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NTELLIGENCE■馘。萌一

基于“法兰克福”学派理论
反思媒体娱乐化的危害

美国克拉克大学 祖昊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它的理论以马克思的
4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为武器，媒介批评理论是其中的精髓。结合法兰克

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可以更好地认清媒体娱乐化这一重要问题，从而为媒体的健康发展提

供有效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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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是媒体的～个重要功能，随着

社会的发展得以不断的开发。～方面，

它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和

大众在文化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对

媒体娱乐化的过分倚重导致了～系列相

应的危害。在媒体娱乐成分过重趋势愈

演愈烈的背景下，受众以及学术界对媒

体娱乐化阀题的关注力度也彳i断加大，

针对大众传播媒介中社会功能不断弱

化、娱乐功能被过分重视和滥用的这种

媒体娱乐化现象提出了质疑与反思。媒

体娱乐化的现象对人们的精神文明生活

以及媒体自身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负

面影响，必须从社会环境、文化内涵、

受众需求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的反思，积

习者掌握除了母语之外的第二门语言，且没有使用该语言的

日常环境，甚至有时只是在教室读一读就可以了，相对于母

语它处于次要的地位，不具有实用性及广泛性，所以目的简单，

仅仅只需了解，甚至学习者会因为没有经常使用而忘记该种

语言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二语学习的目的就相对明确，它的

实用性与广泛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必须是官方法定语

言之一，因此一定有广泛的使用环境，在此区域内的人都必

须或多或少掌握该语言，以便于日常生活及工作上的交流。

其次，正因为他已成为交流的工具，因此就已经形成了使用

该语言的广泛环境，你要融入这个大环境就必须使用此语言，

甚至凶为长期使用二语而忽略了母语的使用，从而二语占据

了母语的主导地位。由此可见，学习外语与二语的目的是截

然不同的。

2、教学的语言环境不同。在我国，外语的学习仅仅限于

课堂的教学，为了巩崮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还必须在课后花

费人量的入力和物力营造所学语言的真实环境，因此教学的

效果就不尽如人意了，甚至运用语言的准确性和得体型都要

大打折扣。而在西方国家，二语的定义本身就是要有广泛的

语言环境，因此二语的学习有课堂之外的充分的自然习得的

语言环境，所学的知识很自然的得到充分的运用，不存在学

而无用的尴尬。

3、教学方式不同。对于我国的外语教学，由于缺少真实

的语言环境，因此在教学方式上就有所限制，例如课堂上经

常使用的听说法．自然法以及人物犁教学法对于我国的外语

教学收效甚微，没何真实的环境，只能尽力创造虚拟的环境．

这与西方的二语教学相比，就相对不实用了。且我国的外语

教学中必须使用母语用于辅助，这又使得学习者不能完全置

身于学习中，受到母语的干扰。而西方的二语学习就截然相反．

在适当的应用上述所说的教学方式进行课堂教学后，可以在

日常生活中广泛练习，起到很好的巩固作用。且受到语言环

境的促进，可以完全不在使用母语，这对于二语学习是相当

有益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外语学习与二语习得还是有质的区别的，他

们是属于并列关系，是第二语言学习上的两个分支．两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外语学习属于指导性学习过程，学习者有这

自身的学习目的，但是却又受到语言环境的限制，学习不彻底，

不到位，不实用，且只是注重语言知识本身，无法用所学的

语言进行常规的交流。恧二语习得应属于菲指导性的学习过

程，有广泛的语言环境，且很容易得到运用，能有效的巩固

知识，发挥语言的基本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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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推动媒体的健康发展。

一、“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概述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

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以马克思早起

著作和存在主义哲学相关的人本主义为

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

卡奇的“物化”理论是其蕈．要的理论武

器，代表人物主要订霍克海默、阿多诺、

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舾等。法兰

克福学派理论体系中，以社会批判理论

为主，而其中对于大众媒体的批判尤其

突出。

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主

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个是社会批

判，主要是大众文化的批判；另一个是

国家批判，主要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进

行。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文化工业”

的概念，指出人们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大

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从而形成

娱乐工业体系，包括商业性的电视、电

影、广播、报刊杂志等大众文化传播媒

介。文化工业的实用主义使得赚取利润

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使得岛雅艺

术和低俗艺术的界限模糊，导致人们对

文化的品味和自由思想的能力降低。文

化工业产品形成了一种具有欺骗性质的

意识形态，在推销文化产品的矧时操控

感了大众的意识，扼杀了人们独立思考

的潜能和主动性。大众文化足现代工业

和市场经济法发展的产物．它以刺激大

众的消费为Fj标，具有消费的内涵。在

大众文化朝着商品化发展的同时，它也

就具有了商品和物化的特征。而大众文

化为了迎合大众的需求所生产出的通俗

文化、电影、音乐、广告等形式的产品

也就同趋标准化和同一化，成批量的生

产也就使得其更成产业化，机械复制也

就成了其生产特征。单一性和标准化在

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扼杀了人们的个性

与仓Ⅱ造力，在无形之中强制着个人的选

择自由。大众文化的商业属性、平面化

内涵、趋于统一标准的保守特质以及对

人的精神自由的限制等特征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文化的内质，使褥大众的文化

需求同质化并且品味下降。

同时，法兰克福学派还从大众媒介

对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作

了相成批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媒介

即意识形态”，科学技术的应用为惫识

形态的传播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并且在

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既定的意识形态，

从而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形成一

致化和规范化，压制人们的个性和创造

性。基丁现代技术的媒体——电视、广

播、网络等以各种方式挤入人们的内心，

渗透到人们的心理结构当中去，使人们

变得随大流、盲从，依附于主流和强权

声音，从而带给人们孤独、无助、迷茫

的心理感受。工具理性使得人们只追求

功利，行动者只从效益壤大化的角度来

处理问题，从而忽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

值。

二、“法兰克福”学派理论下媒体

娱乐化危害的反思

媒体娱乐化己经是世界性的问题。

我国媒体更是在娱乐潮流引导和娱乐产

业冲击之下，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娱乐化

趋势。媒体娱乐化的，1i断发展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丰富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但也终凶其泛化和产业化导致良莠不齐

进而引起人们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

批判理论对当前我国媒体娱乐化所造成

危害的反思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应加

以借鉴利用。

1、媒体娱乐化的反思

媒体娱乐化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普

遍的社会问题，并且在各个环节中都表

现出来，同时被大众所关注。一方面，

媒体娱乐化现象表现在不同的媒介当

中，从传统的报刊杂志，到广播电视，

再到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媒体娱乐

化的问题克斥着人们的生活，并且呈现

出强劲的发展趋势，大夫挤压了人们的

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媒体娱乐化的内

容多种多样，涉及到人们，￡活的方方面

面，但同质化严薹。具有娱乐内容的文

字、声音、视频等信息无以计数的出现

在各种人众媒介上，从数量和比例上都

是大大的增长。数鼍的增加并不能提升

媒体娱乐化内容的质量，相反在一定程

度上使得同质化现象更显严重。以当前

我国电视娱乐节目中相亲类节目为例，

《我们约会吧》、《非诚勿扰》、《缘

来足你》、《为爱向前冲》等都是同一

类型节目，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具有

典型的机械复制主义。此外，一些非娱

乐化的内容也逐渐向娱乐靠拢，例如当

前新闻的娱乐化。总之，整个社会都呈

现出全媒皆娱、全民皆娱的趋势，但在

虚盛的表象后又充斥着大众的批评和学

者的质疑。

导致媒体娱乐化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既彳丁媒体自身的特点，也有文化因

素和社会环境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人们对娱乐有着不倦的追求。在生产力

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基础

上，人们对娱乐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

使得媒体娱乐具有了广阔的市场。另一

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给媒体娱乐化带

来了经济利益的直接刺激．娱乐化成为

了媒体竞争制胜的法宝。技术的发展使

得多种媒体并存，并且呈现出日益紧张

的竞争趋势。在市场经济的规律的支配

下，各种媒体谋求生存发展之路必须充

分考虑经济效益。这也就使得在媒体的

发展下，以产品、广告，信息、品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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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对娱乐的过分晕视导致媒体内涵

严重缺失，也就使得媒体的社会责任和

社会功能不断弱化。

2、媒体娱乐化所带来的危害

媒体娱乐化作为一种严峻的社会

问题，它对文化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都

具有较大的危害，必须予以辨明。从社

会的角度柬看，媒体娱乐化在科学技术

的小断支持下发展．影响4i断扩大，逐

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的方式；媒

体娱乐化使得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产

业，商业性质越来越重，社会功能不断

削弱，低俗、庸俗、媚俗被应用到媒体

娱乐化当中，于手中的思想自由和审美

无益，甚至起到负面的影响：媒体娱乐

化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顺应了受众的

一些要求的㈣时，也将一些不好的东西

带入了社会；媒体娱乐化的肆意发展也

给受众带来了网惑，让其对过度的娱乐

化产生抵制情绪，从而对媒体的信任度

也就随之卜|降。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媒

体娱乐化也给人们带来了较大的危害。

基于大众文化的媒体娱乐化通过现代媒

介的形式向人们传递信息，改变了人们

的思考方式，在小知觉中引导甚至控制

着人们的思维。泛娱乐化使得人们对繁

华掩盖背后的实质缺乏一种判断能力，

也难以从现彳i的情况中走出去，而从属

于人流，个性和创新意识都被压抑，审

美情趣也难以得到提升。在“被娱乐”

的情况下，人们逐渐走向了自我迷失的

道路，媒体对人们的控制作用更为严重。

综上所述，媒体娱乐化成为了当

前我国和t日=界的重要问题。法兰克福学

派对大众媒介的批判有着十分深刻的内

涵，其媒介批判理论更是对我国的传播

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结合法兰克

福学派的理论，反思媒体娱乐化所带来

的各种危害将自．利十我们更好的认识媒

体娱乐化现象，促进媒体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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