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析新形势下文化业发展的瑕疵
———以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理论为鉴

张昆鹏，王亚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对总体的其他方面的依
赖———政治、社会、文化和心理———已变得如此明显，
以致不容忽视了”譹訛。然而在21世纪却是另一番景象，
政治、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都与经济难舍难分，这并
非是“经济决定论”情结，而是资本或金钱逻辑的运行
现实使我们无法视而不见。文化，在坚持精神现实与
坚持物质现实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上映。历经“十
一五”和“十二五”的发展，打造文化强国、提升文化实
力的日程自然延伸到“十三五”的宏图上，然而文化与
经济的交融互促发展及文化经济一体化趋势是否利
于我国的长远、健康发展？会不会出现法兰克福学派
所极力批判的“文化工业”现象，导致文化与人的单向
度异化发展？细观目前我国文化发展，已有某些现象
与该理论批判的文化弊端相契合，我们更该反思，让
理论发挥在当下仍有的警示与参考价值，也可减少文
化建设与发展中的曲折坎坷。
一、界定：文化工业、大众文化与文化产业
（一）三者概念之界定
文化工业是法兰克福学派对西方现代文化危机反

思及对大众文化生产的一种批判，其理论典型语境是
二战前后的德国和美国。“文化工业”一词，最早由阿
多诺和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47年出版）
中使用。它不是“文化”与“工业”的简单相加，而是借
助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复制、传播文化工业产品的
娱乐工业体系；它是以市民大众为消费对象，以标准
化、技术化、产业化、商品化为标准，以齐一性、重复
性、虚假性、欺骗性、操纵性、辩护性为特征的现代文
化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反文化”。譺訛

大众文化在法兰克福学派原初使用意义上，是指
不同于传统的“精英文化”“高雅文化”等文化现象，仅
“大众”一词就包含着无知、庸俗、偏见、非理性之意，
出于精英主义文化立场，“他深信大众文化整体上是
一种综合性的混合物，这种杂烩是从上面被玩世不恭
地强加给大众的”譻訛，而大众的反叛玷污了文化的圣
殿。尤其是现代大众文化，并非服务于大众的通俗文
化，而是于闲暇里控制、操纵人的思想和情感，压抑、
抹杀人的个性，平息、消除人的反叛意识，维护和巩固
现存社会秩序的“社会水泥”。可见，“大众文化”是对
所谓的粗俗和市侩的文化状态的贬称。客观讲，“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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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涵义现在有了很大的发展，“意指在工业社会
中产生的、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都市文化、市民
文化。大众文化是现代商品文明和工业文明相结合的
产物，它是社会生产力、市场经济、科学技术及其相关
的社会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也与城市的繁荣
以及大众消费社会的形成有关。”譼訛

文化产业是“文化工业”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变
迁，通常指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文化服
务的经营性活动的特殊性产业门类的总称。其特征是
以产业作为手段、以文化作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
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它不是法兰克福学派尤
其是尖锐的阿多诺所批判的那种欺骗、虚伪的操控文
化，虽然与意识形态不能完全撇开，但它为大众服务、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特征是显著的。
（二）新形势下三者关系之梳理
“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把社会主义发展成果由人

民共享作为发展理念之一，把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
明程度作为目标之一，所以正确处理好文化产业、大
众文化和文化工业之间的关系攸关重要。

新形势下三者的关系是大众文化的发展需要文
化产业的支撑，而文化产业必定脱不开工业化的生产
模式。市场经济的一大功能就是促进社会化大生产，
而工业化又是社会化大生产最显著的特点。随着时代
进步、市场经济被普遍接受、全球市场的形成，社会化
大生产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为解决满足大众精神文
化需求的重要任务，大众文化必定会日益繁盛。但工
业化的趋势会将文化纳入到其大流或说工业化必会
进入文化领域，就不可避免会出现“文化工业”，将文
化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批量复制生产传播，使“商品拜
物教”的烙印打在文化产品上，这是在资本逻辑和技
术双重保障下实现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文
化产业，避开了文化工业的批判锋芒，但在市场经济
下，市场的“求利”性也使其带上了金钱色彩，虽然它
是为了满足大众需求，但它的生产制造也多少沾染了
“文化工业”的韵味。

二、批判：现当代我国文化产品的瑕疵
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不留情面、精彩的批判使他

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代宗师，他对20世纪西方文
化危机的反思显示了其理论强有力的批判力度。借鉴
其理论，对比当下的文化发展，可从四个方面对全城

热恋的文化进行剖析。
（一）文化产品的标准化、普遍化
社会进步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分工的细化，然而，

文化并非像社会分工一样开化明晰到分门别类、各美
其美，反而呈现加剧的统一化，给一切事物打上了同
样的印记。电影、广播、杂志等不同的文化内容却组成
了一个千篇一律的体系，文化工业产品的标准化特征
在当下表现出清晰之势。所有的文化受制造商的意识
操控在文化工业镜像下进行生产，流行音乐、电影明
星以及肥皂剧都有着僵化不变的模式。伴随着整个社
会被卷入资本逻辑的漩涡中，文化制造日益技术化、效
率化、规模化、普遍化。

流行歌曲基本都如出一辙，来迎合听众养成的习
惯。所谓的“神曲”，诸如前段时间红得发紫的《忐忑》
《法海你不懂爱》《金箍棒》和近期新作《小苹果》等，这
些“艺术作品”如何得以吸引大众并风靡开来，响彻中
国各地大街小巷之余，甚至走向全球？它们似乎是用
个性和创新包裹起来的艺术新作。另一方面，似乎又
说不清真正的个性所在，陷入了“标准化”与“伪个性”
的相互裹挟。再说影视剧，几乎所有的电影都不可避
免地涉及一些有关性的话语及情节，触动人心的情
感触碰仅限于看的时刻，过后一切都会烟消云散，而
你能记得的只是所有电影中基本都有的爱情、无厘
头情节。电视剧、报纸等也如此。以工业化生产方式
生产，并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传播，最终在大众消费
中实现利润的标准模式使“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
工业的过滤”譽訛。
（二）文化产品的娱乐化、商品化
精英主义意义上的文化与作为整体生活方式的

文化之间的冲突是脑力与体力劳动分工的产物，作为
文化精英，阿多诺认可按康德美学之类的方式来抽象
地区分超脱于利害关系的高级文化环境与较低级的
人类需要与利益，否认整个真实文化中的享乐主义因
素。他认为“文化工业是将数千年来泾渭有别的高雅
文化和低俗文化，硬性捆绑在一起，结果是“为求效
益，高雅文化的严肃性被摧毁殆尽；而为文明计，低俗
文化原有的那种离经叛道本能，也给磨平了棱角。结
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所以无论对于高雅文化还是通俗
文化，“文化工业”肯定都不是福音”譾訛。
“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是将盈利动机赤裸裸地

转移到文化形式上”譿訛。它将艺术带进消费领域，而艺
术一旦与商业联姻，随即就会畸变为满足大众欲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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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商品之一。这样，艺术创作的自主性被资本逻辑
所吞噬，成为待价而沽的商品，自身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沦落为可以无限转化的可复制性，交换价值将使用价
值作为自身的“附属品”。阿多诺不承认文化工业的产
品是艺术品，“（那时艺术品已变成商品）从一开始它
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可替代的项目而被生产出
来的。他声称，艺术与广告技术之间的差别湮没了。因
为文化产品之创造出来只是为了交换，而不是为了满
足任何真正的需要。”讀訛而反观当下，我们的文化产品
所包含的娱乐性是无所不在的，几年前“超女快女”
“超男快男”到近年的《中国好声音》《中国好舞蹈》及
那些相亲类《谁能百里挑一》《非诚勿扰》等节目，看似
是提供了一个展示个人的平台，但娱乐化却是显而易
见的。以激起大众对娱乐的无休止的需要阻塞大众思
考现实人生的通道，以前的艺术是对人自身生存状态
及当下社会环境等的一种反思或再现，而现在的艺术、
文化则充斥着赚钱的欲望，只要有市场、有消费群体，
那么就可以生产且是批量生产。语言文化也受到网络
冲击，如“亲”“可耐”等这些用语很快被公众习得并运
用到日常生活中，不知此究竟为进步时尚呢还是语言
领域的悲哀？
（三）文化产品的欺骗性、控制性
文化工业更于无形中操纵着大众的审美取向及日

常生活，有意识地将个体裹进总体性社会控制的网中。
“它通过娱乐活动进行公开的欺骗，这些文娱活动，就
像宗教界经常说教的，心理学的影片和妇女连载小说
所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进行装腔作势的空谈，以便能够
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们的活动。”讁訛还以许愿来欺
骗受众，给他一个暂时的满足，又让他们随时跌入冷酷
的现实生活，日常生活被描绘得如天堂般，以此形成人
们得过且过的思想。这表面上似乎满足了消费者较高
层次的需求，实质上却用一味肯定与屈从现状的单向
度文化，使人的感受力麻木、创造力消解、反思与抵抗
能力抹杀，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乃至于社会关系的
再生产，体现了其欺骗性与虚假性。

此外，其运作系统中关键的现代传媒，以影视、网
络、广播等为主体的高科技媒介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一切时空领域，发型、饮食习惯、休闲方式乃至日常
习语，都被现代传媒所诱导和训练。所以，沉浸在五光
十色娱乐中的人，具有的是伪个性，他的存在与活动不
具有自在意义，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现状并模仿，
通过与现存的生存状况以及生活方式保持一致向普遍

性转化，所以并非真正自主、自由的个体。使统治阶级
的暴力统治转化为合理控制变得可能，从而在个体与
社会之间达成一种“虚假”同一。联合科技手段，官员
们通过“灌输”“宣传”“教育”等成功地操纵大众意识
系统，使之丧失自由、独立的决断能力，在文化工业复
制品面前主体瓦解、个性丧失，社会控制轻松实现。
（四）文化产品的广告化、媚俗化
文化工业还突出地表现为现代广告无孔不入。广

告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并引导着社会大众的需求，
改变人们的消费、生活方式，甚至影响、支配着人们的
思维和判断。它拥有一种隐蔽而强大的使你相信这个
世界确如广告所说的那样真实的心理暗示力量，甚至
是支配人们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

当今随处可见铺天盖地的广告，还有一种奇怪的
现象，大家反而更易怀疑没贴广告标签的东西，担心没
被宣传过的东西会不会用了、吃了有问题，商品的普遍
性及个人接触量的有限性之间的差别使得人们没有办
法了解所有商品，广告就是商家间接推销的绝妙选择。
体制迫使每一个产品都使用广告，广告在今天变成了
一种自我推销的艺术，过去“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自律
开始转向他律。在文化工业这一体制化、总体化力量的
诱迫下，靠着拼贴与复制而肆意蔓延的大众文化与流
行艺术借着这自荐术粉墨登场。所以，墙壁张贴、广播
宣扬各种广告手段活跃在当下。

然而，精确信息的泛滥、枯燥游戏的普及，会提高
人的才智，也使人变得更愚蠢。精神的本质在于对物化
的否定、在于自由思考，可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
被用于消费，精神就会走向消亡。人的物化使人性堕
落，人性堕落又会加剧他的物化，两者相互促进，陷入
怪圈。在这不断颓败的生存境况下，人的精神活动也因
丧失其对物化的否定而日趋媚俗化了。所以，在人们的
物质生活告别匮乏、精神生活日益走向相对丰富的时
候，反观人类自身，却没有进入真正的解放状态，反而
深深地陷入不自由状态的泥潭。
三、批判之批判：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局限
阿多诺的批判有合理与精彩之处，但也有偏颇，我

们要看到并反思其局限之处，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信心与能力。
（一）时代条件语境的局限
阿多诺生活的时代是20世纪，其理论成长土壤是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时代，那时垄断正大行其道，法西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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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主义的形成以及发展是当下发生的大事，他以德
国和美国为观察对象，对文化工业的规模生产，并以
此控制人们的极权思想意识特别反感，而商品拜物教
与科技的联手、对利润的狂热追求、对艺术的利欲熏
心等是他们所看不惯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批判
力度才会那么到位。然而，现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的
发展环境中，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力还没得到高度发展
与普及；市场经济刚刚起步，并逐步走向规范化，市场
是无形的手，但我们还留有“有形的手”去防范控制；
我国的大众文化有其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内涵，文化
产业具有意识形态与产业双重属性，这一切都说明我
国的文化发展状况与法兰克福学派所处的时代及环
境有极大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要客观看待其失
去批判力的部分，也要重视仍有警示意义的部分，以
帮助我们认清文化发展中的问题。
（二）主观立场的局限
阿多诺及法兰克福学派其他几位代表人物，都接

受了良好的教育，属于文化贵族，他们以文化精英的
立场，以一种优越感高踞于大众之上，对文化工业进
行了严厉批判，强调文化艺术与媚俗、科技与人性的
对立，以先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来衡量艺术和文化生
产，所做的是一种政治道德价值判断而不是审美判
断，由此使得其理论严重滞后于文化艺术与时代的发
展要求。他对科技文明、工业文明发展给文化和社会
带来的进步选择了自动屏蔽，过重强调人性与科学发
展的反比关系，采取悲观绝望的态度，正如阿多诺所
言“除了绝望能拯救我们外就毫无希望了”輥輮訛。因此其
批判饱含浓重的消极色彩，没能提出填补当代和未来
之间鸿沟的解决之策或对未来形成积极构想。
（三）对艺术单向理解的局限
他们视艺术的唯一功用就是否定、超越现存世

界，进入审美的、自由的艺术世界，这只是想象般地构
建起一个通往自由美好的乌托邦。他们对文化标准
化、伪个性化、庸俗化，对其过分追求利润的商业化倾
向、迎合大众低俗审美趣味的批判，准确指出了文化
工业所存在的弊病，这些弊病暴露了文化工业体系中
艺术生产的许多先天不足，然而也忽视了艺术生产的
积极作用，哪怕是经过机械复制的艺术品，只要艺术
真正走向大众，就是一种进步。他们完全从意识形态
方面看待文化工业生产，将艺术的社会作用扩大化并
且消极单向度化。就当今事实看，发展文化产业，是人
们日益增长的文化、休闲、娱乐等的需求趋势所致，

“十一五”的发展已经试过水，它确实可以成为拉动经
济发展的动力，选择发展文化工业是基于经济建设、
文化市场等之类的现实实践动机，具有合理性。同时，
任何人也不会是一个完全理性人，商家是被利引，但
消费者的经济行为中也有审美因素、休闲因素、娱乐
因素等感性因素，文化产业是为了使人们摆脱枯燥、
单调的状态，也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艺术生产中企
业是为追求利益，但也传播了文化、带动了文明，也是
社会利益与企业利益的一种互动。所以，要看到文化
工业发展了审美的共同性空间这一面。
（四）小觑消费大众的判断力与欣赏力的局限
斯图亚特·霍尔有一句名言:“普通大众不是文化

白痴”。輥輯訛然而在文化批判理论中，阿多诺太过于强调
统治者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众是被动的接受、消费
伪个性化和标准化的低劣文化产品，并按照主流的要
求去做，这也是一种偏差。标准化、伪个性化这些用语
会使我们对大众文化形成先入为主的不好印象，但文
化产业的性质与流水线上的工业商品生产是不一样
的，我们身边充斥着各种广播、影视所传播的文化现
象，但是我们还是有自己的经验、判断与选择，21世纪
的人毕竟是与时代的步伐一起走过的，启蒙是为了开
化，但启蒙却变成神话，使人进入更愚昧状态，这是悲
观论调。我们应该相信，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经
典颠覆、无底线演出等，但我们反思纠偏，会走在正道
上的。
四、总结：我国文化业发展前景任务艰巨
在我国现在的文化产业语境下，文化工业理论的

表面逻辑虽不同于阿多诺写作的年代，就其效果来
看，某些地方竟神秘地如出一辙。他悲观的预言已飘
逝远去，但他对文化工业的轨迹与弊端的深刻见地，
今日看来虽有不快，却还是适当其时。它对我们仍有
一定的警醒作用，诸如文化产业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
企业利益与真正满足大众需求问题；如何解决科技与
人性共同发展；如何创造尽可能多的文化产品解决供
需矛盾同时又使艺术的价值保存与体现；如何实现
批量生产与创作家的个性想象力得以和谐；文化的
人类学意义与精英意义如何和解及物质现实与精神
现实逻辑的竞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使文化变成国
民支柱产业及“走出去”要解决好的实在问题，只有
这样，才能顺利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大国与强国，实现
“十三五”规划中的共享理念、提升国民素质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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