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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一门盥学的今天，介绍

国内外文化研究的相关理论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本

文介绍的法兰克福学派是第一次擞界大战之后如

现的最有影睦酶马克思主义丞体之一，其理论在现

代主义大众文化理论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一、法兰克福学派概要

“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001)是羼

来被遥麓酶一个称谓，它的本来名称是“社会研究

所”(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该所于

1923年2月3日正式成立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市。它

的创始人楚书尔·格挝赫，第一任所长是格吕堡，

但本文所论及的“法兰克福学派”指的是霍克海默

继任所长(1931年1月)以后的“社会研究所”。，

霍克海默上任之后，改变了格吕堡时代的研究方

向，把研究重心从经验酶、具体酶政治经济学工人

运动史研究转到了哲学与社会科学上来，并把“批

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作为研究所的指导思

想。1933年纳粹掌权后，研究所及其成员开始了流

亡生涯。研究所先去鹜肉瓦，后在巴黎等地设立了

办事处，最终在美国(1934年，起初在纽约，后来

在哥伦比溉大学)安家落户，其成员(本雅明除外)

也先后到了美国。1950年，研究所结束了流亡生涯

返匿联邦德匿，但部分成员却选择罄在了美国，其

中包括洛文塔尔与马尔库塞。

二、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

法兰毙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一般被称为

“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关予这一概念，需要从两

个层面进行理解。首先，“批判理论”又称“社会

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在1932年6月为研究所自门

创办的千Ij物《社会研究杂志》撰写的短序中指出：

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试图按照每一种可能的理解水

平来把握社会生活的进程。1937年，霍克海默与马

尔疼塞又分别撰写T《批判理论》和《哲学与批判

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批判理论的目的、方向、研

究范湖与方法。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不仅是德

国唯心主义的后代，两且也是哲学本身的传人；该

理论静晷的绝菲仅仅是增长知识本身，它酶强标是

要把入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而玛尔库塞除了进一步

强调了批判理论所蕴含的人类解放的旨趣之外，还

着重论述了批判理论对个人的囱由与幸福的捍卫，

对入的理性潜能的汗掘。对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

理论，美国哲学教授(同时也是玛尔库塞研究专家)

凯尔纳(Douglas Kellner)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提

舞了它鲍意义。他说：“作为一释跨学科鲶研究，

批判联论试图建构_种系统的、综合的社会理论来

面对幽时关键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汗¨洛文塔尔

在1980年谈到“批判理论”时反复强调，“批判理

论”是一穗视焦(perspective)，一种瑟对所有文

化现象所采取的普通的、批判的、基本的态度，它

从来没有自称为一种体系晗¨M62’。

必须把法兰党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置于

“批判理论”酶总体愚维框架下，我簌才熊对大众

文化理论本身作出准确的把握与理解。当美国的大

众文化成为法兰克福学派1940年代之后的主要研

究对象，对阿多诺两言，他在此之前已经开始了对

大众文化酶批翔，赝戬于德焉畜，把“批判理论”

运用于大众文化研究已是轻车熟路；对于洛文塔尔

而言，则给他提供了一个把“批判理论”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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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结合起来的重要契机；而马尔库塞虽然迟

至1960年代才开始对大众文化的大规模批判，但

是这种批判依然秉承了“批判理论”的传统。因此，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与批判理论的关系

是撕扯不开的。

法兰克福学派所面对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主要指20世纪30—60年代在美国出现

的一种新型的文化现象，这种文化尽管与早期的大

众文化存在着一种血缘关系，同时又存在一些新的

特征：第一，工业化、都市化的进程使美国逐渐步

入了一个大众社会，而大众社会是大众文化的温

床；第二，大众媒介，尤其是新型的电子媒介(如

电影、唱片、无线电广播等)在对大众文化的传播

与塑造方面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第三，大量消费

刺激了大众文化的批量生产，而批量生产的形式又

生产出了更多的大众文化的消费群体；第四，以资

本的运作为手段，以赢利为目的成为大众文化生产

的基本动力和大众文化存在的基本形式。由这些特

征可以看出，商业因素是大众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

因素，除此之外，法兰克福学派还别具匠心地发现

了潜藏于大众文化中的政治因素。尽管远离政治是

阿多诺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宗旨，但是当他们把文化

工业看作是统治阶级自上而下的整合工具时，大众

文化显然包含了政治的因素；而当本雅明与马尔库

塞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把大众文化看作是颠覆

既存的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时，他们所谓的大众文

化也依然包含了政治的因素。因此，对大众文化中

政治因素的发现和发掘、否定或肯定是法兰克福学

派大众文化理论区别于其他大众文化理论的重要

特征，也是我们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理论的

重要视角。

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几位成员的个案分析

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对大众文化理论的

贡献程度和影响程度，本文主要选取了泰奥多·阿

多诺(Theodor W．Adorno，1903--1969)、列奥·洛

文塔尔(Leo Lowenthal，1900--1993)、赫伯特·马

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一1979)与编外

人员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

1940)的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同时由于马

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

在研究所中的特殊地位和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领

导作用，他也成为本文讨论的一个人物。

在进入个案分析之前，有必要指出这几位成员

的共性特征。首先，他们都出生在富裕的中产阶级

家庭，由于他们从小接受的就是贵族化的教育与高

雅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审美趣味决定了他们不可能

更多地与下里巴人的大众文化心心相印，而只会更

多地与阳春白雪的艺术作品灵犀相通；其次，他们

全都出生于被同化的犹太人家庭，这意味着在他们

的思想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种犹太情感，大众文

化对他们的救赎愿望是破坏而不是维护：最后，他

们全都是流亡知识分子，也全都是现代型或现代性

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是建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批

判大众文化特殊姿态时的重要元素。

(一)阿多诺：将批判进行到底

由于霍克海默是阿多诺在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方面的部分著作与文章的合作者，因此，本文在论

述阿多诺的同时也兼顾霍克海默。

1．文化工业。阿多诺的作品包括《论爵士乐》

(1936)、《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与听觉的退化》

(1938)、《启蒙辩证法》(写于1940年，初版于1947

年)、《电影的透明性》(1966)、《文化工业再思考》

(1967)、《闲暇》(1969)等。

“文化工业”是阿多诺批判大众文化时运用的

重要概念之一，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与文化工业现

象被大张旗鼓地批判首次出现在他与霍克海默合

著的《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后来在《文化工业

再思考》一文中解释了他们使用“文化工业”一词

的动机，他认为，文化工业指把古老的东西与熟悉

的东西熔铸成一种新质，在其所有的分支中，那些

特意为大众消费生产出来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那种消费性质的产品，或多或少是按照计划炮制出

来的。文化工业的各个分支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或

至少能彼此适应，他们将自己组合成了一个天衣无

缝的系统。这种局面之所以能够成为可能，是因为

当代技术的力量以及经济与行政上的集中。文化工

业别有用心地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离

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与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聚合

在一块，结果使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

性由于对其效果的投机追求而遭到毁坏，低俗艺术

的严肃性因为强加于它内在固有的反叛性之上的

文明化管制而消失殆尽。因此，尽管文化工业无疑

会考虑到千百万人被诱导的意识和无意识状况，但

是大众决不是首要的，而是次要的。他们是被算计

的对象，是机器的附件，与文化工业要我们相信的

不同，消费者不是上帝，不是消费的主体，而是消

费的客体。

2．流行音乐批判。以阿多诺关于流行音乐的

论述为例，他一方面以在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中形成

的理念与思路来打量流行音乐；一方面又用自己对

流行音乐的分析来充实已经成型的文化工业批判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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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认为，标准纯与伪个性纯既题流行音乐豹主

要特点，又成了文化工业的基本特征。阿多诺思考

流行音乐标准化的逻辑起点依然是商品的逻辑与

资本的运作，他认为爵士乐之所以会成为标准化音

乐，其裰源在于经济，流行音乐首先铁整体的缭构

上看是标准化的，因为所有的流行音乐一般都包括

32小节，其范围限制在一个八度和～个音调之内；

其次，细节本身的标准化也并不亚予整体结构的标

准讫，比如像华彩乐段(Break)、魄郁的和弦(Blue

Chords)、下流的音调(Dirty Notes)等等就是专

门为细节设计出来的，当结构与细节全部标准化之

后的好处是它可以给听众提供辨别并顺畅接受流

幸亍音乐酶更好机会。因此，在流行音乐酶钱作中，

细节虽然依赖于整体，但整体并没有对细节形成一

种制约性的作用。与此相反，严肃音乐却不会出现

这种情况，严肃音乐薮然也可能是标准化的，傻它

的标准他帮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现滋来的：每一个

细节的音乐感觉来自于一曲音乐的具体的总体；同

样，总体又由细节的生命关系组成，而决不仅仅是

一种音乐模式的强化。隧多诺特别以燹多芬的第七

交响乐加以说明此观赢，正是因为严肃音乐中细节

与整体关系的牢靠与不可变更无法与流行音乐同

日而语，阿多诺才如此总结了严肃音乐与流行音乐

的区分：在贝多芬的作品秘整体上优秀的严肃音乐

中，细节实际上包含着整体且导致了整体的显露，

与此同时，细节也从整体的概念中产生了出来，在

流行音乐中关系却是偶然的，所以一首歌曲的开头

可戳被无数首其毽歌鼗酌开头所取代，也就是说，

只要建立起了制作流行音乐的标准化模式，就可以

把不同的细节带入到这个模式之中，而由于细节本

身也是标准化的，细节与整体关系的偶然性以及细

节在整体中静可置换性就使霉流行音乐可以依靠

不同的配方生产出各种各样表面不同而又似曾相

识的作品。

而如果流彳亍音乐总是标准化的，那就意味蔫听

众看一次演出或瞬一盘唱片就足以解决蛊己的情

感饥荒，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又如何解释听众

对流行音乐乐此不疲、趋之若鹜的原因呢?阿多诺

魄结论是伪个性化，因为流行音乐标准化静痕遮太

浓，所以要加上个性纯瀚佐料，两这种个性之所以

虚假，是因制造出来的个性化依然是标准化的，真

正的个性化其实并不存在。然而，采用这样的方法

却只能使它自食其累。这要求流毒亍音乐必须誊薪又

必须常常相同——这就是伪个性化与标准化联姻

之后为流行音乐制造出来的效果。依此，可以解释

为什么那么多的大众文化产品总是处于躁动不安

的“刽凝”之孛，却又戈什么总是那群速朽。

其次，他认为，面对文化工业产品，消费者所

能采取的姿态只能是消极被动的接受，他们失去了

任何抵抗的能力。对于接受行为的论述，他指出了

音乐接受过程中掰个假设：欲精襻涣散刭听觉退

化，娱乐并不需要全神贯注，人们想得到的只是逗

乐。流行音乐从生产的方面看是标准化与伪个性化

的产晶，从接受的层面看又造成了听众的糟神涣散

与瞬觉退化。由此可以推鑫，音乐现在已主要成为

一种社会水泥(Soc ial Cement)，人们通过它宣泄

痛苦与不幸，但其反抗的动力却化为乌有。

(二)本雅明：另类之声

本雅明酶一生充满了种种的挫折与失败：谴想

在大学里找一份工作但是却被那些学者和教授们

拒之门外；他结了婚，但是却感到婚姻是一种负担；

他痴迷地追求着拉脱维亚女导演拉西斯，但是最终

却一无所获；他对布莱希特推豢备至，但是却总是

遭到这位天才戏剧家的批评甚至训斥：他的一生经

历了～战，二战，通货膨胀，驱逐出境，流放与拘

留；她的大部分著作在生前都无法出舨；镌在真正

自杀之前早就无数次考虑过囱杀；为生活所追，他

不得不成为社会研究所的一名编外成员，然而他的

文章却总是不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法眼，他低声

下气地为叁己酶观点辩解，却不得不反复调整，不

断修改⋯⋯，他惟一可选的避难地就是远在美国的

社会研究所，然而，他却没有活着见到它。

把本雅明的大众文化思想看作是一种另类的

声音，主要是勉与匿多诺、洛文塔尔霸马尔瘁塞不

同，本雅明并没有明确使用过“文化工业”或“大

众文化”这一概念，也没有专门论述大众文化的著

作或文章，本雅明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大众文化理论

“鸯定性话语”的始终餐者。全西考察本雅明的大

众文化观：一方丽是19世纪的巴黎，在这个特殊

的时空结构中，城市、商品、商品拜物教、意象、

梦象以及文人与大众的交往构成了大众文化的核

心内容；另一方面煲|j是20世纪新型酶大众文化，

这时候，技术或技巧(如布莱希特的史诗剧、间离

效果、电影的蒙太奇、复制等)、政治、大众媒介(主

要是电影)则成了本雅骤大众文化的理论元素。

从大众文纯的视焦来考察本雅明在《拱廊计

划》中所涉及到的一切，常常是“物”而不是“人”

在其中占据了一个显赫的位置，他所关心的问题之

一是，“现在如何残蟹着过去熬痕迹；‘物’本身如

何记录了历史性交化，两民众的感情又如何寄托在

这蛾‘物’中”。“物”是本雅明大众文化的核心，

这是他借用马克思“商品拜物教”这一概念并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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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之的结果。本雅明把这一概念首先还原成一种现

象(瑗实超雾孛客躐存在的“物”)，然后把她们看

成一种“物象”(即物的形象)，同时挖掘潜藏于商

品拜物教中的幻觉功能(也就是物的梦象)。把物

唤醒并让物自身言说应该是本雅明的一个主要用

意，逶过这条线索，本雅暌揭示出了商晶酶秘密，

他以“妓女”为例，妓女是人吗?是，但是在资本

主义世界中，她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物，即物化成

了商品。妓女成为物品只是她们亵瑟化的最初阶

段，就像对其毽物品的购买和使蹋一样，大众通过

相同的程序完成了对性对象的消费。然而，在本雅

明看来，作为商品的妓女马上会跨越第一阶段而进

入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大众的想象界，因凳纯认

为，对大众来说，商晶乃是一种形象，谴们可以只

看不买。从这个意义上说，游荡在巴黎街道上的妓

女成了一种流动的商晶，他们是人们的眼睛与想象

消费的对象，露当大众在藏海中开始了与意品形象

(物象)的交往之意，这种形象也就产生了一种致

幻功能。于是，作为商品的妓女最终成为了人们的

梦象，即“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

教酶最嚣形态是将物转纯为物豹形象”。

本雅明的作品包括《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

品》(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1935／1936)、《摄影术简史》(A

Small History of Photography，1931)、《作为生

产者的作家》(The Author as Producter，1934)、

《说书人》(The Storyteller，1936)、《论波德莱

尔的几个主题》(On‘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1939>等。在《艺术作品》中，能认为，传统艺术

的主要成分是它被生产时的即时即地性、独一无二

性，作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这种作品充满了灵

光，丽技术的出现消灭了艺术的灵光，如维绒焱的

雕像j达芬奇熬蒙娜耐莎是独一秃二的雩#品，这些

作品与复制出来的作品的关系是：真品与赝晶，原

作与伪作。在技术复制时代，这样的关系不复存在，

如底片加洗、电影的谗多个拷贝等。

(蔓)洛文塔尔：游走于雅俗之间

洛文塔尔是法兰克福学派中被人不公平地冷

落或遗忘了的人物。马丁·杰(MartinJay)指出，

研究所成员中，对大众文化分拆最广鲍是洛文塔

尔。因此，在法兰克稻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洛

文塔尔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物。而缺少了洛文

塔尔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无疑是个不

完整的理论。

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第一，是从文学

角度入手去接近那些大众文化产晶的，与阿多诺对

流行音乐的分耄慝相比，他的思考显得更细腻。第二，

洛文塔尔吾对酶是印刷媒余利造崮来的大众文纯，

而阿多诺批判的是电子媒介擞产出来的大众文化，

在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中，洛文塔尔的

分析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选择通俗杂志终失自

己的研究对象，体现了洛文塔尔研究大众文化酶一

种独特眼光。他选择了《星期六晚邮》和《柯里尔

周刊》进行研究，因为这两家刊物在美国都是创刊

较旱(前者1821年，羼者1888年)、售价较低、

发行燕很大且装赖精美的刊物，作为综合性的杂

志，这两家拥有大量读者的刊物，在对美园公众的

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方式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

不富两喻的。在对《星麓六晚郯》和《拇里尔周于|』》

20擞纪前40年(190l—1941)的抽样调查中，洛

文塔尔发现：作为综合性刊物的这两家杂志，传记

发表的数量在40年间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41

年，传记发表的平均数差不多已是世纪初的凄倍，

同时，若把传记的内容或主题以“政界、商业及其

他专业界、娱乐界”加以分类，又会发现这样一个

事实：一战之前的那段时间，人们对政界人物投以

了更大酶阅读兴趣，两以袁娩及其链专蛾入士释娱

乐界人士为内容的传记数量则大体相当。但是战争

结束后，这种格局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

以政治生活为内容的传记数鬃消减了40％；另一方

嚣，来蠡严肃行瀑与重要专妲领域酶入士也大量下

降，与此同时，娱乐界人士却增加起来了。在对娱

乐界人士的职业分析中，洛文塔尔进一步发现，世

纪初的娱乐界人士中，有四分之三是严肃的艺术家

与作家，但是在此后熬20年中，这一阶层的入士

却下降了一半，而到1941年，他们差不多已在传

记中消失了。分析之后，洛文塔尔把前20年传记

中的主人公叫“生产偶像”(Idols of Production)，

因为他们来喜予工业、商业与自然科学。用“消费

偶像”(Idols of Consumption)称40年代初期的

传记主人公，这些人中，全部94个非政治化的主

人公中有87人在消费世界中显缛异常活跃，她们

当中明确来自娱乐界和体育界的入士有69入，有

10人是新闻记者和电台播音员／评论员、职业模特

等等。

从语言的角度切入然爰去分橇大众文化生产

中使用的修辞学诡计，是洛文塔尔对大众文化抓得

最准，分析最到位的部分之一。为了使叙述更富有

魅力，从而给读者制造更多的幻觉，传记作者常常

瘸语言进行包装：我{}】的主人公是“当今影坛运气

最好的入”，“不仅是最伟大的而且也是第一个真正

的主持人”。使用跟读者套近乎的语言，洛文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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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表述形象地概括为“特别为了您”，他认为

语言包装强纯了传记靛商瑟纯特镊，健成了传记的

标准化制作，并进一步完善了传记的伪个性化机

制。

《鹳)马尔库塞：鸟托邦的终结

俸尧“3麓”之一、“新左派之父”和“学生运

动的导师”，马尔库塞曾经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

然而，自从他在1960年代声名大振之后，他也一

直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如今，随羲“革命、鳃放”

等词在人们记忆中的销声匿迹，马尔库塞无疑成了

一位“过气”的人物。

马尔库塞不像阿多诺一样有一个完整的大众

文纯批判壤论体系，他对大众文化鼹论述教落在蚀

对“单维社会”与“攀维入”的论述中。健在《单

维人》中反复提到的“发达的工业社会”或“单维

社会”实际上就是“现代大众社会”，“单维人”实

际上就是丧失了反抗欲望与否定缝力两被社会整

合的服服帖帖的“大众”，而所谓的“单维文化”

其实也就是“大众文化”。马尔库塞把自己的思考

集中在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消费领域，他提出了“真

实的需要”(True Needs)与“虚假酶需要”(False

Needs)两个概念。“虚假的需要”指：为了特定的

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

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以及休

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毽、淡费帮爱恨情侠的

需要都属于虚假的需要；“真实的需要”则指自由、

爱欲、解放、审美等的需要。马尔库塞认为：廉假

需要是由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制造趣来的。为说明

这一观点，马尔库塞在他的论述审提出了两个论

据：大众的本能领域和语言领域的被占领。

1．本能领域的革命，即爱欲的解放。在1955

年《爱欲与文明》中，这个爱欲除了包含“性欲”

酌因素外，还包括入的食欲、休息、消遣等其他生

命本能，它既能给人带来一种全面的、持久的快乐，

也是建构新型的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然

两，进入60年代后，马尔库塞餐裂：爱欲被篱化

成了性欲，性已经被纳入到了工作与公共关系之

中，性欲的成分又有计划有步骤地融入了商品生产

和交换领域。性欲不但变成了“巩固社会的工具”，

两且交或了“出售压撺荠使之畅销的工具”。薅商

业与政治联手对消费者的本能领域进行征服，重新

建构(删除爱欲因素，增加性欲成分)，从此后，

消费者留下来的只有一种动物的机能了，而这种机

能正是有嚣予统治者治理、控钊酶鞔麓。

2．语言领域的占领。“在相互描绘我们的爱与

恨、感伤与仇怨时，我们必须使用广告、电影、政

治家与畅销书的术语。”大众在表述自己盼思想与

感情时己没有了巍己的语言，两只能浚大众传媒与

大众文化生产出来的语言为自已的语言，在这样一

种语言消费中，大众的自我萎缩了，经验也变得日

趋贫菱了。然丽，对于统治者来说，大众的语言越

能变成广告的语畜，他稍的经验就越有限，绝销的

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越简单，如此以来，大众越好

管理。

本麓领域与语言领域的被占领意味餐大众不

但没有了反抗的欲望，而且失去了反抗的资本。控

制的新形式已落地生根，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此可以

高枕无忧了。

霞、结语

在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

主义与现代主义联姻，因此，我们从中看到的马克

思主义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大相径庭；同时，他们

的磷究也受到两次懂界大战之闻露代背景静深亥l

影响。了解以上两点，对深刻理解和把握他们的理

论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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