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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概述了大众文化的产生" 比较了法兰克福学派及英国文化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异同点" 分析了

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大众文化产生的影响及在该影响下中国大众文化的特征#
关键词! 大众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 英国文化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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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文化比较研究

随 着 大 众 文 化 的 历 史 发 展" 东 西

方学者对其 进 行 了 系 统 研 究 和 深 入 探

讨" 由于探讨 和 研 究 的 层 面 与 所 取 的

视 角 不 同 " 产 生 了 不 同 的 学 术 流 派 "
它们之间的论 争 不 仅 深 化 了 人 们 对 大

众文化的认 识" 而 且 还 直 接 影 响 了 政

府机构和消费 者 主 体 对 大 众 文 化 普 及

采取的政策和态度#
一) 引言! 大众文化的产生

在 对 大 众 文 化 发 展 历 史 及 其 性 质

的研究中" 最 早 也 最 负 盛 名 的 是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 早 在!"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
以霍克海默) 阿 多 诺) 马 尔 库 塞 为 代

表的法兰克福 学 派 学 者 就 已 指 出" 大

众文化在本 质 上 是 一 种 文 化 工 业# 在

* 启 蒙 辩 证 法+ 中 " 霍 克 海 默 和 阿 多

诺首先使用了 这 一 新 概 念" 意 指 战 后

资本主义制 度 使 得 娱 乐 和 大 众 传 媒 变

成了工业" 在 推 销 商 品 的 同 时 操 纵 了

大众的意识# 他 们 认 为" 在 机 械 复 制

时代和工业 社 会 中" 物 质 和 文 化 产 品

被 认为没有真 正 的 区 别" 汽 车 的 生 产

和电影的生 产 一 样 是 为 市 场 经 济 的 原

则所决定# 大 众 文 化 的 标 准 化 程 式 化

以 及 产 品 的 机 械 复 制 被 认 为 是 刻 板 )
琐 细 和 流 水 线 生 产 方 式 的 必 然 产 物 "
是 文 化 商 品 化 以 后 的 必 然 结 果% !& # 在

这种文化的强 大 影 响 下" 民 众 丧 失 了

自身的判断 力" 成 为 一 种 被 动 的 文 化

消费者# 资本 凭 借 自 己 的 实 力 控 制 了

文化的生产 与 消 费" 这 就 导 致 了 规 模

越来越大的 文 化 工 业 的 出 现#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创 立 了 文 化 工 业 的 批 判 理 论 "
揭示出资本 主 义 文 化 产 生 的 许 多 本 质

方面#
各 种 大 众 形 式 的 消 费 开 始 为 民 众

所享有" 同 时 也 逐 渐 瓦 解 人 们 的 反 抗

意识" 这种, 消 费 控 制- 加 强 了 对 大

众的奴役和 对 人 性 的 压 抑# 该 学 派 理

论认为" 现代 艺 术 也 以 异 化 的 形 式 加

强 对 人 的 心 理 ) 意 识 ) 意 志 的 操 纵 #
这一批判理 论 的 影 响 在 日 后 扩 大 到 了

整个欧洲" 特别是!"世纪#$年代之后"
它直接影响 了 文 化 研 究 学 派 并 促 使 英

国新左派 ’ 英 国 文 化 学 派( 理 论 家 群

体的形成#
二)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与 英 国 文 化 学

派关于大众文化的异同比较

英 国 文 化 学 派 的 兴 起# 新 左 派 是

%&世纪’$年 代 末 由 一 批 英 国 前 共 产 党

知识分子) 左 翼 文 化 人 以 及 激 进 的 大

学生结合而 成 的 政 治 运 动 的 成 员# 新

左派与大众文 化 研 究 存 在 着 密 不 可 分

的关系# 新 左 派 在 文 化 问 题 上 的 一 些

重要观点与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文 化 理 论 有

明显的区别#
英 国 文 化 学 派 与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的

异同比较# 从 英 国 文 化 学 派 的 兴 起 可

以看出" 英国 文 化 研 究 学 派 与 法 兰 克

福文化理论 学 派 的 关 系 是 既 有 继 承 又

有发展# 不容 否 认"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对

文化工业的阐述和批判成果影响深远"
并为文化研究 提 供 了 理 论 基 础# 与 法

兰克福学派 理 论 不 同 的 是" 文 化 研 究

学派抛弃了 文 化 工 业 分 析 中 的 机 械 成

分" 注重从 政 治 制 度 和 思 想 意 识 角 度

来考察和 分析 大 众 文 化" 而 不 是 对 大

众文化采取拒斥的态度#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出 于 对 意 识 形 态 批

判立场" 把 批 判 指 向 定 位 在 资 本 主 义

文化对于大众 意 识 的 控 制 方 面" 大 众

被看成被动 的 客 体" 忽 略 大 众 对 文 化

的积极反应# 英 国 的 文 化 研 究 理 论 学

派关注大众 文 化 生 产 中 隐 含 的 能 动 力

量# 尽管大众 文 化 的 消 费 者 不 能 控 制

文化产品的 生 产" 但 可 以 控 制 它 的 消

费# 从这一 点 来 看" 文 化 商 品 不 仅 是

消极接受的对 象" 也是 接 受 者 可 以 利

用的资源# 如 英 国 文 化 研 究 的 首 要 代

表人物威廉姆 斯 和 霍 尔" 他 们 不 只 是

站在传统知 识 分 子 的 立 场" 抨 击 资 本

主义文化控 制" 而 且 同 时 从 平 民 主 义

和 大众立场出 发" 去 发 现 民 众 参 与 和

对话所具有的能动解码实践#
英国 文 化 研 究 学 派 认 为" 把 大 众

文化与精英 文 化 相 对 立 的 二 分 法 失 之

简单" 而且也 不 是 对 当 下 文 化 现 实 所

做 出 的 一 种 明 智 反 应 # 在 他 们 看 来 "
大众文化代表 着 生 生 不 息 的) 看 得 见

摸得着的现 实 生 活" 它 具 有 沟 通) 交

流及促进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积极功能#
因 而" 他 们 主 张 解 构 精 英...大 众 文

化或雅俗 文化 间 的 二 元 对 立" 提 升 大

众 文 化 的 地 位 " 倡 导 建 立 , 共 同 文

化-" 让社会文化在雅俗共赏中得到整

体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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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 对 大 众 文 化 的 研 究 越 来 越

呈现出跨 学 科 的 色 彩! 传 播 学 学 者 重

点研究它与 传 媒 的 关 系! 社 会 学 者 则

强调它在 社 会 变 迁 中 的 作 用! 文 化 学

者关注的是 它 与 精 英 文 化 及 民 间 文 化

之间的关 系" 从 而 形 成 了 真 正 的 多 维

视野! 把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三#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对 中 国 大 众 文

化的错位

!"世 纪#"年 代! 面 对 中 国 大 众 文

化 的 潮 涌 ! 不 少 知 识 分 子 忧 虑 重 重 !
各种文化批 判 应 运 而 生! 但 这 并 不 构

成机械照 搬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文 化 批 判

理论% 的 理 由" 因 为$ 大 众 文 化% 的

意义在 我们 当 下 环 境 中 与 在$ 发 达 资

本 主 义 % 社 会 中 的 意 义 也 非 常 不 同 "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移 植 到 现 代 中 国 ! 至

少 有 四 种 $ 错 位 % 需 要 我 们 重 新 改

造 创 新"
第 一! 今 日 中 国 的 大 众 传 媒 格 局

与 二 战 刚 结 束 时 相 比 已 经 相 去 甚 远 "
技术的进步 导 致 文 化 传 播 的 便 捷 化 与

文化信息 的 极 度 丰 富" !"世 纪$"年 代

以后的传播 学 揭 示 了 接 受 者 在 传 播 过

程中具有 积 极 主 动 特 性! 大 众 是 主 动

而有选择 地 接 受 大 众 文 化" 法 兰 克 福

学派 则往往 以 精 英 主 义 看 待 大 众 文 化

现象! 所 以 会 忽 视 大 众 接 受 文 化 过 程

中的主动性与批判性"
第 二!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的 理 论 所 产

生的社会与今日中国在社会发展阶段#
文化生产方 式# 政 治 经 济 结 构 上 都 有

巨大的错 位"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文 化 批

判理论% 是 在 二 战 后 的 发 达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尤 其 是 美 国 和 西 欧 得 以 发 展 的 !
与今日中 国 的 社 会 在 政 治# 经 济 条 件

和文 化形态 上 都 必 然 有 质 的 差 别" 中

国的社会 不 是 成 熟 的 现 代 性 社 会! 经

验事实告诉 我 们! 在 目 前 的 中 国 政 治

文化仍然 位 于 绝 对 的 支 配 地 位! 精 英

文化与商业 文 化 都 是 在 政 治 文 化 的 制

约语境与 许 可 范 围 内 艰 难 地 存 在! 而

且呈现出 与 政 治 文 化 相 妥 协 & 自 觉 的

或无可奈何的’ 明显倾向"
第 三!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把 与 科 学 技

术# 物质 进 步 附 随 的 大 众 文 化 的 弊 病

与科学技术# 物质进步本身混为一谈!
把科学技 术# 现 代 性 等 同 于 资 产 阶 级

意识形态! 并 持 极 度 悲 观 态 度" 孕 育

大 众 文 化 的 现 代 中 国 社 会 已 是 大 大

不 同 于!"世 纪 %"年 代 的 垄 断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第 四!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对 艺 术 自 律

性的过度 强 调! 过 分 夸 大 了 文 化 决 定

论! 这就使 得 他 们 的 文 化 理 论 具 有 明

显的否定 日 常 生 活# 脱 离 广 大 公 众 社

会实践的倾 向! 带 有 明 显 的 浪 漫 主 义

和乌托邦气质 ( !) " 他们一味地推崇精

神! 否弃 物 质! 鄙 视 大 众 又 俨 然 以 大

众的代言 人 自 居! 表 现 出 十 足 的 贵 族

精英倾向"
四# 大众文化的特性

&’大 众 文 化 在 现 代 社 会 的 开 放

性# 宽容性及丰富性

大 众 文 化 作 为 一 种 旨 在 使 大 众 获

得感性愉 悦 的 日 常 文 化 形 态! 尽 管 有

色情化# 暴 力 化 以 及 套 式 化 倾 向! 但

是 ! 它 是 当 代 大 众 社 会 的 必 然 产 物 !
有其在生理# 心 理# 文 化# 社 会 诸 方

面的重要 意 义 与 作 用" 大 众 文 化 对 感

性欲望的 刺 激 与 满 足 极 大 地 丰 富 和 改

善了人的 生 存 状 况! 提 高 了 人 的 生 活

质量! 促 使 人 们 从 神 圣 的 政 治# 宗 教

的世界中解 放 出 来! 向 人 的 日 常 生 活

世界回归 ( ") "
大 众 文 化 以 其 开 放 性# 宽 容 性 及

丰富性创 造 了 一 种 共 享 文 化 空 间! 彻

底打破了过去文化的封闭性# 狭隘性#
单一性" 大 众 文 化 是 大 众 参 与 社 会 和

支配文化的 一 种 重 要 渠 道" 它 契 合 大

众趣味! 有 利 于 大 众 参 与 社 会 文 化 生

活! 抗拒 民 族 文 化 传 统 中 的 家 长 专 制

成分! 大大 推 动 了 文 化 的 多 元 化 和 民

主化进程"
由于大众传媒的形式和内容不同!

大众文化 产 品 也 异 常 丰 富 多 彩# 并 行

不悖" 这样! 社会文化产品丰富多彩!
既 可 以 有 官 方 意 识 形 态 的 主 流 文 化 !
纯粹的精英 文 化! 又 可 以 有 娱 乐 的 大

众文化# 一 次 性 消 费 文 化" 各 种 文 化

产品和平 共 处! 共 同 发 展! 尽 最 大 可

能地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

()大众文化在现代中国的特性

工 业 化 和 城 市 化 的 进 程 从 根 本 上

改 变 了 文 化 发 展 图 景 中 的 文 化 关 系 "
工业化推动 的 城 市 化 产 生 了 大 量 的 都

市居民! 民 众 生 活 普 遍 改 善! 许 多 社

会文化上的 禁 忌 和 民 主 政 治 的 障 碍 逐

步去除" 因 此! 大 众 文 化 就 自 然 而 然

成了他们主要的娱乐方式"
现 在! 大 众 文 化 已 经 逐 渐 成 为 中

国的主 流 文 化! 它 不 仅 深 入 中 国 大 众

的日常生 活! 而 且 成 为 亿 万 人 形 成 自

己道德 和 伦 理 观 念 的 主 要 资 源! 阐 释

着现代生 存 模 式 的 新 观 念 和 新 生 活 方

式以及 人 与 人 之 间 新 的 交 流 方 式 ( #) "
但是! 它 同 时 也 消 解 着 大 众 对 精 神 信

仰的 追求! 只 追 求 现 世 生 活 的 享 乐 和

感性的 满 足! 使 时 代 缺 乏 高 屋 建 瓴 的

人文精神导向"
中 国 大 众 文 化 的 发 展 与 西 方 发 达

国家相 比 还 不 很 成 熟! 需 要 不 断 地 推

进中国大 众 文 化 的 发 展! 丰 富 中 国 的

大众文 化 产 品! 满 足 大 众 的 文 化 消 费

需要! 使 中 国 由 一 个 大 众 文 化 产 品 的

输入国向输出国目标努力" 另一方面!
积极发 展 中 国 大 众 文 化 的 同 时! 我 们

也 应清醒 地 认 识 到 大 众 文 化 是 商 业 文

化! 消 蚀 了 人 的 个 性! 使 商 品 的 利 益

代替一切! 成为大众文化的绝对标准"
法 兰 克 福 学 派 最 有 价 值 的 是 其 批

判精神! 它提出和发展的$ 文化产业%
概念和文 化 批 判 理 论! 对 于 我 们 反 省

大众文 化 的 种 种 负 面 现 象! 具 有 可 贵

的启发和 借 鉴 作 用" 但 是! 对 它 的 某

些观念! 如 果 我 们 脱 离 中 国 文 化 的 具

体 语 境 ! 盲 目 地 追 随 和 蹩 脚 地 模 仿 !
对中国的 大 众 文 化 只 能 是 破 坏 大 于 建

设! 迷 信 多 于 理 性! 有 碍 于 中 国 大 众

文化的健康发展"
因 此! 中 国 在 发 展 大 众 文 化 的 同

时! 应逐步建立健全文化机制和体制!
对大众文 化 发 展 因 势 利 导! 从 而 有 利

于中国 大 众 文 化 在 新 的 世 纪 朝 着 健 康

的方向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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