗国家机器的控制。而且发生了与国家机器的

暴力工具军队产生对抗的情况。从这一点上我们肯定科技

的进步对非国家机器的个人和组织产生的正面影响．对民

主化的促进作用。然而从宏观上来看，科技的进步并不一

定能够成为国家机器加强对媒介控制的原因．当然在局部

微观上可能会有这种效果．譬如国家机器可以通过科技的

进步更好地发挥媒介的力量宣传意识形态．但是非国家机

器的个人、组织也同样可以利用科技的进步的媒介的发展

来宣传反抗国家机器的言论。说到底，这是由媒介在本质

上的客观中立性所决定的．它可以延伸任何人的嘴巴，它

的任何一端——个人也好．组织也好。国家机器也好——

都具有发声的本能和权利．声称“媒介即意识形态”未免有

些偏激。

媒介虽然在本质上是客观中立的．任何个人、组织乃

至国家机器都可以利用它．但是在利用的过程中的确存在

-机会不均等”的问题。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媒介对强

权的依附性。

四、什么是控制媒介

法兰克福学认为．媒介由国家所控制．而且媒介即是

意识形态．或者说媒介是国家使意识形态合法化、使统治

合法化的工具。首先应该明确。法兰克福学派在这里对“国

家”的定义是狭义上的。即国家统治机器。其次要知道，法

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带有感情色彩的。法兰

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认为．“意识形态不真实．是虚假意

识。是谎言”。弗洛姆则认为，“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

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

又是谎言”。。实际上意识形态是“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

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嘞其本身来说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统治者通过意识形态进行统治．而社会因为意识形态而接

受统治。获得一种相对合理、相对稳定的秩序。秩序的涵义

是多方面的．不仅局限于社会秩序．还有譬如文化秩序、思

想秩序、道德秩序等。

综上所述．与其说媒介是受国家的控制。不如说是受

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其说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不如说是受

秩序的控制。国家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的工具．也必然参与

到对媒介的控制中来．因此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控制论”

所看到的只是一个表面．而国家控制媒介(实际上包括任

何形式的媒介控制)的本质实际上是秩序控制媒介。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媒介不仅极为有效地清除了

社会文化的否定性．甚至系统地清除了孕育批判性和否定

性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影响．最终造就单向度的入和社

会。他们以非常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个现象，但是没有认

识到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之所以出现“单向度的人和社

会”。正是因为秩序的整合，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任何反秩

序的否定性因素都通过“媒介的调和”而遭到清除。值得注

意的是．遭到清除的原因不是媒介．而是“反秩序”。在一个

稳定而有秩序的社会里．犯罪的思想和行为是要遭到舆

论、法律清除的。但清除的原因并不能归结于媒介和法律，

因为它们只是手段．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犯罪的思想和行

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就在

于．将手段归结为了原因。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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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邵培仁、章东轶：《媒介即意识形态——论法兰克福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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