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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传播路径新探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启示

梁云飞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0）

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已促使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变

化，不仅涉及经济领域，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也影响至深。马
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

上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在文化形态上随之转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源，不断民族

化、大众化、世界化的发展进程。马克思哲学是文化意识形

态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文化传播的途径和方式进行分析对于全球化状态下我
国哲学文化生存和繁衍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传播观蕴含着大众文化应具

有的自由、开放和批判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具有极其丰

富的价值理论意义外，在意识形态领域其作为文化哲学的
传播方式和路径也值得思考和借鉴。马克思的名言“人的

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突出了人的社会交往

的功能，实质就是一个人对社会和他人的影响力，人是社
会关系的体现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在其理论的创作和

实践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对他人和对社会的影响，马克思本

人也对与社会的互动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曾赞赏法国人

“在当前交往的一切范围和形式上，指出了现代生活的矛

盾和反常现象”，特别关于“傅里叶对当前交往的批判性论
述”，当考证了两个德文词汇后，马克思还曾兴奋地对恩格

斯说：“原来逻辑范畴还是产生于‘我们的交往’！”马克思
所理解的交往功能其实就是大众化传播的其中一个途径

和方式，因为一切文化的传播、理论的宣传都要通过人与

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功能实现。而马克思在谈到人具

有主观能动性的时候也正说明了人具有自由意志一面。马

克思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称为“包含着新世界

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第一句话就强调了我们应当
从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方面理解人与人以及人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他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

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

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

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无论在理论形成还是
在实践过程中，都透视出的文化交融和人际交往相互影响
和个体具有自由批判精神。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及所面

临的现实问题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典型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集中

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哲学世界观。霍克海默、阿多诺

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集中批判了“启蒙理性”。他认

为“启蒙理性”盛行于西方并产生过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正

是这种思想造成了如今极权主义的神话，并使得西方社会
统治工具“文化工业”变得强大。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主义

哲学进行了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批判

思想”。他们通过辩证的否定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和意识

形态进行批判，把当代西方社会看做一个“总体异化”的社

会，同时也认为是“总体统治”的社会。通过对资本主义社

会文化现状的分析来说明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文化工业”

和“大众文化”输出资产阶级思想道德观念，控制人的内
心。其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充分说明了资产阶

级意识形态支配下的人丧失革命意志和批判能力成为单
向度的人。而认为只有重新唤起工人阶级的革命主观精

神，掌控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艺术审美救世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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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略才是西方革命的根本途径和必要条件。

法兰克福学派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过程中，

谈到了大众文化。所谓大众化文化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

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所出现的，它利用科技媒介手段

作为艺术载体，通俗化、大众化、平民化，并具有相当商业

行为的文化品种。大众文化是文化意识形态表现的典型方
式，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化现象，而且有着浓厚的经济和
政治意蕴，他直接面向大众并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同化

性。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看来，由于大众文化总

是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相一致，是垄断资本主义对意识形

态的操纵，因而这种启蒙精神具有欺骗群众的性质。并批

判大众文化经济化、商品化，反对文化和政治、经济相统

一，坚决批判大众文化造成的人的异化状态。在资本主义
社会状态下，大众文化随着资本主义标准化生产和同一化
模式也表现出了齐一化和非个性的特点。文化本身就是艺

术形式的一种，而这种标准化和齐一化的直接后果就是艺
术产品所蕴含的创造性的丧失，艺术产品开始无个性的大

量模仿并不断复制，真正的自由个性的文化艺术开始慢慢
消失。在《启蒙辩证法》中他们写道：“文化工业中，个性之

所以成为虚幻的，不仅是由于文化工业生产方式的标准
化，个人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

忍个性处于虚幻的这种处境。从爵士音乐典范的即席演奏

者，到为了让人们能看出自己在影片中扮演的角色，不得

不仍用卷发遮住眼睛的演员，都表现出个性的虚假。”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文化和艺术这种意识形态
的典型方式并不游离于经济和政治之外，而正是大众文化

所具有的欺骗性和可操控性，使得文化以意识形态的方式

出现维护了现存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统治秩序并起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众文化独立性的丧失并对经济利益
和商品以及对政治统治的顺从，昭示着资本主义大众化出

现了严重的异化，使得人们面对一个不合理的文化极权社
会无力反抗而使得自己的价值观屈从于当前的主流文化。

三、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思想对我国现代化建

设带来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批判精神也

直接启迪了中国理论界对当前文化现状的认识。中国加入

WTO后也积极加入到全球化时代的进程中，改革开放发

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正进入全面性总体推进的新阶段，一些

海外文化大量涌入中国市场，这些文化产品制造华丽，炫
人耳目，吸引大量受众，获取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利益的驱

使使得中国的大众文化迅猛发展并大量复制，用大众最能

接受的传播媒体如电视、广播、互联网等工具宣传极具感

官享受的电影、电视、卡拉 OK等音像制品。这就是西方马
克思主义所批判的“文化工业”，并不完全是中国革命文化

长期提倡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化。面对大量文化产品涌入，
一方面我们要学会有所选择，要为我所用，懂得甄别、扬
弃、筛选。另一方面，要积极主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价值

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和谐理念推及民众。因此，我们必

须认真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全球化经济文化形式竞争不断加剧、大量的

文化产品被复制的态势下，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我们
应当在批判中坚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是西方

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其批判精神一脉相承，

都是对现实文化产品批判的产物。我们在庆幸自己对现实

社会制定一套近乎完备理论的同时，也应当反思问题存在

的根源和在实践领域可否验证的现实性。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要在当代不断进行文化
创新和进行新理性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与时俱进，不

断进步的，知识界的最新的理论成果必须是在新的实践中
得以产生和运用，要依靠新理性和新思维不断创新优化现

有的理论成果，合乎社会发展规律。

最后，大众文化必须善于容纳和吸收不同文化形式，

只有在不断借鉴并运用更先进的文化理论基础上，才能真

正自身增强理论的凝聚力和说服力。同时，在一个真正多

元化的社会里，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同时存在，我们应当
时刻警惕大众文化产生的负效应，对其文化强权的一面进

行抵制，规范其发展，使之达到“审美与生活的统一”，引导

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格局。

无论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是后来西方马克思主

义理论而言，无一例外地都关注“文化革命”。东欧剧变、苏

联解体甚至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人们认识上发生的一系列
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经济、军事和政治事件的变化，都

和意识形态重塑和文化重建息息相关。“文化批判”更多的

是关注现实问题，主要由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和大众

文化建设批判、国家和社会制度批判以及人的道德和心理
机制批判构成。而一切物质、技术、制度和思想只有在这些

批判的浪潮中才能真正获得改变，我们的大众文化也不例
外。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以最激进和最严

厉的方式抨击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除了本雅明之

外，几乎所有的代表都对大众文化所产生的作用持有否定

的态度。人们把视线开始由经济和政治领域越来越多的转
向了文化领域，正是通过对文化的批判从而对当下的经济
和政治体制出现的问题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而法兰克福

学派对当下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直接启发了我国的理论
工作者，他们对当前我国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

予以关注，更多的揭示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性突破带给人们
由生活变化所产生的生产、消费以及众多领域的变化。文

学的创作、开发、研究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认识活动，影响

着国人的情感和认知，必将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产生
积极而重大的影响。把大众文化纳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体系建设之中，加强规范和引导，使之顺应市场经济和现
代社会建设发展将会从根本上推动整个社会更好、更快地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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