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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批判理论形成的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于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发轫于

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大学，其创始人为霍克海默，该学

派的成员众多，主要有阿多诺、马尔库塞、弗罗姆、波

洛克任、哈贝马斯等等，该学派经历了发展时期、壮大

时期和衰落时期，该学派普遍被认为是社会批判学的源

头，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进行深刻批判，其深厚的哲学

基础表现为锋利的批判和思辩光芒。

该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产生于美国社会环境、其理

论自身的需要和与美国传统传播学派斗争的需要。[1]

该学派对于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是有其历史原因，

法兰克福学派在德国法西斯的袭击下被迫逃亡到美国，

该学派美国留居时期的研究诞生出比以往在本国研究时

更为锋芒的成果，美国的社会环境为该学派提供了比以

往更为不同的内容和契机，美国社会的当前状况引起了

该学派的研究兴趣，转而使研究视点转为对美国大众社

会及其媒介传播进行研究。

该学派在德国法西斯袭击被迫留居在美国期间，为

了该学派自身理论和社会批判理论延伸的需要，对工业

社会“单面性”和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和意识形态

的研究、对法西斯主义的剖析，必然要涉及到对大众传

播及大众媒介进行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研究除了其自身理论的研

究需要，还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留居时期，其代表

人阿多诺和美国经验实证主义传播学派曾经在合作中不

欢而散，直接导致了该学派对经验主义传播学派的斗争。

因此 ，同美国传播学传统学派斗争需要，同时成为法兰

克福学派对传播学研究的另一个原因。

2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内容分析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中，大众传播内容等同于大

众文化，该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

区别于美国经验主义传播范式的显著特点，也是该

学派在传播批判理论中的精华，在传统的传播学框架里，

几乎没有对大众传播内容进行的研究。在法兰克福学派

的观点中，大众文化是通过大众媒介传播的文化，大众

文化也就是本文所论述的大众传播内容，下文均以大众

传播内容作为统一论述。该学派对大众传播内容在六个

方面进行论述 ，分别表现为是大众传播内容的内聚统一

性、标准化、控制性、商品化和非艺术化 [2]。

2.1 内聚统一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传播内容首先具有政治上

的内聚统一性。最重要的广播事业依赖于发电工业，或

者电影事业以来于银行，者都说明了这整个领域都是与

经济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整个领域中的各个具

体部门，又使相互有联系的。一切部门都是紧密相连

的，因此精神的集中可以消除各个公司和技术部门的分

界线。文化工业的完全统一，会形成政治上内聚的统一 

性。[3] 该学派通过考察电影、书报杂志和广播电台等大

众传播媒介，认为诸多传播手段之间是一个具有高度一

致性的系统。虽然每一个领域都看视独立，但在政治上

的美学活动保持高度一致性的颂扬旋律，且所传播的文

化都是极为相似和周而复始，从而具体表现为大众市民

的生活方式的一致性。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在政治上的

内聚统一性和依赖性具体表现为大众文化的相似性，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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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业社会下大众传播内容的显著特点。

2.2 标准化

该学派认为大众传播内容表现为强烈的标准化、模

式化和格式化的特点，认为个性是

普遍虚幻的，也只有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完全一致

时才得以存在的伪个性。

在工业社会发达的状况下，整个大众文化都必须要

通过一个类似过滤器生产出来，比如阿多诺谈起音乐时

所言 ，人们在听轻音乐时，从听到歌曲的第一个音节的

时候 ，就能猜得出来接后来的曲调。短小的故事字数也

是不变的 ，不多不少总是那么多，甚至逗乐的技术、效

果、幽默讽刺的方式，也都是按照一定格式考虑设计出

来的。[1] 人们对物质品牌的崇尚，对大众传播中呼吁的

生活方式的一致性的渴望，对成功的向往，都深刻的表

达了这一工业时代的大众文化的工业程式，即大众传播

内容的机械化、模式化和标准化。

该学派还认为大众文化标准化生产中的个性是一种

虚假的个性，偶然性、个性只有

当自己与普遍的社会保持完全一致时，他才能容忍

虚幻的个性和偶然性的存在。也就是说，大众文化通过

齐一化、统整化、生产化来促使人类走向更高的机器化

的文明，但是，随之而来的是精英文化的消失、艺术作

品的在场经验的消失、非标准化的生产活动的消失。[4]

2.3 控制性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大众文化具有控制理性，该学派

对大众文化的批判是为了满足其著名的论断，即“科学

技术为意识形态”，该学派把媒介作为其科学技术的主

要论述内容，认为大众媒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必

然对大众媒介传播内容的控制性进行指控。该学派具体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大众传播内容的控制性进行论述，

分别表现为对大众传播内容意识形态性的控制、控制的

普遍性、运用语言来对传播内容控制和对大众人格和精

神的控制等。

首先，传播内容的意识形态性。该学派认为科学技

术即为意识形态，工业社会中大众媒介为典型的科学技

术的代表，由此可见媒介即为意识形态性，尽管该学派

对媒介为意识形态性的问题上略有分歧 ，但均指向大众

媒介在属性上的意识形态性。[3] 工业社会的大众传播媒

介内容的意识形态性，即便温和但比以往更能达到对大

众的控制的效果。

其次，对传播内容控制的普遍性。在工业社会中，

大众媒介无处不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文化工业的产品

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

的消费，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休息时，只

要他还能进行呼吸，它就离不开这些产品，因此文化工

业的每一个运动，都不可避免的把人们再现为整个社会

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5] 由此可见 ，文化工业无

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大众的生活之中，影响和塑造着人

们的思维和生活。

再次，传播内容的语言控制性。大众传播内容通

过语言来对大众进行控制，法兰克福学派在谈及语言控

制时说 ，由于有强制性的规定，明星和经理作为体现一

个国家本性的代表，必须采用技术上特定的语言，影响

到整个民族也都采用了这种语言，由此可见，传播内容

在语言上的特殊能力最后会作为文化工业生产的要素之

一，对大众进行无形之中的控制。

最后，传播内容对人格和灵魂控制。法兰克福对大

众传播内容的批评是彻底的，对工业社会媒介所产生的

幸福幻觉窥视也是可见的。[6] 该学派认为文化工业不仅

对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控制，而且对人的人格塑造和灵魂

也加以控制，这种微妙的控制隐藏在温和的大众传播内

容之中，使被统治阶级不再心存反抗，在谈到工业社会

中人的精神状态时，由此可见，文化工业对大众人格与

灵魂的影响是深刻的 ，人们不易察觉，但其承载着意识

形态的价值观念却是深入人心的。

2.4 商品化和非艺术化

大众传播内容在工业社会具有显著的商品化和非艺

术化的特点。该学派重点论述了艺术作品的商业性和非

艺术化，认为艺术作品被统一规格化生产出来，被贴上

标签，大众传播内容微妙的和广告连接在一起。[7] 艺术

作品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创作，尽管有艺术作品保留

一点自己的愿望也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艺术作品创作的

自主性被泯灭，这种独立性，作为一种并不真实的因素

在整个资产阶级事例中共存下去，但这种非真实性的因

素，最后也会发展成为社会艺术而消失。[8] 如今的艺术

作品遗失了先有的在场经验，而被贴上不同品牌和风格

的标签加以出售，本雅明在谈到艺术作品时提及工业社

会的艺术作品将失去其作品原有的“灵韵”，工业社会

所造就的现代文明，使人民从原始的宗教萌魅状态脱离

出来，世界得到了文明的启蒙，随着祛魅的过程，人类

进入到了另一个大写的人的神话，其文化工业所造就的

社会，看似物质丰富五光十色，但实则匮乏极致，艺术

作品失去了原有的光辉，艺术作品无目的的天性也被耗

尽。我们就此迎来了一个充满机械化的统一规格的物质

世界。大众媒介作为塑造和掌控工具为统治阶级服务，

艺术作品不再是艺术作品，而是被贴上编码的不同款式

其中的一个，从而丧失了自主性，并以自己成为消费品

而自豪。

3 大众传播批判理论的理论意义与当代价值
法兰克福学派大众传播内容的研究从属于大众传播

批判理论，在中国传播学体系和框架中，大众传播批判

理论一直处于“失语”状态，众所皆知传播学体系包括

经验实证学派和批判学派，传播学在中国引入的框架中

出现了传播批判学派的“失踪”，相关学者认为并非我

们国学者在最初的框架引入上出现偏差，而是传播学最

初在我国新闻学院引入，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媒介传播

内容研究不但促进我国的传播批判理论的研究，也为我

国传播研究方式提供了一个质性研究范式。

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发达的资本

主义社会，距离今天当下中国仍具有显著的现实意义和

价值。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下的媒介环境与工业社会

有一定的相似性，尤其是大数据时代下，网络已经进入

每个人的生活世界，大众传媒在人们生活中显示出日益

重要的部分，法兰克福学派虽是来自遥远异国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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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依然能够在今日社会发出声音，其锋利的批判声音依

然回向 ，该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不但能够对当下的

中国传播学建构和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对中

国媒介产业日益丰富的当下，提供一个新的审思，以因

此 ，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批判，在更深的意义上能够积

极的促使大众媒介在中国的良性发展。

4 结论
本文以法兰克福学派的传播内容批判为立足点，对

该学派的具体观点进行阐释和思考。全文一共分为三个

部分，首先论述了该学派及其传播批判理论的主要思想，

其次 ，重点论述该学派在大众传播内容上的特点，其特

点表现为内聚统一性、标准化、控制性、商品化和非艺

术性 ，最后，论述大众传播学派及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

值，旨在开启当下中国媒介语境的批判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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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采访。

在对政府官员的采访中，由于一些政治方面的问题，

官员可能会拒绝透露相关信息。因此新闻记者可以在采

访中告知受访官员，我方将据实报道其拒访的事实，然

而对方可能需要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以这种方式向受

访官员施加一定的舆论压力。

在对明星的采访中，由于明星的个人成就，使其拥

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公众出于个人崇拜，往往会对明星

的各种隐私产生关注。新闻记者在采访明星的过程中，

应避免过度挖掘明星的隐私，适当的报道明星的个人信

息。同时媒体的正面报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明星的

商业价值，增进媒体与明星之间的信任感。

在对企业的采访中，由于公众对于媒体的普遍信任，

存在各类问题的企业往往会对采访设置多重障碍。新闻

记者应坚持以旁观者的角度进行采访，对企业问题如实

曝光，超出个人职权的问题，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检举。

3.4 全面提升知识修养

新闻报道的全面性，要求新闻记者具备较高的业务

技能与知识修养。新闻采访的内容涉及面较广，对于天

文、地理、科学、政治、哲学、文学等方面的知识均会

涉及到 [5]。因此新闻记者在工作中，不仅需要不断提高

新闻采访的能力，还需要拓宽自身的知识面，不断累积

各方面的知识，形成自身的知识体系。通过这种方式将

自身的知识体系熟练的运用于采访工作中，使采访工作

更具专业性，并能够有效减少因知识点错误，而遭到受

访者拒绝的情况，同时提高采访的质量。

3.5 不断总结采访经验

新闻记者在实际的采访工作中，应不断的总结采访

经验。在工作之外，应积极与同事进行交流与探讨，分

享各自采访中的实战经验，并分析各自采访中遭拒的原

因与解决对策。以这种方式，全面积累采访经验，使自

己的采访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4 结论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新闻采访的受访率，减少新闻

采访的遭拒情况，新闻记者在采访前期，应充分做好准

备工作，全面掌握新闻采访的资讯与讯息；在采访过程

中，新闻记者应采用轻松的沟通方式，并充分给予受访

者尊重，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采访氛围，同时针对不同

受访对象采用不同的提问方式；在工作之外，新闻记者

应不断拓宽自身的知识面，全面提升自身的知识修养，

同时总结新闻工作中的采访经验，使自身的能力得到全

面的提升。通过这种方式，使新闻采访的内容更加的公

正、全面、客观，才能有效提高新闻报道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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