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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初现端倪的文化经济时代

——兼论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论

鲁品越

内容提要 文化I业的勃起是现代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法兰克福学

派片面地夸走其消极方面，将其看成是资本力量与机械化生产对人类价值的全面剥夺、扭曲

与压制的工县。实际上，文化工业通过生产与消费的“文化化”过程，发挥着时杜套、经济和人

性发展的积极作闸，使当代社会不仅趋于“知识妊许时代”，也正趋于“文化经济时代”。

关键词jz．4bI业文化经济人类发展

鲁品越，南京太学哲学系教授 210093

20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社告保障

制度的完_善，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分民众物质生措

需要基本得到了满足，于是精神性消费所占比盈

越来越太。同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很高，产品制造

能力极为强大．产品普遍过剩．许多国家为了减

轻失业压力，大大压缩劳动时间。当今发选国象

工人的年劳动时间如下裘所示：

琏目*日日$毒女“##4+*幸±黄日《日

西方发达国家年工作时表⋯

工作时最长的英国其工作时占垒年时间22．2％，

德圆的工作时只占19．2％，各国平均大约在1／5。

我国每年休息日为114天，占垒年的三分之～。年

劳动时间2008小时，休息时间已经相当充裕。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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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过去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闲暇普及到了社会

大众身上。过去被贵族垄断的文化欣赏普及到社

会大众，转变为规模巨大的大众文化消赞。

由此出现了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趋势：一是文
化的“经济化”，文化工业开始诞生与壮大，二是

文化渗透到工业生产过程与产品中，物质生产开

始“文化化”。现代经济不仅向“知识经济”迈进，

也向“文化经济”发展。如同知识经济的出现是人

类历史发展的伟大事件一样，“文化经济”也是对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具有深刻影响的历史进程，理

所当然地成为哲学家们思考与争论的对象。

一、文化工业诞生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从本世纪中叶起。敏感的思想家们已经预感

到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1944年，为躲避纳粹的

迫害而逃亡到美国的德国哲学家霍凫海默与阿

多诺，发_袤了《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

一文，被推举为“大众文化”(Mass Culture)韵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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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他们认为现代文化“完全掉进了商品世界
中，是为市场生产的．目标也在市场上””。。“文化

工业”一同刻画的便是这一事实。它首先表现为
“文化二厂、№资本”的出现。在传统社会，人们从事

文化生产活动的目的，是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诉
求。而当资本渗透到文化领域之后，文化活动的

目的发生根本转移：从满足精神拆求转向追求晟

大利润。为此资本寡大量采用先进的科技设备进
行文化产品的生产，使文化成为以最大利润为目

的、以巨额资本为手段、用标准化大批量生产方

诸进行文化生产活动的行业。它是现代资本运作

模式与现代j二业生产方式向文化业渗透的结果．

是工业化生产方式向文化领域扩张的必然产物。

文化工、Ik资本的诞生和发展，电影、电视、广

告、卡拉OK等等的出现．对全社会^们的生活方

式与精神世界，对当代人的心理结构与社会结

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这屿影响包括

哪些方面，它们是好事还是坏事?围绕这一问题．
思想界乃至全社会产生r激烈的争地。以霍克海

默与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则刘文化工

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声讨。其火力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他们从为，文化工业生产的文化产品，
用文化的交换价值替代了文化的使用价值。文化

作品本身应有的精神生活价值(也即它们的使用
价值)。被它们商业性的交换价值所掩盖，以致完

全丧失了，人们看重的只是文化产品的I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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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文化产M中的用金钱代
表的商、Ik价值，将它作为值钱的商品来崇拜。于

是梵高的画，贝多芬的交响乐，美国的西部』‘片

等等，墓价值并不存于这些艺术品本身的艺术
性．而在于它们在市场上值多少钱。它们的价值

用其交换价值来标记”1。

第二．他们认为．文化工业是机械化的工具

理性对凡的自由本件与内在精神价值的剥夺。随

着人类理性力量的强大，机械技能的完善，导致

丁将人性的一切归纳为数量的功利概念，驱除那

些不能归结为逻辑与数量的复杂情感与思想，将

整个知识文化系统简并到单一的尺度。文化产品
的创作过程，本来应当是人类内在精神的创造活
动，现在沦为机械化、数学化、标准化、高效率的

“科学过程”．由此导致人类内在精神的丧失，为

资产阶级对社会的法西斯化的统治提供了强有

力的工具。

第三，他们认为，千人一而的文化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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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人类十性与艺术韵昧的丧失。1．1：1技术体系大
量复制出来的产品，用现代的传播渠道广泛传播

到奄社会，于是产生了无数大众在一同时问共同

观看同一文化作品的现实。文化消费者址于完全
被功的地位，被这些文化产品所主宰。文化工业

制造的是假个人主义：文化市场的商品看似可供

自LⅡ选择，但每样文化商品都预先估计虾了市场
的反应，个人被动地受市场主宰。高踞流行榜首

的音乐．并非个人自由选抒的结果，而是音乐工

业大批量推销商品的伎俩，它将观众的昧口整齐

划一。他们写道：“在文化工业巾，个性之所以成

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隹产方式的标准

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
他才能容忍个性处于这种虚幻的处境”【41。私法兰

克福学振看来，大批量复制技术，是导致个性丧

失的重要原因。曾经足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的

本雅明．在1936年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作品》叫i写道：“在机械复制时代消亡了的是艺术

作品的韵味⋯⋯复制技术把被复制物与传统的

钡域分开。它通过多重复制，用大量复制品来替

代一个独特怕存在。”b1社会大众在这种文化的统

治下，成为单面的人。因此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

文化工业实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工业4-E。意识形态

对人们的统治力量不是削弱，而是加强。

第四，文化商人雇佣文人统治A们头脑；“民

间艺术从下面成长起来。⋯⋯大众文化则是从上

面强加的。⋯民间艺术是民众自己的公共机构，

他们的私人小花园用围墙与其主人的‘高雅文

化’整齐的大花园隔开了。但是，大众文化打破了

这堵围墙．把大窳与高雅文化贬了值的蟛式相结

合，因而成了政浩统治的一种工具”⋯1。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二I___业的批判，表面看来

似乎道理十足，然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不是

以向前看的眼光批判现代村=会，而是向后看，表

露了浓郁的怀lift复古、浪漫悲观的情调；他们缅

怀虚构的中世纪的田园牧歌式的精神宁静，想退

回到前现代时期；他们一味推崇精神，否_弃物质，

鄙弃大盘又俨然以大众的代言^自居，表现r十

足的贵族精英倾向”⋯。他们身上透露出欧洲ihb
论和欧洲优越感，亚洲、非洲难于进入他们的视

野，美国也不在话下。他们极度推崇价值理性，极

其贬斥1=具理性，把一切社会规则，一切法律体
系与管理规章制度，都当作资产阶级意识形恋来

批判。他们只谈异化，醉心于终极关怀，严峻旧现

实问题祖少顾及，制度革新和制度建设更有无人

间律之虞。他们鼓吹的理论，只要自由价值，反对

  万方数据



江苏社舍科学
趣晒口嘲鼎蔼隅a可|瓠Ii韵

一切理性制度约束，更谈不上加强法浩，进行制

度改革与建设。是一种现代版的无政府主义。

二、文化工业的价值与意义

在我们看来，文化工业的出现是历史的进

步，因为它提高了大众文化水平，促进了社会经

济繁荣。其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文化I业的社鲁文化价值

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看．文化工业的诞生
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进步：

——文化工业并不像一些西方学者的危言耸

听的那样，仅仅是文化创造活动的机械化。一切
创造性的文化创造活动．其具体过程本来就含有

一些非创造性的机械操作，血¨记录、抄写、常规性
文字处理等等事务。现代文化工业使人们把这些

事务交给机械去完成，使人们从非创造性卓务中

解放出米，集中精力从m真正的文化创造活动。

因此，表面上看文化活动机械化了，实际上给人

类文化创造潜能的发挥提供丁前所未有的条件。

——文化工业时代的到来，使得文化享受摆

脱了贵族化限制而普及到亿万大众之叫=，。文化工
业使精英文化走下“圣坛”，向大众文化的渗透。

促进精英文化的这种大众化发展趋势n々力皿，正

是市场。市场机制具有强大而神奇的力位。能把

原来只在少数封族与富豪的圈子里流行的东西，

连渐普及开来．推向全社台的大众。市场机制成

功地把昔日只有贵族与富豪才能享用的物质产

品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它也必将能够成功地把精

英文化普及到大众文化生活之中。这已经部分地

成为现实。这种历史过程，并非州法兰克福学派

所说的那样是统治者“把大众与高雅文化贬了值

的形式柏结合，因而成了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

”l。剥夺大众对它们的华用权的思民政策，才是贸

族统治者政治统治的工具。

——立化J二业使火众在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
对社会文化具有选择权，从而间接地参加了自己

所喜爱的那些社会文化的创造。大众的文化欣赏
并非完全的被动过程，而是用白己的社会经历与

知识背景对文化重新诠释与创造的过程。赞斯克

说过，文化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发挥他的主动性的

解码功能。促使文化产品转化为他所愿意接受的

形态。他在1989年出版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
中宣称，“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

民创造的。”m

正凶如此，空化工_qk生产的大众文化．成为

所史上发展谴度最陕、规模最大的文化。正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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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存短短几百年时间内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远远超过此前全部历史上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

的总和一样，大众文化在其必起的短短时间内，
创造的文化产品比人类文化史上文化产-％的总

和还要多：它创造了繁多的新文化门类，州电影、

广告、激光视盘、MTV和迪斯科；无数厂。播电视

台．每天24小时向千家万户播放五花八门的节

目；街头大报小报成为人们必读的精神早餐；电脑

和游戏卡上的节目吸引聍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如此

等等。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删B个时代的A民，享

有如此多的文化产品；从来褴有哪个时代，文化产

·W-的创造与消费占有如此之高的比重。

当然，文化工业是只是先进的文化生产方

式，是先进文化的载体。它电有可能被不良文化

所利用。作为最贴近人的原始本性的文化，大众

文化喜欢感官性的刺激和欢愉，厌恶觚色的抽象

思辨；喜欢有立竿见影效用价值的文化产品，不

喜欢暂时看不见效用价值的文化与思想。这是一

种即时消赞、即时行乐的文化。每一件大众文化

商品，像物质商品一样，大都是县花一现——一句
话，大众文化是感性的、注皿眼前利益的、商业气

息浓厚的文化，是短命的叫堪文化。如不加控制，

也可能导致一些负面效应。例血¨，片面追求眼fj{『

经济效益。会导致那些迎合人们低级趣味的府俗

文化泛滥成灾，色情和器力充斥文化市场。

因此，如果我们利用文化工业的优势，克服

它可能带来的缺点，文化工业就会成为促进历史

进步的工具。

2、文化I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工业开辟了国民经济新的发展空间。随

着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人民

的物质生活条件正趋向于基车满足。如果我们把

社台经济发展定位于生产更多的物质产·吼上，必
将导敢大皿的重艇建设，造成经济j：|；『条和危机。

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只能越来越依魈于文化

工业的蓬勃扩张。文化工业大致有三种类型：一

是以现代高科技为手段的文化娱乐产业，如彤

视、音乐、文化旅游、电-T游戏等等，它不仅包含

高科技产业化，也包括文化知识的产业化。二是
新教育产业，它是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武装起来

的、以传播科技文化知识为中心任并的产业。三

是企业策划、广告创意、规划、咨询等活动组成的

“脑业产业”，这类产业以现代高科挂为手段．以

各类社会科学为钾1识基础，对企业、政府、事业单

位和个人进行各种文化设计等活动。当然，文化

产_qk不是封闭的。随着知识经济化趋势的拉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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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想不到的新的文化产业会不断涌现。

文化-12业不仅直接开辟了新的规模巨大的

文化产业群．而且会带动一系列物质生产部门的

发展。例如，优秀的电视节目会带来电视机的吒销，

优秀的软件会带动电脑制造业的发屉，信息资源丰

富的网站告带动网络产业生意兴隆。优秀的旅游

文化产品，则会推动交通运输业的建l垃等等。

文4-g工业还会通过提高国民的文化索质而

提高社会长远发展的潜力。文化消费的发展，使

人民群众认识到，如果不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不仅不能成为合格的生产者，甚至不能成为合格

的消费者。这样的人难以在全社会性的较高水平

文化环境中生存下去。由此而产生了学习文化知

识的巨大需要，从而带动教育事业和教育广’业的

发展。而教育事业与教膏产业的发展，导致国民

索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积累越来越丰富，为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打j：最根本的基础条件。

文化工业艘展的另一作用，是能够大幅度提

高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单位资源对国内生产
总值的贡献率。同等产值的文化产品所消耗的物
质资源，要比物质产品消牦的资源小得多，带来

的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也小得二多。因此，发展文
4-gT-业是克服经济发展与资源有限的tY"盾的具

有远大前途的出路。

三、意义深远的“生产文化化”

与文化的工业化相伴而生的，是意义更加深

远的“经济文化化”：文化渗透在物质产品的生产

过程Ih渗透到企业生产的产品与服务中。人类

生产过程瘦其生产的产品和服务，其功能逐渐从
单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发展到满足人们对物

质与丰青神文化的双重需要。于是，企业将不仅是

物质生产者，同时也是文化生产者．其产品和服

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多，文-lg生括存企业生活
中比重越来越大。我们把物质生产过程中所蕴含

的文化称为“生产文化”，把蕴含在物质产品与服

务中帕文化称为“产品文化”。“生产文化”目自n还

处于萌芽状态，而“产品文化”则已经处于蓬勃发

展之中。法兰克幅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的重

要缺点，在于没有看到造一历史趋势。

产品文化几乎与物质产品同时诞生——因为

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对物质生活资料的追求同样

古老，同样不可或缺。远古时代的生产工具，已经

具有原始的装饰性图案；中国古代的食品，讲究
“色、香、味”的美学价值。至于古代建筑雕粱画栋

的文化内涵，自不用说。正如马克思所说，“动物

哲学研究

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

而人却懂得接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生产，并日．

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应用到对象上去，闭

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美和文化作为

人的本性，它必然渗透在一切手工产品中。
即使在物厦生插极其困苦的年代，也扼杀不

了物质产品中的文化。倒是近代工业化大生产．

用机器取代手工，将这些天然地蕴含于手212产品

中的产品文化小断_蜓逐出去。这是韦伯所随作为

现代性的“驱魅”在产品中的表现，它导致]_业化

早期的产品文化音量越米越低。随着物质生产水

平越来越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得到满足，

对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文化扦始向物质产品

“复归”——产品的市场竞争越来越依靠文化上的

竞争，产品的文化魅力对人⋯吸引力越来越大。
巴甫洛夫说过，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第=信

号系统，即语言文字符号系统——从社会意义上
说，它实质上即是文化系统。人是文化的动物。表

现在经济生活中，人不仅生产年lI消费物质性的产

品，而且生产和消费信息性的文化。物质产品不

仅提供以原子形态实现的物质性消费，I司时也提

供以“比特”形态存在的文化性消费。，文化性消费

功能=表现为审美消费功能、娱乐游戏功能、伦理

性和礼仪社交性功能、纪念性与象征性功能等。

选蝗功能往往集合在一起，体现在辑种产品中。
人们穿衣的目的，绝非仅仅温I匿身体，更重

要的是逑蔽身体和美化自己，表征性别、年龄、职

业等社会特征。食品消费绝非仅仅是为丁获得营

养，更多的是为了满足审美情趣、对各地饮食文

化的感受，团网饭具有家庭伦理功能，聚餐与请
客则具有社交功能等等。如何把人类几千年的肌
史内涵以纪念性文化形式，把人们信仰与向往的

事物以象征性文4t5形式，注入到消费品中．是一
个值得花功夫研究与开拓的课题。

如果说产品中的物质成份构筑人的生理功

能，那么，产品史化往执行上述文化消费功能时．

其所起的作用iE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文化构筑人

的精神结构及生活，此即产品文化的学习性功

能。社会把什么样的文化注入刊产品中，直接关

系到用何种文化来塑造人的灵魂。在当今时代，

一十民族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物质产品
与服务中的文化，将几。r年的民旗传统传达到社会
民众中，同时也从进口产品中感受域外文化。

产品文化第三功能是经济功能：一是提高企
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二是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

值；三是可以减少单位产值的资源消耗，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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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从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

最有经济发展前途而且文化意义深远的“经

济文化化”．是劳动生产过程的“文化化”。文化向

经济的进一步渗透，是从产品领域更加深入到生

产过程内部，使产品的生产过程充满若文化生产

与文化享受的过程。例如，单调重复的劳动作业

有可能被克满创造性的求妥过程所收代．劳动情

境将越米越富有美学情趣，工厂将可能宴现园林

化，悦耳的音乐将可能代替喧嚣的噪声．等等，如

果这个过程一且开始，从人的发展与人的解放的
角度来说，将使人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因为工作不仅谋生的手段，也是人们“诗意的

生存”的一部分，从而不断消灭生产过程中的劳
动异化；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说，将增生出一个有

无限广阔前途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全世界的
生产设备是如此巨大，生产过程在人们社会生活

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四、“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

高科技的发展使当代社会正走向知识经济
时代。我们同样有理由说，随莉文化的经济化(文

化工业)与经济的文"f-ECE(产品文化与生产尘

化)，我们时代正在逐步进人“文化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从不同方面刻画着今

天已经初现端倪的未来时代的特征。如果说“知

识经济”是科学精神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产物，

那么，“文化经济”足人文精神与当代经济生活相

融合的结果。贯穿在知识经济中的精神要索，汪
到底仍然是西方式的工具理性，确切地说，是电

于时代的工具理性，它主要体现于当代自然科学

技术与现代管理技术之中。它使人类经济生产活

动更加科学，更加有效率，由此而政变了人们的

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而贯穿在文化经饼中的精

利I耍索，则是目的理性与非理性——关于人类生
存意义和价值的思考。因此，如果酿知识经济外

在地改变着社会结构，由外而内地进而渗入人的

灵魂，那么文化经济将从人类的内在灵魂深处改

变着社会．由内而外地进人改变若社会结构。知

识经济使^类科学地生产和生活，从而过料更加

富足的生活，文化经济如果被先进的文化所主

导，则将使人类艺术地生存——艺术地生产和生

活，追求更加富有情感与价值的生活。我们还ai

能全面评估文化经挤对未来社会的具体作用——

因为它将与卒土会奉行哪种文化，实现哪种文化经济

有关，但可以相信，枉全体人类善良美好的愿望的

驱使下，知识经济与文化经济将会相互补充，相互

促进，不断战胜对知识与文化的滥用及其负面作

用。给骢们建构美好而又充满挑战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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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conomical Age in Its Inception

——The Theory of“Cultural Industry”of Frankfor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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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ception of euhuraI industry is“greut significant event in modern social history of de—

ve!opme．t．Frankfort school exaggerated the negative aspacts unilaterally．treated it aB the tool of capital

and mechanical production to deprive，deform and depress human value．In fact．through Ihe“cultural’’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J㈣”ption，it plays active role in social，economical and hulllan naturl2 devel—

opment， contributing nor only to“knowledge economleal age”，hut to“cultural eootlott_lirzal ugc”．

KeyⅥrords：ctdtural industl'y cullural eeonomic8 hum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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