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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地位

摘 要&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是作为其社会批判理论的深化和延续并为其服务的$这种美学的重点不是

对美(艺术进行抽象探究$而是把审美放到了) 社会批判者*的位置上+ 当他们别无选择地把拯救世界的重任交给了

艺术家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重心就由社会政治批判转向了艺术审美, 它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

由革命政治理论转变成了美学理论,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由社会批判理论而始$至审美研究而成大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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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从 !# 世纪 !# 年代开始

萌生$经过了 !# 年的起步发展期后$于 &% 年代后期

至 "%(’% 年代末期趋于成熟, 也就是在这一阶段里$
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和途

径来营建一个美学的乌托邦, 一个流派的主要成员不

约而同地参与审美乌托邦的营建$ 绝不只是一种巧

合, 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经典美学相比$法兰克福学

派美学是以强调审美的功能性指向而闻名于世的’同

时$跟别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流派一样$法兰克福

学派的美学观点是与其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方面

的理论主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发生学意义上说$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理论本来就是作为其社会批派

理论的深化和延续而产生并为其服务的,

一(批判理论的背景

社会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哲学的核心

内容, 它的最早阐述见于 $()* 年的两篇文章&- 传统

理论和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 和 - 哲学与批判理论.
# 马尔库塞和霍克海默合著% , 在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

批判理论宣言的- 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霍克

海默指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的根本区别是$前者

只是反映式地根据既存现实进行某种所谓/ 科学的*
社会观察, 这种貌似纯客观的态度实际上却丧失了主

体的变革性潜能$ 在本质上掩盖了现实与个体的矛

盾$从而以盲目的姿态调和与现存社会的秩序’而后

者$则反对既存性和现实性的权威$剥去真实性在现

实之中的伪饰$ 并以一种逆反的力量推动社会变革,
批判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同国家控制的手段联在一

起$导致了人们的被动性和从众现象, 所以$法兰克福

学派的批判理论家们不断强调&如果人们想要从社会

束缚下解放出来$ 就必须得摆脱各种意识形态的操

纵$对现有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全方位的批判, +,-./,#*$

/,"*0,"(1如果说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批判的重点是政治经

济领域的话$那么$法兰克福学派则把批判的视野转

到了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来了,/ 他们以马克思的

批判理论的继承者自居$同时兼收青年黑格尔派的批

判理论0存在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企图调

和并综合这些理论$ 形成以现代人道主义为核心的(
尖锐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1 社会批判理论2, *+!-./$("23
33333333对社会意识问题的极度强调并不意味着法兰克

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脱离了政治实践, 霍克海默曾

明确指出$批判理论首先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其次

才是作为一种理论出现的, 之所以把关注的焦点由直

接的社会斗争转移到对意识形态0文化艺术的批判是

因为批判理论家们认为$单纯的政治经济批判并不能

改变现存秩序的根本性质$所以$对现存秩序的批判

需要从意识的批判开始, 于是$批判理论就把矛头指

向了整个统治秩序及其意识形态$也就是说$要成为

对既存本身的统括的批判了,

二0批判理论向美学理论的转变

正是社会批判理论的背景规定了法兰克福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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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的实践功能指向! 这种美学的重点不是对美"艺

术的抽象探讨#而是把艺术与审美放到了$ 社会批判

者%的位置上! 他们认为因为艺术是从现实中对象化

& 异化’出来的#所以自律的艺术与外在的距离间隔使

得艺术不同于经验到的现实#相反却成为了对现实的

一种批判! $ 艺术真理的根基在于(让世界就像它在

艺术作品中那样#真正地表现出来! %!"#$%&’&(

))))))))可是问题首先在于#作为从$ 社会研究所%发展衍

化而来的学术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任务应当是$ 现

实地从社会哲学的角度对人类全部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化进行综合解释%#$ 在经验的表层之上去把握社会

结构#将用对应于具体历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人和社

会的关系%! !*#$%*+为何随着对社会理论研究的深入#其

绝大多数的成员却都不约而同地把研究的重心转移

到审美"艺术的领域来了呢)
社会批判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日益严重

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作为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后继

者自居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 对社会的异化"人

性的残缺等严酷现实有着近乎于焦虑的责任感! 在社

会政治领域的种种努力都失败以后#法兰克福学派的

理论家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学说! 他们惊讶地发现#在

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居然已经无法找到革命的主

体了* 这些批判的精英们无奈地发现#当下的工人阶

级已经不是马克思当年充满了革命激情的无产阶级

了#$ 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游

览同样的游乐场所#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像她的雇主的

女儿一样花枝招展#如果黑人挣到了一辆卡德拉牌汽

车#如果他们都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同化并不表

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那些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需

求和满足在何种程度上被下层人民所分享! %!,#$%’+这些

$ 工人%已经不再一贫如洗#他们同样享受到了资本

主义社会带来的物质享受# 在不知不觉间已被高消

费"高享受"高福利的策略所同化!
令批判理论家们感到悲哀的远不止这些! 在失去

了$ 工人阶级%这个革命的主体后#他们曾一度把希望

的目光转向了工人以外的社会阶层#希望在其中能寻

找到新的革命主体! 于是#尚未被社会所同化"依然保

存着批判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一度成为他们希望的

寄托! 但是# 随着上世纪 -. 年代那场学生运动的失

败#造反的学生们一改以往桀骜不驯的模样#纷纷放

弃了造反立场#重新投入主流社会的怀抱! 至此#企图

依靠青年知识分子来取得革命胜利的努力化作了美

丽的泡影! 在经过了这一次次的挫折之后#法兰克福

学派理论家们寻找革命主体的范围不得不一步步地

缩小! 最后只能把希望寄予唯一一类还没有屈从于这

个社会既定价值的人+++文学家和艺术家! 当这些艺

术家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试图从$ 匿名状态%

中呼唤出来的历史主体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

重心#就不得不由社会政治转向了审美艺术#他们的

社会批判理论也就顺理成章地由革命政治理论变成

了美学理论! 审美#成为革命的暂时替换!

三"$ 审美乌托邦%思想在法兰克福学

派理论中的重要地位

对于审美乌托邦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地位#一

直不受国内研究者重视!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无论是在法

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专著# 还是在相关的单篇论文中#对

此问题的研究都不占有重要的篇幅# 或是一带而过#或

是根本不提#很少有像,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
, 否定的美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文艺理论和文化批

评-这样专对其美学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著作!
事实上#美学问题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所占据的特

殊地位是无论如何不应该也不能被忽视掉的! 仅仅从

其成员的著述中有关美学"文艺学的部分占其整个研

究成果的比例来看#也能推断出美学问题在法兰克福

学派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比如阿多诺! 在阿多诺的

全部著作中#与美学相关的就有(, 克尔凯戈尔.美学

结构-& &’""’ #, 新音乐哲学-& &’*’’ #, 棱镜+++文化

批判与社会-& &’,,’ #, 不和谐音+++受支配世界中的

音 乐 - & &’,-’ # , 文 艺 札 记 - & 四 卷 (
&’,/#&’-&#&’-,#&’/*’ #, 音 乐 社 会 学 导 论-& &’-0’ #
, 没 有 理 想+++帕 瓦 的 美 学-& &’-/’ #, 美 学 理 论-
& &’/.’ #, 美学讲座+++&’-/ 年 &. 至 &0 月在法兰克

福举办-& &’/.’ #以及, 声振图形-& &’,’’ ", 音乐诸要

素-& &’-*’等与音乐相关的著作! 尤其是长达 ,. 万言

的, 美学理论- 出版后好评如潮#甚至有的学者认为

$ 此书对于当代美学或审美文化研究的 学 术 参 考 价

值#犹如黑格尔的/ 美学0巨著之于传统美学或艺术哲

学研究! %就连阿多诺本人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

写给亲友的一封信中说这本书再现了自己$ 思想中的

精髓%#足见他本人的重视程度! !-#1%0.#跟阿多诺为数众

多的著作相比较#本雅明的论著不是很多#但尽管如

此#与美学相关的还是占据了其为数不多的著作中很

重要的一部分(, 德国浪漫主义中的艺术批判概念-
& &’0.’ #, 歌德的 2 亲和力 3-& &’0*’ #, 德国悲剧的起

源-& &’04’ #, 论布莱希特-& &’--’ #, 麻醉药+++中篇

小说"报道"素材-& &’/0’ #, 波德莱尔+++一位高度发

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 &’/"’以及著名的长篇

论文,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等等! 而作为

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重镇马尔库塞

来说#美学更是占据了其研究的绝对中心! 其著述中

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进行的#主

要 有(, 爱 欲 与 文 明-& &’,,’ #, 单 向 度 的 人-& &’-*’ #
!"  万方数据



! 文化与社会"# ! 卷$"#$%% $! 论解放"# "#$#% $! 反革命

与造反"# "#&!% $! 批判的哲学研究"# "#&’% $! 艺术的

永恒性"# "#&&% $! 审美之维"# "#&(% $! 乌托邦的终结"
# "#()% & 可以说$从! 爱欲与文明"开始$美学日益成为

马尔库塞关注的焦点& ! 单向度的人" ’! 论解放" ’! 反

革命与造反"等都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在作为与现

实相对立的美学范畴中$艺术和反抗的政治是如何携

手的& 到了后来$如同阿多诺用煌煌巨作! 美学理论"
作为自己学术生命的终结一样$马尔库塞这位思考了

一生的大哲学家也把自己的思想用 ! 艺术的永恒性"
和! 审美之维"等著作凝结在了美学王国当中& *&+

,,,,,,,,之所以那么不厌其烦地把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

论家关于美学方面的论著作一个大体上的梳理$是想

以最朴素同时也是最直观的方式来论证法兰克福学

派对美学的重视& 虽然只是列举了其中三位理论家的

著作$ 但是这三人都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核心人物$具

有足够的代表性& 所以$即使这里所用的举例论证在

逻辑上或有不严密之处$ 但作为最朴素的理论直观$
也足以充分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美学问

题的广泛关注&
有的研究者认为$艺术’审美确实是法兰克福学

派比较关注的问题$但远非具有根本意义的决定性问

题$( 美学只是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不是最

重要的方面& )*(+-.")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学者有不同

的观点& 英国学者戴维*麦克莱伦就认为+( 法兰克福

学派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美学领域)*#+-.’/(0杨小浜’程

巍等学者也持相似观点& 其实$无论认为是( 最引人注

目的)$还是认为( 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都承认了美

学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思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至于对美学是不是法兰克福学派( 最重要的)学术观点

的不同认识$则是由评价的参照系的差异造成的&
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提出及主要观点的形

成都与其批判理论紧密相关的$他们是在多次努力却

又多次失败这种屡战屡败的尴尬境地中投入了审美

王国的怀抱& 所以他们的美学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功

利性,,,为拯救异化的社会和异化的人类而服务- 马

尔库塞深刻地指出+( 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

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

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 )*’+-.!"!0这一段话是马尔库

塞对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功能性指向的生动阐述&
由这一段话也可推断出$艺术# 或者说审美%在法兰克

福学派那里$本来就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部分$是作

为批判理论中的救赎环节出现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

看$认为美学( 只是它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还不

是最重要的方面)的观点不无道理&
但是$认为美学是法兰克福学派( 最引人注目的成

就)的观点更有自己充足的理由& 从发生学意义上看$
法兰克福学派庞大的美学大厦固然是因其批判理论的

需要而建造的.从功能学的角度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

美学之所以被称为( 审美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

因为人们认为它被社会批判理论不切实际地赋予了太

沉重的责任和使命& 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法兰克福学

派审美思想的相对独立性&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

论与美学主张之间$虽然存在着各种联系$但更多的是

不同& 在充分研究两者间相同点的同时$更有必要对它

们的不同之处加以深刻剖析& 不然$在法兰克福学派那

里$美学也就没有必要叫美学$而干脆叫做( 批判理论

救世学)好了& 美学毕竟不等同于社会学$审美理论毕

竟不等于社会批判理论$ 不能简单地将这两者等同起

来& 就像研究农药’化肥的生物化学不能也不会因其是

为了让农作物更好的生长以便更好地满足人类的种种

需要而被等同于( 人学)一样&
正因如此$法兰克福学派一直被视为当代西方马

克思主义美学最主要的派别之一$而不仅仅是被当作

一个单纯的社会批判学派& 对于这个流派而言$美学

既是他们研究关注的重点$又是他们获得世界性声誉

的主要原因所在& 在这个流派里$几乎人人都谈论艺

术研究审美$从具有先驱者意义的布洛赫$到后来者

居上的哈贝马斯’施密特$都对美学情有独钟& 可以这

么说$法兰克福学派由社会批判理论始$至审美研究

而成大气候& 美学$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这一学派关注

的终极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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