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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众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性格心理机制批判一样。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

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艺术在大众化和

普及化的同时。开始失去了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开始沦为非创造性的、商品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欺骗人。统治

人的异化的文化力量。对于大众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都有涉及，并且留下了一系列的经典著作。正

是建立在对此的认知基础上，本文将对大众文化的概念、内涵与特点等进行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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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性格心

理机制批判一样，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

之一。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随着

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艺术在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同时，开始

失去了自身的创造性和超越性，开始沦为非创造性的、商品

化的大众文化，成为欺骗人．统治人的异化的文化力量。对

于大众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大多数成员都有涉及，并且

留下了一系列的经典著作，例如：阿多诺的《论流行音乐》

和《文化工业再考察》，霍克海默的《艺术和大众文化》与

《作为文化批判的哲学》，马尔库塞的《文化的肯定性质》

等等。

一、大众文化的概念与含义

关于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法兰克福学派有许多阐释，每

个学者略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其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

他们看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是一种外在于主体并

同时操纵和控制着主体日常生活的消极力量，是一种与主体

相对立的否定性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肯定的文化”、“大

众文化”、“文化工业”等形态表现出它对日常生活的支配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是一个具有幻象性、非

大众主体性和操控性的文化现象的表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

认为，大众文化就其根本意义和风格而言是一种单质文化，

这种文化给每一事物都打上了相同的印记，无论是电影、无

线电广播和报刊杂志构成的文化系统，还是日常交往的话语

形式，都是一个模式，不存在根本意义的差别。同时，这种

单质性的文化又是无主体性的，它以大众性的幻象遮蔽着人

们在文化生活中的被操控性，即“大众性包含着无限制地把

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在资本主

义制造的单质性的文化生活形式中，人们奉行无主体性的顺

世主义价值取向和操作伦理，并努力“变形以适应这些新形

式”。

他们认为，文化向来都对抑制革命的感情和不自觉的本

能做出过贡献，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人们只能忍受残酷

生活煎熬的条件。个人应该把他的冲天怨气作为推动力，为

他所怨恨的集体权力服务”。在他们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的

大众文化虽有时会以特定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发泄不满和愤

怒，但是体现在工业化的文化中的这种冲动情绪，并不能从

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否定，

对日常生活的摆脱和逃避，在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中“就像

私奔出走一样，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一定会回到原先的出发
点”．

二、大众文化表现形态

在明确的界定了大众文化的概念的同时，法兰克福学派

也深刻的剖析了大众文化的特征，他们认为大众文化的特征

表现为商品化、齐一化、虚假化和操纵化等方面。

首先，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创造性的丧失。法兰克福学

派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化已经丧

失了真正的文化的本质规定性，即丧失了艺术品的创造性，

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在这一点上，

‘几乎所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都持同样的观念。马尔库塞断

言，资产阶级的艺术品都是商品，它们也许“甚至是作为上
。

帝销售的商品而被制造出来的”。因此，它们不再具有艺术

本身的仓糙性，而是走向物化。马尔库塞在剖析肯定的文化
时指出，“由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组织起来的这个世界，已把

个体的发展转化为经济的竞争，把他的需求的满足，抛入市

场中。肯定的文化用灵魂去抗议物化，但最终也只好向物化

投降”。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特征与现代

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艺术同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

相结合，使得批量生产和普遍传播成为可能。他们指出，。文

化用品是一种奇怪的商品。即使它不再进行交换时，它也完

全受交换规律的支配；即使人们不再会使用它时，它也盲目

地被使用。因此，它与广告已融合在一起。在垄断权力下边，

它越是表现得荒诞无稽，它就变得越是有威力。这些动机都

是有充分的经济根据的。人们要明确地生活，就不能脱离整

个文化工业，为了克服消费者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和麻木不仁

漠不关心的精神状态，就必须生产出大量的文化用品。从文

化用品本身来说，它们也是要求大量生产的。广告宣传是使

文化用品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

艺术同大众传播媒介的结合，特别是同广告的结合已经达到

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致“广告成了唯一的艺术品”。显然，

这种艺术品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因为它已经失去

了艺术所独有的创造性。
’ 其次，大众文化的欺骗性：超越维度的消解。大众文化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它通过把虚假的需要与真实的需要、幻

想的生活与真实的生活相混淆而执行大众文化的欺骗功能。

它主要迎合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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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

在的超越维度和反抗维度，使人们失去思想和深度，从而在

平面化的文化模式中逃避现实，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与现

存认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了许多篇幅来描述大众文化的

欺骗性。大众化的通俗艺术作品可以使工作一天后身心疲惫

的人们在娱乐和享乐中得到放松和安慰，从而丢掉思想和一

切现时烦恼。文化工业为消费者提供越来越多的文娱消费作

品，从而给人们带来满足，“享乐意味着全身心的放松。头脑

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

能为力为基础的。实际上，享乐是一种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

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而是逃避对现实的恶劣思想进行反

抗。娱乐消遣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而不是

摆脱消极东西的解放”。

最后，大众文化的操控性：精神性的丧失。技术时代的

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它的商品化和齐一化特征

消解了艺术的创造性和个性，同时，它的消遣娱乐特征又消

解了人们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在的超越维度。因此，虽然大众

文化从表面上不具有强制性，但是，它对(下转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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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垂，目光指向地面。使学生感到教师“拒人以千里之外”，

无意与自己沟通。(5)“神不守舍”：上课不专心，典型的人

在教室心在外。眼睛走神或失神，给人一种失魂落魄的形象，

造成学生注意力分散，影响教学效果。(6)盯视：死死地定

着一个地方或一个人，目光不转动，。甚至伴随瞪眼，不眨眼

睛。有一定威慑力，容易引起学生的紧张与恐慌。

2、注意个别与整体的关系

教室学生座位的排列，通常是一种“秧田”式，进入教

师视野范围的大致有二分之一的学生。坐在角落里或者后排

的学生很少进入教师的视野。所以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要有

意识、自然地、全方位地扫视整个教室的学生，使学生意识

到教师并没有忽视、遗忘自己，教师也在关注自己。教师可

以把整个教室的学生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教师的目光按照自

己的要求轮流扫视，切不可只看前几排学生或自己喜欢的学

生而不看自己不喜欢的学生。教师的视线一般以平视为常

态，往往要兼顾全场，让更多的学生感到“教师在和我讲话”。

如果教师不注意对整个教室的环视，只注视一部分学生而忽

视另外一部分，就会使被注视的学生感到不安，使被忽略的

学生产生被冷落的感觉，这样就会产生不良效果。同时在环

视的过程中，也要注意注视一些需要注视的学生，如做小动

作的学生，窃窃私语的学生等等。根据学生听课的情况和教

学的需要，做到环视与注视相结合。例如当上课铃响以后，

学生仍然不能安静下来，出现在教师眼前的是一片乱糟糟的

嬉笑打闹的情景，这时教师可以不用说一句话，只用自己的

眼神就能使课堂趋于安静，从而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

的效果。如：先站在教室门口用亲切、友好而严肃的目光环

视整个教室，然后带着自信的眼神走上讲台，并以关切的目

光环视教室，最后把自己严肃的目光停留在那些仍然打闹的

学生身上。整个过程教师一直在用眼神与学生进行积极的沟

通与交流。

3、根据教学需要巧妙运用目光语

目光语恰当的使用，能让学生敏锐地感觉到教师发出的

教学信息，形成特定的教学氛围，强化学生注意，而到默契。

如果一个表情，甚至面无表情，无视学生的存在而目光游离，

或者讲课神情漠然，无疑会引起学生的极大反感，即使他的

知识再渊博，学生也会感到枯燥乏味。因此，伴随着教学内

容的变化，教师的目光应呈现出相应的变换：时而疑窦顿生，

引起学生思考；时而喜形于色，学生心情愉快；时而潸然泪

下，学生心情沉痛等等，引导学生认真仔细体会课文所表达

的思想感情。

4、利用学生目光反馈的信息调整教学

不仅教师要恰当运用目光语，而且要时刻观察学生的目

光表现，体会学生的心理反应，以达到利用目光进行双向交

流的目的，并根据学生的反应来调整讲课的节奏和方法。如

透过学生期待、追随的目光，知道学生在跟着教师的思路走，

教师就可以保持或加快讲课的节奏，或增大知识的传授量；

透过学生茫然无神的目光，眼睛朝着别的地方看，知道学生

已经有了厌烦情绪；透过学生紧锁的眉头，可以看出学生对

教师讲的内容还未完全了解和接受，这时，教师应该讲慢一

点或重复一遍。教师应当根据学生目光反馈的信息，及时调

整教学，争取更好的教学效果。

给学生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从教师的

眼睛里体会到教师对自己的信任、鼓励、尊重、关爱，充分

发挥“目光语”这种无声语言在课堂教学中的特殊魅力，真

正做到以目传情、以目传神，达到“此时无声胜有声”。
参考文献：1、郑晓舜，教师实用语言艺术．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

2、刘显国，语言艺术．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1／3、唐思群，屠

荣生，师生沟通的艺术，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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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7页)人的操控和统治更为深入，具有无所不在的

特征。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

实进行辩护，不同分支的大众文化反映着人对他自己本质的

误解和歪曲：“在文化工业中，批判与敬畏都消失了，机构的

鉴定取代了批判的职能”：“文化工业的每个运动都不可避

免地把人们再现为社会需要塑造的那种样子”：“工业化文

化所描述的，是人们只能忍受的残酷生活煎熬的条件”。一方

面，大众文化操纵了大众意识，大众文化的非否定性导致了

大众意识的非批判性，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对劳动者来说，不

再是提供娱乐和消遣，而是用来再生产他们的工作能力。

总之，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多数思想家指出了大众文化是

奴役人的隐形意识形态。人类要想获得解放，必须得打破大

众文化对人的压迫与奴役。由此我们也指出，法兰克福学派

确实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奴役人的新形式，是对马克思主义

批判理论的进一步深化。但问题在于，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

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深化是建立在对马克思的某种限性化基

础之上的。由此，我们听到了马克思那幽远的回想：以往的

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参考文献：

11】邱德明<如何提高大擎生网络素质》科学与教育探索2007．P132

12l邱德明《如何提高大学生网络素质》科学与教育探索．2007．P133

【3】尤战生《流行的代价——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山
东大学出版社／

f41陈爱华‘法兰克福学派科学伦理思想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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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页)相互信任的环境中，整个社会的发展，经

济的发展就会正常有序。

3、法律制度是诚实守信的保障武器

诚实守信不但是一个道德观念，同时还应当是一个法律

要求，维系诚实守信不仅仅依靠道德的约束。更需要法律的

规范。当前，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是很普遍。我们在

大力倡导诚实信用的同时，还应当强化法律在防范和化解信

用风险信用危机的权威性。把社会信用牢固树立在法制的基

础上，建立健全社会化、法制化的信用保障制度。用制度来

规范人们的行为，奖励诚实守信者j处罚失信者。同时更应

注意执法人员，司法人员公正执法、公正司法的形象。

4、加强对信用缺失的处罚力度

目前，现行法中虽有诚实守信的法律原则，但这些规定

不足对社会的各种失信行为形成强有力的法律规范和约束。

应在立法上体现对失信者有高昂代价的惩罚。如恶意逃废债

务的法律规定，不但要充分体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更要强

化违约责任追究，不仅应对单位或个人的处罚，还要对相关

人员或单位追究法律责任，对假冒伪劣行为，人民群众深恶

痛绝，要重拳打击。

参考文献：11】郑少珍。中国传统诚信观的内涵及其特点；／121扬秀芳《诚

信从传统社会走向市场社会》(道德与文明)2002年4期：／13]郛英g
《诚信危机的伦理恩考》(伦理学)2002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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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8页)来源上，产生于某个机关和机关内部机构；

在时间上，产生于某一个特定的年月日。取消立卷，实质上

就是变历史联系为自然联系，放弃了原先以内容为主要联系

的方式，换之以来源时间联系为主要方式。这种变化可以看

成是立卷的一种简化，变多种交叉联系为一种简单的、自然

的但却十分清楚的联系，以适应计算机对文件的管理。

再次，整理的方法上，更加简化了原来以文件级为基本

保管单位，档案以件为单位进行整理、装盒排架的过程，档

案盒仅仅成为一种装具。

上述改革方法是以纸质文件管理适应计算机电子文件

的管理为指导思想，其目的是为了简化手工劳动，提高工作

效率，便于档案保管和利用。但同时必须注意，纸质文件毕

竟是档案的原件，发挥着电子文件尚不能取代的法律凭证作

用，因此不论怎样改革，文件的集中归档保存不仅需要，而

且显得更加重要，不能因为立卷方式的改变而使档案文件散

失或混乱不堪，文件不仅需要归档，而且还需要进行必要的

整理，以便与电子文件相互呼应，更好地保管和利用，进一

步快速有效地发挥档案的作用。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