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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工业”理论的
主要内容

“文化工业”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

在批判“大众文化”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1944 年，霍克海默在《艺术与大众文化》

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工业”的概念；

1947 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出版的《启

蒙辩证法 》一书中，全面探讨了“文

化工业”。在这之前，他们使用的是“大

众文化”，在这之后，他们则用“文化

工业”取代“大众文化”。通过“工业

文化”理论的提出，法兰克福学派对科

技革命影响下的“文化工业”化倾向提

出了批判。

1.“文化工业”的商品化及带来的“商

品拜物教”导致文化和人的双重平庸

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用“文化工

业”取代“大众文化”，是由于“文化

工业”映现了““文化工业”资本”。

资本的本性即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资

本侵入文化领域必然使之发生变质，文

化产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创造性的价值

艺术品，而是工业机械生产出的批量商

品，商品化成为“文化工业”的最显著

特征。

阿多诺坚决认为，“文化工业”的

产品完全由艺术品变为商品，由市场的

需求决定，目标也是在市场上销售。文

化与资本合作，使得文化沦为了资本扩

张的工具，“文化工业”的生产、销售

都被纳入“文化工业资本”运作范畴，完

全由市场的经济规律所支配。文化商品

化后，对文化作品的创作者来说，上座

率高、经济效益好就会成为他们的至上

追求，而直接忽视文化作品本身的审美

价值；对消费者来说，本来消费的是“文

化工业”产品的使用价值，在市场导向

原则下，使用价值往往被商业性的交换

价值所掩盖甚至完全丧失，这样人们看

重的只是文化产品的市场价格，而不是

其文化内涵本身，这就形成了文化领域

中的“商品拜物教”。“文化工业”的

完全商品化，所带来的后果不只是人们

对物欲的强烈追求，更主要的是，正如

法兰克福学派进一步所分析的那样，人

们对市场价格高、广告宣传的这类文化

产品的盲目崇拜把自身也推向单调平

庸的一面。

2. 文化生产的过于技术化导致文

化堕落为统治者维护秩序的工具

法兰克福学派强调，现代科学技术

的迅猛发展，给文化的传播提供了现代

化的载体，由此才产生“文化工业”和

实现文化的产业化，否则不可能产生相

应结果 。法兰克福学派称之为“文化

工业”的技术化，也是“文化工业”的

第二个特征。

除本杰明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推

动了文化艺术的进步，其他法兰克福学

派成员对“文化工业”的技术化都持否

定的态度。阿多诺就认为，科学技术的

高度发展最终会导致“文化操纵”，即

文化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被技术的工

具理性所支配，人的理性已是纯工具化

的思维。马尔库塞认为，文化传播的过

程本身就是文化操纵的过程。通过传播

媒介的技术过滤，“大众传播媒介的专

家们传播着必要的价值标准。他们提供

了效率、意志、人格、愿望和冒险方面

的完整训练”[1]，传播进来的价值观念

等意识形态的东西，“事实上，它们被

用作社会凝聚的工具”[2]。实际上，这

些大众传播媒介充当的是政府“代言

人”的角色，统治者利用文化与技术的

同谋，使其为统治者服务，导致文化堕

落为统治者维护秩序的工具。正如法兰

克福学派史专家马丁·杰伊一针见血的

评价：“技术在美国广泛服务于“文化

工业”，恰像它在欧洲帮助权威政府的

控制。”[3]

3. 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导致自身成

为异化的文化力量

法兰克福学派把文化生产和文化

产品的齐一化、标准化归纳为“文化工

业”的第三个特征。法兰克福学派认

为，文化和艺术真正的本质在于创造

性，这种创造性表现为自由和超越性：人

可以自由地在作品中实现自己，艺术

是对现存制度的否定和批判。马尔库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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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揭露了艺术自由和超越性的本质，将

艺术看作是构造现实的一种力量。但

是，“在垄断下，所有的大众文化都是

一致的，它通过人为大方式生产出来的

框架结构也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文

化作品像流水线上的工业生产品，千篇

一律、毫无个性，这就是“文化工业”的

标准化。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借助现代科

技手段批量地生产、复制出来，文化自

身所具有的本真性被不断消融，慢慢失

去自身的创造性。文化本来是人创造

的，但是，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让文化成

了一种娱乐消费品，人沉浸于其中，思

想逐渐被欺骗和麻痹，文化反过来就成

为欺骗人、统治人的异化的文化力量。

二、“文化工业”理论对
我国文化建设的启示

法兰克福“文化工业”理论对资本

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

刻的批判和全面的反思，进一步拓展了

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对我国文化建设

有重要启示。

1. 文化建设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法兰克福学派抨击最甚的是“文

化工业”的商品化，认为商品化最终会

导致“文化工业”完全沦为利益需要的

商品，把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全然不顾

文化的价值及社会效益。文化产品具有

商品属性，文化资源受到市场经济规律

的作用，从而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形成和

发展。在我国，文化已成为一种产业并

且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支柱产业，文化

产业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促进

了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但是，我国的文

化建设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迷失方

向，文化不能完全被资本所控制只顾经

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相反，我国的

文化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是因为，一方

面，从文化的本质上看，文化的价值在

于感化、教化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

力量，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巨大的作

用，对社会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另一

方面，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我

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决定我国的文化

的根本属性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因

此，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体现

公益性原则，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

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根本原则。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

的精神食粮，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

神文化生活。文化作品应是人民的精神

食粮，而不是“快餐文化”，优秀的文

化作品既能够唤醒人、鼓舞人和激励

人，又在市场上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也就是说，文化建设要坚持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相统一。央视新推出的《中国

诗词大会》和《朗读者》，不仅取得了

收视率高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

该类栏目以实现文化自身的价值为旨

归，唤起了人们对古诗词等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学的热爱，掀起了

全民朗读的热潮，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

响。这类电视栏目就是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统一的文化作品，应大力推崇。 

2. 文化建设要加强先进文化建

设，用先进文化引领文化的方向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科学技术和“文

化工业”的意识形态功能，认为“文化

工业”的技术化导致文化堕落为统治者

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但是，法兰克福

学派“拒绝把文化现象还原为阶级利益

的意识形态反映”。从政治角度上看，文

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有利于维护政治统

治，关键是文化的性质和方向问题。我

国文化建设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决定了我国文

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始终是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加强先进文

化建设，其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为

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

成果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根本上保

证文化的前进方向；其二，紧紧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凝结

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

值表达，坚守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

值观，用先进文化引领文化的方向，坚

定人们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和制度自信。

3. 文化建设要加强文化创新，注

重文化的独创性

法兰克福学派指出文化产品的标

准化扼杀了文化的个性和创造性，导致

文化异化为统治人的力量。基于此，在

我国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强文化创

新，不断提高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和艺

术品位。创新是一个社会进步的不竭动

力，文化创新是民族繁荣进步和国家兴

旺发达的根本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

力”。要实现文化创新，根本途径是立

足于社会实践。文化作品既来源于现实

生活，又高于现实生活，这就需要创造

者立足于现存的生活和制度，以现实为

素材进行文化创作；文化创新要继承和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

承才能更好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是我

们的“根”和“魂”，是我们的精神命

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采取马

克思主义的态度，推陈出新，按照时代

的新发展要求，补充、拓展、完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文化创新要走出

去，面向世界，世界文明是多样的，中

华民族特色也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

断学习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而逐渐形成

的，中华文化也要在汲取世界文明的养

分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总 之， 历 史 有 着 惊 人 的 相 似 之

处，尽管其中存在诸多不足，如当年法

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理论对文化发

展现状揭露出来的许多问题至今也仍

未得到有效解决，但是“文化工业”现

象在后来的许多国家中却是普遍存在

的。当前中国在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于当年法兰

克福学派面临的诸多问题，因此，在当

前高举文化自信的大旗，建设先进文化

的时期，重新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文

化工业”理论，对如何更好地进行文化

建设有着较大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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