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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文化批判"

——简析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差异

吉志鹏

(茂名学院文法学院，广东茂名525000)

摘要：在当代西方工业社会，随着技术理性的不断高涨及消费已渐渐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的同时，意识形态

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文化一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但其与马克思

的意识形态理论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

及其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和虚假性，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特质。从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出发，论述了霍克海默和阿

多诺以及弗洛姆、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在比较的基础上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质及其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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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

价值理论为其思想理论基础，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其实践目标，以实践性作为其根本属性，是人类进入

无阶级社会、实现共产主义的思想武器。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有本质

的区别，对其进行比较和梳理，对于正确地把握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是以批判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以建立共产主义社会为目的，通过对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制度批判，来展开意识形态论述的。其研究视野主要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是以唯物

史观为基础、以宏观的政治经济批判为中心的革命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批判来揭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的阶级性和虚假性，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思想武器，具有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特质。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的基础。马克思对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资产

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系统考察，用劳动异化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增值的秘

密，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及社会关系的真实面目。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

产条件下，交换商品是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主要形式。商品不过是人们劳动和交换的产物，但却表现出不

可思议的神秘性质。也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的表现出来的，就是说，表现为物和物

之间的社会关系”。Ⅲ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商品拜物教的内核：商品是人所生产出来的，本来应该为人所支

配，现在却反过来支配人，人们对商品像对待上帝一样，进行偶像崇拜。马克思又通过劳动异化理论进一

步分析了劳动异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关系，指出工资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而异化劳动是私有财

产的直接原因，所以，要摆脱异化必须推翻私有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本质的基础上，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马

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所构成的统一体，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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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必然从属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主

义“国家”不过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采取的～种组织形式”。幢1国家作为

阶级专政的工具，“一直是一种维护社会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

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1同时，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发挥着“软国家机器”的作用，通过制造

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论证阶级统治的合理性。使意识形态以社会全体成员的普遍意识表现出来，给意识

形态穿上“合法”的外衣。维护阶级利益是意识形态的“天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

形态的实质进行了分析。他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

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

件决定的。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

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眦41。在这里

马克思揭示了由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维护意识”的“虚假性”和“阶级性”，而要祛除意

识形态的“阶级性”和“虚假性”，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此，马克思的意识形

态理论是从宏观的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批判，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理论。

2 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文化批判”为中心来建构其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的历史条件使得他们的意识

形态理论不是在社会革命中而是在学术价值上凸现出来”。H儿n

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理性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丰裕却给人带来精神压制和束缚的状况，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提出了“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执行的是意识

形态的功能。他们的文化批判理论是建立在“对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日益总体化、一体化，人的心灵世界日

益为社会所支配的这一判断上”。¨儿鹤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通过大规

模的复制与“整齐划一”的方式生产出大众化的文化产品，构筑起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天罗地网，把人们结

合进一个理性化、物化的社会体系，通过大众文化全面地操纵和规范人们的思想，操控了人们价值追求的

方向，使人的自由度不是增加而是丧失了，甚至丧失了对自由追求的愿望。“文化工业”使文化产品堕落成

了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使文化堕落成了特殊的商品，不再能培育和提升人的本质，而是造

就异化的人。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指出“如果要把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压缩成一句话，那就必

须把它描述为下述指令的模仿：‘成为你自己’作为对已有状况的夸张重复和理由。并剥夺一切超越和一切

批评。在这种社会有效精神的局限之中再次向人类只提出已经构成他们存在的条件，而同时却宣称这种

当前存在是它自身的规范，这就向人们肯定了他们对纯存在的无信仰之信仰”[7】，从而调和了大众对社会

的不满和怨愤，培植了维护现存的社会秩序的顺从意识。

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则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控制人的形式是推行消费主义文化。现代西方社会

是消费为动力的社会，为了保证和维护资本积累及其利益关系、延续资本主义的运转，消费主义宣称“不消

费就衰退”，不断地刺激和诱导消费。针对这种现象，弗洛姆提出了“消费异化”理论，在弗洛姆看来“消费

更多和更好的物品在最初意味着给人更多的幸福和令人满足的生活。消费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现在消

费却变成了目的本身”【l】l俺。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把人贬斥到成为机器的附件，被它的节奏与需求

所统治。它把人变成消费的机器，变成彻底的消费者，它唯一的目标就是拥有更多的东西，使用更多的东

西”。【．】l"所以。弗洛姆认为由于推行消费主义文化，在当代资本主义富裕社会的人过的是“占有而不是存

在”的生活。而且“对消费不断增长的需要迫使我们不断地去购买，从而使我们依赖于这种膨胀的消费需

求，依赖于那些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人和机构”。[I】I订从而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社会制度的依赖性。针对消

费异化现象马尔库塞则提出了“单向度的人”和“虚假需求”理论：“资本主义制度在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和

商品越来越充裕的基础上，开始了一种对人们的意识和下意识的操纵和摆布”。⋯5利用消费主义文化不断

地制造出“虚假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旧’在马尔库塞看来，消费主

义文化借助大众传媒执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引导大众彼此模仿攀比，彻底地麻痹和俘获了大众的心灵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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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使人们沉醉于商品的消费中成为丧失自由和价值追求的“单向度的人”过着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

3 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形态理论的局限

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作为“阶级维护意识”是“观念上层建筑”，因此，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能通过意识形

态领域本身彻底解决。而要依赖于物质生活实践中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由

于外在于无产阶级政党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来继承和发展，而是对其做学术和文

化意义上的理解。他们没有社会革命的实践目标，关注的不是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而是个

体的自由和尊严。他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不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而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文化批判

的目的在于反抗资本主义制度对个体的压制和束缚。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

批判仅仅是从文化上的批判和颠覆。法兰克福学派“其理论本质实际上是西方古典人道主义哲学⋯⋯是

运用抽象的人道主义哲学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批判西方理性主义的工具化、技术化，他们

的文化批判哲学落实为对西方启蒙理性的批判、对总体异化的批判、对当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批

判”。【，】IH他们只是在方法论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立场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其意识形态理

论不是革命的意识形态理论，而是一种远离社会革命的学术探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忽略了这样

一个事实：物质生产方式决定和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精神文化生活首先是受生产方式制约的，脱离了这一基

本观点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就会缺乏政治、经济斗争的支撑而成为一种不可实现的文化

设想。究其原因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西方无产阶级正在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固化，现实的革命已经失

去了出场的路径。于是从人的角度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并企图寻找一条与经典的现实革命道

路所不同的道路。精神可嘉，但是结论往往是悲剧性的”。¨儿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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