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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简评

邓丽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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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是对德国纳粹主义专制统治和隐蔽的美国文化工业批判的基础上 ，受到欧洲文

化传统影响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批判理论 。该理论批判文化工业是商品性质的虚伪文化 ，具有欺骗性和控制

性 ，从文化的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 ，具有积极意义 。该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是以精英主义的眼光批判工业文

化 ，把对现实的不满融入理论研究致使研究结果带有偏见 。回顾和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 ，对当今我国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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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克福学派于二十世纪三 、四十年代发展起来 ，是

当代西方重要的思想流派 ，主要成员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

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集中了包括当时哲学家 、社会学家和

文化评论家在内的学术人群 。该流派的核心观点体现在

霍克海默 、阿多诺枟启蒙辩证法枠 、霍克海默枟批判理论枠 、赫

伯特 ·马尔库塞的枟审美之维枠等著作之中 。

一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产生的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或流派的产生与发展 ，都离不开特定的

社会背景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思想也有着特殊的社

会背景 。

首先 ，德国纳粹党独裁专制统治是法兰克福学派开展

文化批判的根本原因 。 １９２９ 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

危机 ，在战争创伤尚未恢复的情况下 ，经济危机又使德国

经济再次陷入困境 。在此背景下 ，希特勒纳粹党登上德国

政治的舞台 ，对内实行独裁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

马尔库塞在枟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枠一书对此作了深刻描

述 ，认为希特勒时代是恐怖的时代 ，“纳粹统治的力量登峰

造极 ，德军的铁蹄践踏着法兰西 。西方文明的价值和标

准 ，不是与法西斯制度的现实同流合污 ，就是被法西斯制

度的现实取而代之 。”
［１］１希特勒政治上确立一党专政体制 ，

经济上推行集中与垄断政策 ，文化上严格思想控制 ，利用

一切手段对民众进行反动宣传 ，极力推行法西斯集权文化 。

其次 ，文化控制手段更为隐蔽的美国文化工业是法兰

克福文化批判思想产生的重要原因 。由于德国法西斯主

义对文化的压制与破坏 ，二战爆发以后 ，出于对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美国的向往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迁到美国

纽约 。当时少数几个大公司和集团掌控着美国的经济 ，为

此 ，大资本家为攫取高额利润大肆对工人进行盘剥 。法兰

克福学派的理论家在美国切身体会到美国现实与他们的

“向往”之间的差距 ，正如特阿多诺所说 ：“在整个 ３０ 年代 ，

几乎没有什么比新闻影片 、画报 、广播节目以及好莱坞电

影更能影响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了 。对于知识界以及一般

民众而言 ，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是无孔不入 、无法回避

的 。”
［２］８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认识到美国通过极为隐蔽的

方式控制着大众文化 ，因此 ，他们认为对美国资产阶级大

众文化宣战极为必要 。

再次 ，欧洲文化传统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

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一是受卢梭 、歌德 、席

勒等思想家影响 ，抵制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二是受到叔本

华 、尼采 、海德格尔等人的影响 ，推崇人的个性 ；三是受到

黑格尔理性原则的影响 ，为其开展自身的文化批判理论寻

求合理性 ；四是接受卢卡奇和马克斯 · 韦伯的思想影响 ，

为其批判现存社会的理论依据 ；五是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

德主义也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太多数所接受 ，把马克思主义

哲学片面理解为人道主义哲学 。
［３］

二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主要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理论从文化的视角出发 ，

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批判 ，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

弊端 。

第一 ，工业文化是虚伪的文化 ，带有控制人的思想的

特点 。二战以后 ，法兰克福学派一部分人到了美国 ，商业

运作模式构建起来的文化深深触动了他们 。法兰克福学

派认为 ，科学技术运用强加到文化身上 ，这种文化生产模

式具有批量生产和无限复制的特征 ，使文化本身的意义消

失 ，最终会导致艺术屈从于技术统治的悲剧 。这些文娱活

动 ，就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 ，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

说所喋喋不体地谈论的 ，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 ，以便能够

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 。”
［４］１３５二十世纪三十年

代 ，霍克海默提出“肯定的文化”以阐释资本主义文化功

能 。后来 ，马尔库塞的枟文化的肯定性质枠在霍克海默的基

础上 ，进一步对工业文化的控制与维护功能进行了批判 ，

“这种文化的根本特征就是认可普遍性的义务 ，认可必须

无条件肯定的永恒美好和更有价值的世界 。”
［５］７他们认为 ，

资本主义文化是为自身统治需要而创造出来的 ，现实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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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世界与文化工业伪装出来的世界截然不同 。

第二 ，文化工业具有欺骗性 ，以虚假的影像消解现实

矛盾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 ，文化工业通过给人们展示一种

美好的影像 ，消解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矛盾 。文化工业

的这种欺骗性与它的虚伪性质紧密联系在一起 ，“文化工

业把日常生活描绘得像天堂一样 。摆脱和逃避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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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乐促成了看破红尘和听天由命的思想”
［４］１３３

。

为了控制人们的判断力 ，工业文化的欺骗性必须通过伪装

表现出来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提出了文化操纵的概念 ，在

霍克海默看来 ，“文化工业”和“大众娱乐”得以结合的中介

就是“操纵” 。

第三 ，带有商品性质的大众文化 ，丧失了文化的艺术

性 。唯利是图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要求 。法兰克福学派认

识到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 ，资产阶级的作品处处以维护

资产阶级利益而存在 ，因此 ，他们把艺术作品视为市场上

的商品 ，可以进行交换与买卖 ，成为资产阶级赚取利润的

工具 。阿多尔诺认为工业文化是以经济效益为前提的 ，他

指出 ：工业文化是“彻头彻尾的商品” 。
［６］５０霍克海默认为流

行娱乐与艺术无关 ，“实际上是为文化工业所刺激 、所操

控 、所悄悄腐蚀的要求 。”
［７］２２６以商业化方式包裹的文化 ，丧

失了文化的艺术性 。

三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的评价及思考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 ，

批判了文化工业的欺骗性 、虚伪性和控制性 ，揭示了资本

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法兰克福学派从文化的视角研究

资本主义制度 ，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 ，拓宽了学术研究的

广度 。然而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又有自身的局限性 ，这主

要是由该学派成员所在的特殊年代及知识结构决定的 。

第一 ，从立场上来看 ，法兰克福学派以精英主义的眼

光批判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认识到 ，在资本主义社

会 ，文化掺杂着技术因素 ，文化的标准化生产使得其艺术

气息丧失 ，对于这点的认识有进步意义 。此外 ，法兰克福

学派将科技与艺术 、文化与商品完全对立起来 ，以精英主

义的眼光审视文化 ，明显带有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的造成

除了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外 ，也与该学派核心成员的生活

与成长的经历有关 ，例如 ，阿多诺 、霍克海默 、本雅明等法

兰克福学派核心成员都是当时社会著名的哲学家或社会

学家 ，处在社会的上层 ，生活与工作环境使得他们或多或

少带有精英主义的情结 。在他们看来 ，文化应是纯粹的艺

术 ，技术成了为资本主义统治进行辩护的一种意识形态 。

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判断建立在文化艺术的价值判断基

础上 ，却忽视并排斥了科学技术的科学价值 。毋庸置疑 ，

科技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石 ，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 。对于文化而言 ，文化发展中融入科技成果 ，既可以

扩宽文化发展的广度和深度 ，又有利于人们享受更高水平

的文化成果 。

第二 ，把对现实的不满与理论研究结合起来 ，理论研

究缺乏客观公正性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与该

学派成员的生活经历相关 ，他们把对法西斯的憎恨转嫁到

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上来 ，从而形成对文化工业的反感甚至

敌视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是犹太人或者有着

犹太血统的德国社会学家和哲学家 ，例如 ，霍克海默 、阿多

尔诺 、马尔库塞 、弗洛姆等等 。作为犹太民族的学者自然

会在研究过程中揭示并批判德国的独裁镇压政策 ，表现出

对德国法西斯统治的厌恶和憎恨 。问题在于 ，法兰克福学

派从整体上将文化与科技割裂开来 ，把艺术作为科技的对

立面来看待 ，有失偏颇 ，因而 ，过分夸大了文化工业的欺骗

性 、控制性等 。

如上所述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诞生于特定的

历史时期 ，其成员有着特殊的出身 ，因此 ，他们的理论带有

某些局限性 。法兰克福学派以独特的视角分析资本主义

制度的内在弊端 ，揭示工业文明背景下文化发展的困境 ，

无疑是深刻的 。研究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理论对于我

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也有积极

意义 。

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正处于大繁荣大发时期 ，文化产业发展迅猛 ，人民群众可

以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塑

造了多元的文化形态 。同时 ，也出现了损害群众利益的一

些问题 ，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为迎合大众需要 ，片

面追求利润的低俗文化产品 ，文化产品的商业化气息浓

厚 ；二是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 ，影响人民群众对本

土文化的自信以及本土文化本身的发展 。文化是一个民

族的基因 ，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 。为此 ，必须借鉴人类

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我所用 ，扬弃资本主义文化 ，立足中

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健全文化发展体制和机制 ，激活传统

文化价值 ，增强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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