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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是话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面重要的旗帜，健在反思

启蒙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做了深刻的揭露和彻底的清算，他反对代表统治

阶级意志的大众文化，褒扬能够拯救人类的现代主义艺术，从而实现他设想的社

会救赎的道路。

本文从阿多诺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其理论资源入手，梳理了阿多诺批判资本主

义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方方面趣，以及他用现代主义文化建立崭新的艺术世界和实

现社会救赎的设想。本文采取了客观的评价方式，对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和现代

主义艺术理论进行了全面理解和评析，指出了他所否定和排斥的大众文化所表现

出的合理性因素，和他所极力推崇的现代主义文化未能成为主流文化的原因进行

了探索。不仅对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而且也为我国文化

产业的发展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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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omo、Vestem maSs cultIl】re theo巧is an important ba彻-er of Marxism theoⅨ

He thoroughly exposed the essenc石of c印italism on the basis of renection on

EnIightement．He waS opposed t0 popular culture that represents the win of the mling

claSs and praise modem an that can saVe mam(ind in order to aChieVe his Vision of

social salvation road．

This paper stans丽tll Adomo’s Lif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its theoD，

reSources，including Adomo’s criticism of the capitalism socie够and popular cul眦
as、^，eU as ms cultul『e、析m me establishment of new modem an、vorld andⅡle iClea of

acIlieVing social salVation．IIl thjs paper’to take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memods，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alld aSsessment of the Adomo theoD，of popular culture

and modem an theoⅨit pointed out that the denial and rejection of popular culture

demoIlStrated by tlle reasona_bleness of the factors，and explored the reaSons for his

pushing of modem culture that f撕led to become the mainstream culture．It is not omy

for the Adorno t11eor)，of popular culture to haVe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llding，

but also for tl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ltm．alindust叮to cont^bute their o、硼．part．

Keywords：MaSs Culture；Enli曲teIunent；Modem An；Denial；Alie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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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绪论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就受到了众多西方学

者的关注和批判，形成了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在西方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进程中，

早期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丽其中态度最为激进，理论最为系统的典型就是阿

多诺。美国学者马丁·杰伊说，阿多诺的思想是由五种因素构成的一个充满张力

的丰富世界，这五种因素分别是由五种因素分别是由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现代主

义、精英文化的保守主义、犹太情感和解构主义。《启蒙辨证法》和《否定辨证法》

两大著作是阿多诺对姿本主义社会的～切领域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阿多

诺看来，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的野蛮本性在文化领域里的具体表现；对大众文化

的批判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那些体现模仿的、整体性、同～性等审

美特征的大众艺术都应该遭到彻底的批判和否定。与此相反，那些追求以丑陋化、

片面化、抽象性等为审美特征的现代主义艺术则站到了现实的对立面，这样的艺

术才应得到颂扬。

然而，伴随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诞生以后，质疑和批判的声音源源不断。首

先，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导师卢卡奇也曾批评过阿多诺“把自己安排在豪华

旅馆深处’’。其次，伯甓翰学派的威廉斯则认为，文化是普通入的文化而不是少数

人的专利，艺术不过是无数文化实践中的一种，与其他的人类活动没有质的差别。

霍尔煲lj认为观众的反应未必～定是机械的，观众有可能用他们翻己的方式给“统

治话语”解码，并乐观地认为商业渗透到文化领域后，终于使能由中产阶级和上

层贵族们能欣赏到的文化进入到了民间和日常生活领域，薪的文化不再被特权阶

层独占，它将提供一个更为广阔的交流空间。再次，费德勒更明确地提出了“跨

越界限、消泯裂痕”的口号。倡导高雅艺术的通俗文化之间，以及高雅艺术与大

众文化的关系时，安德鲁·修森认为有必要对阿多诺的“文化工业"观念进行重

估。最后，近年来，对阿多诺大众理论构成冲击的是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

他更是认为：大众文化不是由文化工业强加到大众身上的，而是由大众臼己创造

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对其从属地位感到愤愤不平的从属者的文化，”它“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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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的文化将人们一体化或商品化成为牺牲品的资本主义的受人操纵的傀儡。”①

还有鲍德罩亚更是在《消费社会》一书中提出“电视就是世界”，指出在人类进入

后大众传媒时期，大众媒体重新界定着传播，电视制造出来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大

众传媒通过迎合大众心理，用娱乐场面来复制大众的兴趣口味和生活方式，从外部

来统一大众的意识，但在这统一的过程中，大众己被大众传媒塑成“沉默的多数”，

大众在接受信息和形象的同时也消解了意义，开始用“沉默”来对抗传媒的主宰和

控制。

在中国，近十几年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进程中，中国当代社会的

变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多个层面，商品消费成为人们的主要生活形式。大众

文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遍及各个方面，广告、流行歌曲、文娱节目、电视剧、

电影充斥着我们的耳目。于是，大众文化研究也渐渐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重

点课题。国内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源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形成高潮，

许多学者翻译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研究大众文化方面的书籍，但从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远不及西方学者。他们大都围绕这样几个方面：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入手，

认为大众文化是霸权文化的输出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过滤。或者从科学技术哲学的

角度入手，进行工具理性批判。二从人本主义思想入手，呼唤人本性的回归。三

在文化批评和审美文化领域，把大众文化研究看作是和高雅文化二元分裂的文化

现象，并且用高雅文化来对大众文化进行评价。四在中国本土文化研究过程中，

原样搬用了西方学者的思想来评价中国的文化现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众文化批

评理论还未形成。有的把阿多诺的理论从其特定生活的背景从割离出来，单纯地

成为一种阿多诺理论带到现代文化的语境中来，批判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肤浅

性，悲观性。

我们必须承认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任何～种理论或者文化的出现

都是和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相适应和相联系的。任何一套理论也不可能

不随时代、时局的变迁而永远不朽，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因为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完

全否定以前的理论，阿多诺作为20世纪大众文化研究里程碑式的理论，必定有其

毋【美)约翰·菲斯克著．解读大众文化【H】．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2001年．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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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合理性，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褒贬不是简言之就可以断定的，不能简单

地把这种理论作为一个孤零零的一幅风景，我们必须还原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生

成的语境，把它放入文化史的长河中去，证明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使它成为大

众文化思想的资源，再结合今时今日的流变，形成不断丰富发展的大众文化理论，

更加有效地指导我们对待和分析不断出新的大众文化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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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背景探析

第一节阿多诺生活的时代背景

要想更加辨证地理解和分析阿多诺大众文化的理论思想，我们不能不从他本

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环境来审视其理论的来源和形成根基。对阿多诺生活的

土壤进行细致的打量有助于我们分析其理论的萌芽、演进和最终形成进行合理公

正的裁析。

一、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理论资源

西奥多·威森格朗德·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于1903年

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其父亲是一个富裕的酒商，是德国和犹太人的混血后裔，

其母亲是意大利天主教徒，是一位音乐家。由于具有犹太血统，犹太情感成为他

的一种心理情节。在母亲的影响下，从小就迷上了音乐，他具有良好的音乐修养，

曾一度有志于音乐创作，对艺术有特殊的爱好。他曾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

心理学和音乐学，1924年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

他以～篇《基尔凯戈尔：美的构造》的论文，在法兰克福大学获得讲师职位。1938

年，应霍克海默之邀，他前往美国，加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成为法兰克福学

派的核心成员。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

关系是非常紧密的，他们把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作为强大的理论根基和理论武

器。马克思首先从自我意识和市民社会入手对现实的人及其劳动进行分析，说明

了人的本质和现状。其次，他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思想，通过对劳动产品的异化、

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的异化的分析，揭示了私有

制和阶级对立产生的根源，要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就要消

灭异化劳动本身，恢复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自觉性。其中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

的理论成了阿多诺剖析大众文化的重要武器。在马克思谈论商品拜物教的时候，

主要是谈论经济领域或者是物质生产领域。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面双刃剑，

．4．



第一章 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背景探析

它虽然把人从政治强制不平等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但又使人陷入噩深层次的异化

之中。使人被物所统治，即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代替了人自身的关系，因而人的关

系也就具有了物的色彩，金钱代替权利开始统治世界。所以商品经济的时代是=一

个创造和异化并行的时代，马克思称之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

历史时期。”物化的盛行导致的结果首先使入与人的关系功利化；其次物开始支配

人们的生活，金钱成为实际的上帝。由此产生商品舞物教和金钱拜物教。两在阿

多诺这里，精神生产部门经过文化工业的重组后已经与物质生产没有了本质区别，

人们的物质淡费与文化消费也全部渗透着交换原则的运作逻辑。豳此可以看出，

阿多诺是继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并引入了商品拜物教的关键词语。

阿多诺除了借鉴马克思“亵晶拜物教”的理论，还借鉴了卢卡奇“物化"理论。

虽然“物化"的概念单已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出现，但对其进行深刻解释的

还是卢卡奇。健认为，随着商品拜物教的弥漫，人类社会陷入了“物化”的状态。

这种“物化"表现主体在劳动中与劳动及其产品的对立。他指出：“由于商品关系而

产生的物化才对社会的客观发展和人对社会的态度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人的意识

屈从于这种物化所表现的形式，对试图理解这一过程或反抗这一过程的灾难性后果，

对试图从这样产生的‘第二自然’的这种奴役里解放出来，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o

可以说阿多诺的许多思想来源于卢卡奇，卢卡奇的理论深深的影响着阿多诺，

不过阿多诺并不同意卢卡奇关于“总体性”理论，德认为恰恰是总体性掩盖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异化现实的现状。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中也主要围绕着

“鼍暑圊～性"和“绝对否定”的概念进行的。

从阿多诺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上来看，就决定了其理论的基调是批判的

事旨向。

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时代刨伤

20世纪30年代，正值法西斯猖獗的时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

机的同时也酝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兰克福学派当时主要倡导一种社会哲学，

。卢卡奇著．历史与阶级意识(M]．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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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与资本主义相抗争，该研究所当时出版的《社会研究杂志》在当时是西方左

派知识分子和批判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研究所的主要成员包括霍克海默、阿多

诺、马尔库塞、洛文塔尔、本雅明、．弗洛姆等。1933年以后，该研究所由于不满

纳粹的法西斯主义，逐渐迁出德国，先到荷兰、瑞士，最后到了美国加入哥伦比

亚大学社会学系。后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又把研究所迁移至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霍克海默曾经描述过20世纪30年代研究所面临的最大的任务就是必须抨击

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阿多诺指出：“青年希特勒组织，这帮招摇过市的乌合之众，

并没有退回到野蛮状态，而是一种强制性平等的胜利，他们把正义的平等发展成

为平等的非正义。”∞“在极权资本主义中，非理性主义满足需要的技术，采用了

一种由支配决定的形式，因而使得需要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反而表现出灭绝人

类的倾向。非理性主义在英雄身上获得了自己的原型，而英雄则通过牺牲自我的

方式摆脱了牺牲。文明的历史就是牺牲的历史，换言之，是放弃自己的历史。任

何放弃自己的人都灭绝了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返回到生命之中，更不用说去捍卫

自己的生命了。这一点是在虚假社会的情境中表现出来的，在虚假社会中每个人

既受到了欺骗，又成为了多余。不过，如果有人企图逃脱普遍的、不等价的和不

公平的交换，如果有人不想放弃，而是想一丝不漏地控制所有的交换，那么，社会必

定会让他一无所有，甚至连他用来维持自己生存的一点点剩余都会被社会剥夺

掉。’’②那么法西斯与大众文化是怎样的关系呢?为何在抵抗法西斯的同时要排斥

大众文化?阿多诺指出：“法西斯主义的假日，则更是广播、标语、兴奋剂等制造出

来的华而不实的寒喧之辞．"@由此可见，原来大众文化是法西斯的扩音器和传话

筒，是大众文化为法西斯提供了宣传工具．它们表面上对大众做出承诺和姿态，但

却只是为极权主义服务，大众最终还是成为牺牲品，要对抗法西斯极权主义，就要

打击他的宣传工具——以无线电广播、电影、电视等新型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文化

辽(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9页．

g

I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第45页．

零【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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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三、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

纳粹上台之后，阿多诺移居美国。1938年——1941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

研究工作，1941年——1949年谴在鸯羹州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在研究所转到美国以

后，阿多诺对这个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感觉不适应，因为当时的美国是一个发

达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国家的文化鹜现了这样的特征，这种文化凭借着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的复制、传播文化产品，逐渐形成了娱乐工业体系，比

如奄影、电视、广告、报刊、杂志等等，它们遁过娱乐方式欺骗大众，或者成为

统治者的传音筒对大众进行官方教化，它们正在不知不觉中控制了人们的思想、

束缚了人的意识。在美雷这样一个貌似民主的国家孛却滋生并蔓延着这样的文化

独裁主义，民众正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具所牢牢控制。阿多诺曾经在《启蒙

辩证法》中谈到：“汽车、炸弹和电影将所有事务都连成了一个整体，直到它稍所

包含的夷平因素演变成一种邪恶的力量。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

和社会系统这蘸种逻辑之闻的区别，实现了标准纯和大众生产。这一切，并不是

技术运动规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由今天经济所行使的功能造成的。”国

具有如此特征的文讫已经在美国落地生根，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生活

内容，很显然与频繁接触高雅文化的生活在贵族文化背景下的阿多诺有些格格不

入。链的生活背景和知识背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跟美国当时的文化同流合污，那

么他对大众文化的排斥和敌视都是可以理解的。阿多诺是怀着高雅文化的知识背

景、带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翔武器、经受了德国法西斯极权主义的迫害来到美

国这片陌生的土地，对突然出现的大众文化冲击不可能像长期生长在美国的民众

一样耳濡舀染，觅怪不怪，他所表现出来的敌视跟对峙这样看来也是合理合法的。

所有的因素加起来，形成了阿多诺批判大众文化的内部和外部的动力。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两奥多·掰多诺著．启蒙辩证法e羽，渠敬东，曹澄东译．土海人民出舨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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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阿多诺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总结归纳

一、启蒙的双刃剑

(一)启蒙用知识代替想象

启蒙概念源于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主题是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去照亮由宗教蒙昧主义和封建专制蒙蔽的黑暗。阿多诺说

的启蒙不是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本身，而是指与自然对立的人类理性文明，是人

类自动自觉改造自然的文明活动。“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

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在他看来，启蒙的核心是科学的人类理性文明。

阿多诺说：“启蒙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国启蒙就是要消灭那种神秘

的、宗教式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反对由于人类的恐惧和无知而幻想自然界所产生

的魔力。“要消除世界的魔力就要根除泛灵论。”@只有人类通过掌握认识事物本质

的理性工具，才能指挥世界。“战胜迷信的理性可以指挥失去魔力的自然界。知识

就是权力，它既无限地奴役生物，也无限地顺从世界地主人。”@他认为，人类社

会发展的历史就是启蒙压倒愚昧、知识代替神话、人类从无知走向理性的历史。

(二)启蒙使社会堕入另一个“野蛮"时期

伴随着启蒙的发展、人类理性文明的加快、科技进步的同时出现了一种危机，

诚然，科技在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改进人类生活条件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

同时，日益发达的科学技术反而制约人、束缚人，人逐渐失去了人自由自主的本

性，工具理性颠覆了启蒙的最初含义，工具理性取代了理性的地位。

阿多诺指出：“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

者只是在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科学家只有在制造事物时才知道事物。只有在

德)马克斯

页．

德)马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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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科学家才知道事物本身。科学家在运用事物的过程中，总是把事物的实质

看成为他掌握的实体。这种等同性构成了自然界的统一性。’’∞接着，阿多诺揭

示了启蒙的实质：“雇蒙的实质，就是要求从两种可能性中选择一种，并丑不可避

免的要选择对生产的统治权。人们总是要进行选择，要么使自然界受自己支配，

要么使自己从属于自然界。随着资产阶级商品经济的发展，神话中朦胧的地平线，

被推论出来的理性的阳光照亮了，在强烈的阳光照耀下，新野蛮状态的种子得到

了发展壮大。”@启蒙在给人类带来进步和希望的同时又制造着瓤的倒退和野蛮。

就像一个硬币的两瑟，在启蒙的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个从对自然到对人的

新型统治的转变。科学技术在刚开始的时候使自然界成为对象，人的力量和权力

不断加大，在对自然加大统治的进程中，入自身开始异化，这就意味羞人类对自

身控制方式的变化，启蒙在提高人对自然界统治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自身的统

治力量。结果，启蒙没有给入们自由、平等的合理秩穿。

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被异化了。阿多诺指出：“正像医生在神的保护下是

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样，现在社会上的郡恶势力，在它所派生出来的野蛮事物的掩

盖下，倍加保护地被奉若神明。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与所支配的客体的异

化为代价的，随羞精神的物化，人与入之闻麴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问的关系也

深化了。个人变成了事实上必然表现出来的习俗的活动和活动方式的集中表现点。

摹拟活动使事物具有了灵魂，工业诧主义使灵魂物优了。厕在这样酶社会环境中，

物化的盛行，必然产生商品拜物教，关于这点阿多诺说：“经济结构由于全蕊计划

量变成鸯动的，商品怒按照决定人的行动的价值进行交换的。自从自由交换结束

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偶像崇拜的性质一

成不变她渗入了生活的各个焦落。"蛰两人赋表现为“大勰模的生产和文化遥过它

。(德】马克簸·霍克海默，鼹奥多·隧多诺蓑。启蒙辩证法f瓣。洪慑罄，蓠秀峰译，重庚滋舨挂，19∞每．第?

廷．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两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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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无数代表，使各个人采取作为唯一自然的、正常的、合理的统一的行动方式。

个人只是决定事件、决定统计的因素，决定成功或失败。他的尺度就是维持自我

生存，使他的机能成功地或不成功地适应客观性，以及他的行动应该遵循的规

范⋯⋯这种伦理面的下边，隐藏着可以通过暴力行动进行控制的权力。这种权力

在惩罚个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完全不能体现出人的真正性质。”①最后，阿

多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机器的发展已经转变成统治机器的发展时，技艺和社

会的发展趋势，从过去相互交织的状态，变成了完全集中地掌握了人们，落后的

状态不只是代表了非真实的状况，与此相反，对进步的权力的适应引起了权力的

进步，那种不是使自己的对立面失败，而是使自己的对立面前进的反面教育，每

一次总是引起新的进步。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②

人类曾经借助于启蒙这一利器开拓了美好的未来，启蒙是历史发展的有力杠

杆，而启蒙所贡献的无非就是工具理性，所以工具理性在推进物质生产的时候必

然会出现两重性质：解放和奴役。在阿多诺看来，工业化把人的主观物化着，商

品拜物教横行在生活世界中，人类在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理性文明遮蔽下，重新

建构了新的蒙昧和迷茫。现代社会最大的威胁也就是技术理性的高度发展，以及

一体化所带来的对人的创造性、人的本性的压制。在启蒙之光的照耀下，人们得

到了一些物质利益，但是同时他们却失去了最珍贵的个性。站在这样的高度，阿

多诺对启蒙的历史做了彻底的清算。但是，值得关注的是，阿多诺对启蒙的批判

并不是目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对启蒙的批判仅仅是他

批判理论进程中的一个坚实的阶梯。

二、大众文化成为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一)文化艺术沦为技术的附庸

阿多诺对艺术和科学的与发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神话和科学都是启蒙精

毋(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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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表达。人类的一切进步和衰退都和启蒙有关。在启蒙的进程中，艺术与科学

逐渐分离。“在启蒙精神中，群神具有先泛灵论的特征。以羞答答的奥林匹斯形式

传播的，琨合压抑和冲击的学说己经形成，这种学说一经形成就立即成为科学，

并把神话变成了幻想的图像。随着科学与诗的明确分离，借助这种分离而形成了

语言中发生作用的分工。⋯⋯只有随着启蒙的不断进步，才能出现完全模仿已经

操纵的东西的真实的艺术作品。为了把分为两个文化领域的和科学，联合成共同

的文化领域的通常的综合艺术和科学作法，最终总是使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因为

这两个领域具有转化的特有趋势。"①在高蒙的进程中，艺术和科学逐渐分离，并

走向对立。

在人成为技术理性的牺牲熙以后，文化艺术品也难以幸免。科学技术圜益膨

胀，无所不在。科学的语言逐渐取代日常语言，使语言走向中性化。“这样中性的

表达用语，比形而上学还要形弼上学。"圆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把入当作

奴役的工具，压抑了入的本性。因此，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取代旧的意识形态，

演变为～种新的菲政治的意识形态。这种薪的意识形态借助无线魍、电影、电视、

报刊等传媒加大了对人的心理的控制和操纵。阿多诺指出：“文化工业的技术概念

只是在字面上与艺术磊中的技术是相同的。在后者中，技术与对象的内在组织有

关，与它的内在逻辑有关。与此相反，文化工业的技术从一开始就是扩散的技术，

机械复制的技术，所以总是秘在于它的对象。只是就文化工业小心翼翼地使它自

己避免包含在它的产品中的技术的充分潜力的影响而论，它依靠意识形态的支撑。

它寄生在外在于艺术的、对物燕进行物资生产的技术上，无关乎包含在它的功能

性中的对内在的艺术整体的职责，也无关乎对审美自治所要求的形式法则的考

虑。”咎在此情形下，艺术被科学挤向了最边缘，最终在一个为窟蒙所遮蔽的社会

中难有立足之地。“当今社会不需要艺术，对艺术的反应是病态或反常的。在此社

会中，艺术是作为具体纯的文化遗产和作为票房顾客的快感之源褥以幸存的，但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朔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黼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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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再作为一客体袋对象群存在。”∞这样的文化艺术代表了癌蒙的负恧效应，

这样的文化文化艺术必将走向没落和灭亡。

(二)文纯艺术的属性是商品拜物教

阿多诺对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属性的分析是以商品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现代科

学技术可以对文化产晶进行大批量的复制，使褥这穗生产不再具有精神生产的特

殊性，在本质已经与～般的物质生产没有什么区别。他指出：“正如布莱希特和苏

尔坎普(Suhrk醐p>在30年前所说的，工韭生产的文能商品是巍它们实现价值的

原则所主宰的，而不是由它们自身特殊的内容和和谐的形式所决定的。文化工业

豁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傀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

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

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闻接的，仍不失它

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

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艺术作品的自治甚至在完

全纯粹的形式中也很少起主宰作用，并且总是被一系列对效益的考虑所渗透在一

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中被文化工业剥夺了，丽那些控制的人有的有明确的意志，

有的没有意识到。’’四

由此看出，文化商品也就有了交换价值。在阿多诺看来，交换逻辑在文化工

业中的作用往往不被人们所觉察，文化看似是一个自律的领域，但是它在本质上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纯。在这个特殊的领域，交换价值的实现方式和其他的领

域有所不同，但是文化也成为了商品世界中名副其实的一员，瞄准市场，为迎合

市场的需要而迸彳亍创意，为市场丽生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的集体创作使得文

化工业更像是商业的生产，甚至连产品的质量都难以顾及。因此，阿多诺指出：

“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它破坏了文艺作品的反叛性。’’国艺术的产生只能变成艺

术的生产，而且这种艺术的生产是预先设计好的，是迎合市场竞争的。于是，艺

o(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壬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尊(德)阿多诺著．文化工业再思考【’}]．高丙中译。文化砑究刚站型：!婪l!!迪i堕：￡缴，2005年，
零(德)马克麓·霍尧海麸，嚣奚多·阿多诺著．襄蒙辩证法【姻。浇簸罄，蓠秀峰译。重庆塞叛社，19购年，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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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举霹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产生麓彗景探橱

术家瘫主的奴隶，艺术的创作被纳入了按照邂定框架设计出来的生产过程，在这

样的条件下，艺术家想要逃离堕落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商品化的艺术生产再

也无法保持其自身的独立品行，坨拜服在交换之下，与艺术王国渐渐疏远，不自

觉地戒了商品的～部分。

阿多诺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化工业的总体效果之一是反启蒙，在这～效果中，

正如霍克海默和我曾经指出的，作为不断进步的对自然的技术统治的启蒙，变成

了大众欺骗，转变成束缚自觉意识的工具。它妨碍了鲁主酶、独立的个人(他们

自觉地为他们自己下判断，做决定)的发展。然而，这些都应该是一个民主社会

的前提条件，这种社会为了维持它自己并求得发展，需要成熟的人。如果大众被

来自上面的声音不公正羹羹骂作大众，那么，文化工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阻止人类达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生产力允许他们达到的解放程度的同时，使他

们成为大众并进而轻视他们。"∞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芷是因为商品拜物教充斥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所表

现出来的经济利益动机、交换价值的秘密、瓷本运作的规律都通过文化工业所表

现出来，丽这种文化工业恰恰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了他们的传声筒，统治者和

文化工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已经逐渐地对大众的意识、行动进行了全面的控制

和影响。在这样的社会里，物化不但在经济领域蔓延，而且还导致了人的异化，

这个时候正是翥要文化艺术作晶来拯救人类，唤醒入自由自觉的意识的时候，文

化艺术作品也沦为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奴婢，此时的文化艺术已经担负不起批

判现实世界、拯救人类的责任了。对当时文化的揭露和批判的任务迫在眉睫，在

阿多诺看来，只有揭露当时文化产品的本质，才能使大家彻底清醒地认识到瓷本

主义欺骗民众的本质，才能认清当时的一切文化产品只不过是上层建筑整合民众

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

。(德)阿多诺藩。文化忑业再思考【J】．高丽中译。文化研究网站螋：!垡!墨!翊i曼璺：曼堂，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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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第一节大众文化的涵义

在理解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时候，首先就是要对阿多诺所界定的这个

名词进行思考和认识，他所理解的大众文化究竟包含些什么，这对于更准确的理

鳃醒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和匿蓠我们研究大众文化现象工作盼开展都是最基

础、最重要的。

当谈到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我们必然会注意到这样一个名词——“文化

工业"。他是这样谈到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这个术语可能是在

《窟蒙辩证法》这本书中首先使用的。霍克海默稆我予l鲍7年在蘅兰阿姆斯特丹

出版了该书。在我们的草稿中，我们使用的是‘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大

众文化的偈导者认为，它是这样～种文化，仿佛同时觚大众本身产生出来议的，

是流行艺术的形式。我们为了从一开始就避免与此一致的解释，就采用了‘文化

工业’代替了它。我们必须最大限度避把它与文化工监区别开来。”国在进一步谈

及“文化工业"的特点时，他指出：“文化工业把古老地和熟习的熔铸成～种新的

晶质。在它的各个分支，特意为大众的消费丽制作并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消

费的性质的那些产品，或多或少是有计划地炮制的。⋯⋯这成其为可能，既是由

予当代技术的发展水平，也是由于经济的和行政的集中纯。文化工业别有用心地

自上而下整合它的消费者。它把分隔了数千年的高雅艺术和低俗艺术的领域强行

聚合在一起，结果双方都深受其害。高雅艺术的严肃性在它的效用被入投机利用

时遭到了毁灭；低俗艺术的严肃性在文明的重压下消失殆尽。⋯⋯大众媒介是特

别为文化工业打磨出来的，它已经把重点转到了无害的领域。它既不存在首先关

心大众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传播技术的问题，而是使大众自我膨胀的精神的问题，

是他们的主人的声音的问题。文化工业错误地把它对大众地关心用于复制、强化

国f德)硪多诺著．文纯童监再思考【J3．高丙中译．文化研究鹅蠹占婴!：堡婪!§!鳗i呈墨：璺Q熟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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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多诺大众文化批翔理论

他们酶精神，它假设这种精神是被给予的、不可改变的。”甾

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工业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文化现

象，它的出现也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文化工业是以现代信息技术和

传播技术的发展为支撑的文化，它的发展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相关。阿多

诺将“大众文化”正名为“文化工业”，主要是为了避免误解“大众文化"是从大

众中产生的文化或者是为大众的文化，这里的“大众”不应该是一种量的叠加。

所以说阿多诺所说的“大众文化挣不过就是现代科技的产物，是通过批量生产，

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商品交换原则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体系，它滥用了对大众

的关怀，以便强化、复制它们的精神。如此看来，在阿多诺眼里“大众文化"的

涵义与“文化工业"的涵义是一样的，为了怕别人误解，才用“文化工业"解释，

那么本文在谈论阿多诺“大众文优”理论时所涉及的“大众文化”字眼也有别予

除阿多诺外其它种对“大众文化"的不同理解。

第二节大众文化的异化功能

大众文化凭借现代科技手段大规模的机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通过娱乐的

方式对大众进行欺骗。如今，它就像空气一样弥漫在人们生活四周，阿多诺曾经

对大众文化的这糟特性作过这样的表述：“工业社会的力量对人稍发生靛影响，是

一劳永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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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活地消费。但是文化工业的每～个产晶，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

有的入从一开始起，在工佟时，在休息时，只要缝还进行呼吸，链就离不开这些

产晶。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

有人都接受文化工业的影响。文化工业的每～个运动，都不可能避免地把人们再

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种样子。蟾既然大众文化如同空气一般弥漫在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必然对人们的思想生活造成影响，但这如同“空气"一般

嵇(德3麓多诺著，文讫工业再愚考【毒】，高嚣巾译。文像臻究疆戆型：釜麓≥i!望i篓i：耋垫20Q5年．
簪(德)马克颠·鬈克海默，瓯奥多·研多诺著．启蒙辩诚法【M]．洪佩郁，蔺月蜂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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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大众文化，人们更是耳濡蟊染，司空冤惯，习以为常，几乎不能感知这大

众文化在如何悄然地影响、改变着自己的生活。而阿多诺则深深的感悟着大众文

一化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从以下凡方面对大众文化做着深刻的割析和批判。

一、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功畿

阿多诺对艺术下过这样的定义：“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否定的认识。"也就是

说，否定性是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就是要鬟供思想和对现实进行真实性的认识，

要对现实的虚假进行揭露。可是，具有上述意义的艺术在当代资本主义已经濒临

绝境，大众文纯项替了艺术之名，却负担不起艺术的责任，大众文化所体现的是

垄断资本主义对大众的意识形态的操纵。

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正是打着酷似真实的旗帜来迷惑大众的实现，丽暗

地里实行的又是另一套，这不仅蒙蔽了大众的视线，使人们陷入缺乏洞悉社会现

实艉陷阱中。于是，大众被大众文纯所提供的虚假世赛所圊纯，失去了辫识能力，

丧失了反抗力。而这种大众文化又是统治阶级所设计好了的，按照他的规则活动。

阿多诺说：“僵是现在的作品具有一种新的特点，那就是所有文纯、艺术和娱乐消

遣的作品，都按照一个虚假的公式，用于使文化工业完善化，并不断地实现完善

纯。文化传品完全是通过大量酶再生产来进行重大的更新的，德这一点体系并没

有从外部表现出来。无数消费者的利益基础，取决于技术，而不是取决于僵化的、

l霹的、过时的、一半己丧失{乍用的内容。在固定不变的老一套受到了技术冲击的

今天，观众信仰的社会权力，对现存内容极力加以维护的旧意识形态，也发生了

作用。”髫这段话表明，大众文化馋枝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较之以前艺术

形式所不可比拟和超越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或者说是逼真性是基于科

学技术之上的，是科学技术发展之上的，舔艺术的职能和意义无关。大众文讫表

面上提供的这些“真实”实际上是掩盖了本质上的虚假，而艺术文化对现实世界

所应有的批判和反愚功麓已经全部退化。阿多诺就这一点说，“文讫工业通过不断

密f德)马克麓·霍克海默，殛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溺3．洪禳部，麓月峰译．重获淝舨社，挎90年，第挖7

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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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阿多诺大众文化的批判

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璜，但这种许诺并

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仅仅是让顾客蓟饼充饥丽已。需求者虽然受到琳琅满目、

五光十色的招贴的诱惑，但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文化工业不

是纯化愿望，而是压抑愿望。因为文化工业虽然不断地刺激人们的愿望，如希望

自己赤裸的上身能穿上运动健将的毛线套衫等，而实际上，它不过是引起了人们

由于不能兑现理想的愿望，不得不勉强接受的爱好。"∞

大众文化通过传播大量的信息符号，使人们普遍接受大众文化的洗礼，但是

这种面向大众的各种各样的信息，表丽上丰富的且透明，并让大众了解和被告知，

但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阿多诺这样说：“从根本上来看，虽然消费者认为文化

工业可以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但是从另外方面来看，消费者认为他被满足的这

些要求，都是社会预先规定的，他永远只是被规定的需求的消费者，只是文化工

业的对象。文化工业不仅说服消费者，相信它的欺骟就是对消费者需求的满足，

而且它要求消费者，不管怎样都应该对他所提供的东西心满意足。"②所有的信息

或者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限度之内的，服从相应的标准。“与自由时代不同，工业化

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样，对资本主义制度发泄愤怒，但不能从根本上威胁资

本主义制度。这就是工业文化全部实质。”@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结果，大众文化提供的现实是虚假的，人们对这种文化

的反应，也根本不能获得应该认知的结果，从中获取的经验也是贫乏的，只能注

意表面现象，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人们根本看不到隐藏在大众文化背后的黑手。

从而弱化了人们的想象力和辨别是毒#的能力，大众文化的控制者们决不会在文化

中披露有损于自己利益和地位的真实信息，也不会让危害他们利益的思想文化有

任俺的表达和传播。这样大众只能接受一个他们所标榜的世界，放弃了对现实的

反抗，顺从现实的秩序。阿多诺这样总结：“娱乐活动向来就已经表明是对商业有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两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砌．滋佩郁，蔺月蜂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1

贸．

窖(德)马克新·蓬克海默，蹶奥多·阿多诺著．盛蒙辩证法[辨】。洪佩郁，蓠月峰译．重庆农舨赣，1990年．第133

覆。

国(德)马克颠·霍克海默，话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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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的，是可以为叫卖，可以反映市场上Bq卖声的。但是商业与娱乐活动原

本的密切关系，就表明了娱乐活动本身的意义，即为社会进行辩护。欢乐意味着

满意。但是只有因为这些娱乐漓遣作品充斥了整个社会过程，消赞者已经变得愚

昧无知，从一开始就顺从地放弃对一切作罴(包括无意义的作品)的苛求，按照

它们的限制来反思整体，这种盲目的心满意足的情况才会出现。享乐意味着全身

心放松，头脑中什么也不思念，忘记了一切痛苦和忧伤。这种享乐是以无能为力

为基础的。实际土，享乐是逃避，但是不像人们所主张的逃避恶劣的现实，弱是

逃避对现实的恶劣进行反抗。娱乐消遗作品所许诺的解放，是摆脱思想的解放，

而不是摆脱消极东话的解放。”∞

可见，大众文化的欺骗功能所维护的绝不是大众的利益，大众文化用貌似真

实的外表让人们真心地相信大众文化所呈现的都是真的，只有顺应现实才能获得

幸福，而大众在这虚假的承诺中逐渐放弃了臼由自主的能力，成了大众文化奴役

的对象，大众文他同时实现了维护了统治阶级的功能，这样的艺术远离了现实的

社会存在，这恰恰违背了艺术的真理是对现实虚假的揭露的职责，那么它的艺术

性也就相应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二、大众文化的官方教化功能

大众文化的繁荣兴盛，使得文化在一时闻出现了多样化、丰富纯的局面，人

们面对这样的文化所表现的就是兴奋和满足。这样看来，无论是文化的制造者还

是文化的消费者，表面上看来是创作自由和接受自内的，而文化所表现的东西也

是丰富的自彘的，达到了文化的民主纯。阿多诺这样描绘：“从电话进到无线电广

播，作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每个人，每个主体都能叁由地运用这些工具。每个

人都可以成为民主的听众，都可以独立自主地收到电台发出的同样的节目。”圆

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统治阶级从未放松过对文化的控制和干预。尽管文化表

毋(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藩．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36

页。

肇(德)马克斯·霍克海皴，西奥多·阿多诺藩。启蒙辩证法【弼．洪穰部，蓠月蜂译．重庆嬲版社，】990年．第114

页．



第二章阿多诺大众文化的批判

面上看来如此自由，但是仍然被统治阶级所严格控制。文化要想生存就得到统治

阶级的支持，而得到统治阶级支持的文化又必然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从根本上

说，文化是蠢壶的，不受约束的f是要反映现舞，揭露现实的，僵由于统治阶级

对文化控制和管理，文化所承载的职责不过就是统治阶级的传音筒。听众或者观

众虽然自发的收听收看公共广播节鼙，但是这些节誉的制{乍又是受那些被统治阶

级选拔和培训出来的的专业人员制作的。

统治阶级利用大众文化，馒之成为官方教化的工具，首先表现为，经济政治

文化一体化，文化完全为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利益服务。阿多诺这样解释：“⋯⋯

这些原本就是工韭最重要的部门，钢、石油、电和仡学部门的计划。与这些部门

相比，文化垄断是软弱和依赖于它们的。文化垄断必须紧密维护真正的当权者，

因此它们在群众中的领域，它们的特殊类型的商品，显然主要地是被富于感情的

自由主义者和犹太人的知识分子所运用，不会受到清洗围剿。最重要的广播事业

依赖于发电工业，或者电影事业依赖予银行，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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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棚互有联系的。一

切部门都是紧密相联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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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统治阶级还严格控制文化作品的主题，限制艺术的出版闯世。“禁止出

版和允许出版的作品的明显的与含蓄的，通俗化的与深奥的目录的范围，不仅受

到上级限制，而且完全是由上级决定的。而且目录中的最后的细节，也是按照模

式制定出来的。文化工业禁止反对和攻击它的艺术作品，并积极确定自己语言的

句法和词汇。长期不断的强制制度，只是产生了一些与旧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新效

益，只不过是增加了～些可以出版没有什么具体效益的作品的权力的於充规则。”

m可见，统治阶级严格对文化的主题进行控制，审查的制度是相当严格的。

再次，统治阶级对艺术文化的控制还体现在对文化风格的控制。在这方蘧，

阿多诺这样歹ij举：“显而易见，文化工业的所有产品，都采用了把本性严肃的文艺

譬【德)马克颠·霍克海默，覆奥多·隧多诺著，窟蒙辩证法【鹕，淡佩部，鏊题峰译。重获窭舨毒主，1990年。第ll譬
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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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改变成讽刺体裁这种似乎矛盾的作法。一位爵士音乐家在演奏一段严肃的音

乐，即贝多芬的极为朴素的小步舞曲时，任意地进行了省略，并且粗暴武断地加

进去了滑稽可笑的节奏。这样的本性，通过目前越来越强烈要求的特殊手段，．变

得更加复杂化了，从而形成了一种文艺风格，即‘一种非文化的体系，这种体系

如果还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承认它有一点统一的风格，可以把它称

之为一种野蛮时期的风格一。∞

最后在官方教化的严重干涉下，文化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现在所有文化工

业的因素，都是由上面掌握的，并且把它们提高到了时代的高度水平。⋯⋯作为

自由王国与物质的实践相对立的纯粹的资产阶级艺术，从一开始就是排除下层阶

级的，而实际上，艺术正是通过摆脱为虚假的普遍性服务，才能忠实地反映下层

人民的事业，反映真正的普遍性。现在严肃的艺术却拒绝反映这些，他们轻视严

肃认真地反映存在的苦难和压迫，他们应该感到，如果能把业余时间用来研究这

些，才是幸福的。轻松的艺术总是伴随着自主这个影子。它反映出社会上没有严

肃认真的信念。这种轻松的艺术是缺乏真实的社会前提的作品，它往往具有一种

实际的合法的假象。”圆

文化在官方的干涉下，文化这个概念已经可以跟随其他国家机器一起划归到

国家行政管理的目录里。那些真正反映社会现实，社会本质的艺术作品是被官方

所严格限制的，而那些被纳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范围之内的艺术文化作品才能得

到认可和推广。但是这种官方的教化没有采用那种传统强硬和说教的作法来传播

统治阶级的道德理念和价值理念，而是以一种温柔的、幽默的、娱乐的方式把他

所要表达的意思表达出去，这种方法让观众、听众不觉得有强制接受的感觉，而

是在轻松和愉悦的环境中潜移默化的趋向认同统治阶级所发出的某种观点。人们

满足于一种虚假的“幸福意识”，沉醉在一种虚幻的满足感之中，因此，任何阶级

意识和改变现存制度的想法都没有了。艺术的产生不再依赖艺术家的个人才智，

国【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0

页．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6

一127页．



第二章阿多诺大众文化的批判

艺术的产生变成了艺术的生产，是统治阶级按照其需要利用现代科技在大规模的

复制文化作品，以达到宣传其道德律令和价值观念的目的。这同样说明了一个问

题，就是这墨所说的文化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不真实的，虚假

的文化。

三、大众文化的单向强化功能

大众文化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合力下，不但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多样化，而且在

表现强度和密度上同样不可小视，人们处处时时接受大众文化的洗染，所做的只

煞是被动的、消极的接受。根据阿多诺这方覆的论述，可以舞纳为三点：第一，

大众文化的表现的强度和密度上。在科学技术的推动力下，人们每天在广播、电

视、报刊、杂志、广告的作用下必须面对大众文化，这些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工业社会的力量对人们发生的影响，是一劳永逸的。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

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会被灵活地消费。但是文化工业的每一个产

品，都是经济上巨大机器的一个标本，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

时，只要谴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入能不看有声电影，没

有一个入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入都接受文化工监是的影响。"国第

二，大众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单向性。“但是答辩的仪器尚未开拓出来，私人没有发

射的电器设备和自由。群众被局限在由上面特意组织的‘业余爱好者’的人为约

束的范围内。"罾无论是电视、广播、报纸还是杂志或者广告，他们发射信息的方

式是单向的，人们在接收到信息时，无法抒发自己的意见来进行交流或者反驳，

个体与文化信息传递者的关系是单向的，人们无法传递自己的想法，也不能表达

自己的感悟。只能作为一个局外的看客，没有反馈权。第三，大众文化所表现出

来的强制性。“在那里，无线毫广播变成了领袖的话筒；大街上的大扩音喇叭，不

断传出像女妖塞壬～样令人惊惶失措的进行宣传的领袖的声音。国家社会主义分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嫩版社，1990年．第118

受。

毫(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凝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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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自己也知道，就像印刷机缔造了改革～样，无线逛广播缔造了健们酶事

业。⋯⋯这种领袖的演说无孔不入到处渗透的惊人事实，也冲淡了这种演说的内

容。在这种领耱豹演说公开进行欺骗时，没有一个听众能够听懂这种演说的真正

内容。用尽人们的美妙词句去宣传虚假的东西，这就是无线电广播的内在趋势。

推荐变成了命令。挣国大众文化正是借用了这个强势，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强行发送

过来，人们被动的接受他们的说教，被逐渐训化。

大众文化这样单向强讫的作用在入稍身上，使入翻不断适疲了这样的作用，

而且诱导人们不断从这样的文化中寻找着日常所需的信息，在适应这样的文化的

同时，人们逐渐依赖它，依靠它。就这一点的影响，阿多诺这样举证：“谁要是被

电影的宇宙、被姿态、图像和语言深深地吸弓l住了，而再不需要通过别的什么途

径去了解字宙，那就说明机器的这些活动已经完全把能吸引往了。因此他就会自

动地注意观看所有有关的其它电影和其它文化作品。"圆

四、大众文化的心理控制功能

大众文化的异化功能，在阿多诺看来还体现在对大众的心壤控毒l功能。从表

面上看，它并没有采取强迫或者暴力的措施，但是它却在控制大众的心理。阿多

诺将精神分橱的方法应用到大众文化对人异纯的分析论证中来。健在分析少年麦

克的心理案例时这样描述：“每当他描述父亲的权力主义特征域父亲的行为模式

时，谴似乎不去否认它、排斥它。⋯⋯父亲氍放在纪律燕加者的位置上，又放在

爱的对象的位置上，因此他必须服从纪律以免失去爱。"固父亲以一种权力主义的

态度强追，k子遵循习俗的道德标准，儿子便会对这种权威保持恐惧，并使这种权

威成为外在于他的巨大力量，职能屈服在这种权威之下。这便形成了对父亲的依

赖性和敌视态度。阿多诺得融这样的维论：“麦克对团体的关系楚他与父亲的关系

的折射。强弱对立已成显著的事实，这种想法主要来囟儿时的创伤经历。由于麦

露(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著．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SO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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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无法想象自己能够反对不可抗拒的强大的父亲，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

便是使自己深信父亲是好的，从丽与之结成圊盟。”∞阿多诺把心理分析父亲与歹I

子的例子引入到受统治阶级操纵的大众文化与社会个体的分析中来，更加生动的

分析：“他实际上不敢反对任何一个强大的团体，相反，把这些团体说成是好团体，

对它们表示钦佩和顺从，试图通过迎合他们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软弱。”谨阿多诺

还把“定型”的概念引入进来，他把工业化的操作标准实施比作“定型”，把社会

下的个体比作孩子，来论证“定型”对人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工业化的操作

标准强化了定型的想法。只要生活本身是刻扳的，怀|目情感就会被感到是正确的。

现代的大众传媒是伴随着工业化形成的，它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定型体系。这种

定型体系对每个入来说也许是‘无意识的’或‘不可理解’的，但它却使一个人

感到缝靛观点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由此可凳，政治上闻题上的定型是无法摆脱的。"@

在传统的家庭生活中，父亲的职责是让孩子学会基本的社会准则和行为方式，

按照规矩和法则成长，而大众文化对社会的个体灌输的是顺从意识，暗示人们放

弃反抗，认同现实才链安屠乐业。而大众文纯所宣传韵社会规范则定墅了个体的

人格，那种本来是外在的控制和强制就自然而然的变成了内化人们内心的道德律

令，成为人们要不断追求的东西。使人变成了没有个性，没有精神的人。

本章小结

综上所述，阿多诺所界定的大众文化不是源自大众本身，从流行艺术自发产

生出来的文化。而是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到发达工业社会的时代产物，。阿多诺深刻

地洞悉到，现代社会对人的控制程度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种控制不羁是

暴力，而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职能完成的，就是通过大众文化实现的。大众文化模

式给大众需求所提供的，是虚假的满足，从表面上看大众文化满足了人们需要，

健是这些满足都是社会所预先搜定的。这里的大众文化以艺术之名出现；却无法

保留艺术的自律本性和使命职责。到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商品经济不可抗

位(美)两奥多·Ir·阿多诺等著．权力主义人格(下褥)[C]．零维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59页．

嚣(美)两奥多·w·阿多诺等著．权力主义人格(下橼)【C]．攀维译．浙江教育{}j版社，2002年．第1060页．

露【美j鞭囊多·雾·疆多诺等著．援力主义入格(下卷)【e】．孪缝泽。溉江教弯凌叛季圭，2。02年．第89S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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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的渗透到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艺术也退化为商品，为投资方和统治方服务。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已经严重违背了文化最内在的精神，走向了艺术的反

面。阿多诺对艺术的如此关注，其实是他对资本主义异化情况的关注，是对人的

关注，那么在大众文化如此压力的现实中，如何找到能让人们认清形式，摆脱异

化，否定现实，实现自由呢?阿多诺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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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阿多诺的现代主义艺术观

第一节现代艺术的整体关照

隧多诺在反愚启蒙的基础上，对瓷本主义傲了彻底的清算，统治者与大众文

化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对大众的意识和行动进行了全面的控制，人们显得麻木

不仁，逆来顺受。大众文化与当代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不能改变人类异化的处境，

要想摆脱这场危机，还要扶文化入手。艺术要想不被异优就得反叛现实，否定现

实。

一、现代艺术生成的原因

在前两章中论述了随着启蒙的发展，人们日益加强了对自然的控制，进而随

着科技发展，技术理性的作用，入自身也目益受到了摧残，主体反思与批判意识

匮乏，精神没有得到升华，反两受到压抑。在这样躁益商品仡、产业化、物化的

世界里，商品交换法则、资本运作法则、拜物教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形态之中。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统治意识形态对大众压抑和控制，把现存的苦难加工成为镇静

剂安抚大众，这样提供给人们只是一种假象、一种幻想，这表面上是充满善意和

希望的表达，实际上却没有一点真理性意义的表达。既然大众文化已经走到了人

民的反面，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那么就应该否定它。

阿多诺蔼对这一现实这样说：“对真歪的哲学来说，和异质东西的联系实际上

是它的主旋律。艺术和哲学共有的东瑗不是形式或构造的过程，丽是一种禁止假

象的行为方式。艺术和哲学都通过它们的对立面而忠实予它们的自己的实质：艺

术靠抵制它的意义；哲学靠不去捕捉钰何直接的事物。”◇由予在现代社会墨处

处充满异化，艺术要想保持独立性，不被同化，就要保持真理性。如何保持真理

性，阿多诺说：“艺术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社会异律性的唯一方法，就是使艺术本身

的自律性充满商品社会的意象。"@“然两，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不仅仅是因为

每f穗)西奥多，阿多诺著．否定的辩证法[羽．张蜂译．重痰出版社，1993年，第14页．
露

(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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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其生产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翳辩证法，也不仅仅因为它的

素材内容取自社会；确切地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但

是，这种具有对理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鲁律性的东谫时才会擞现。通过凝结成

～个自为的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由此显示其‘社会效用’，艺术凭

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脚阿多诺这是从艺术和社会麴关系中考察艺术的

本质，艺术既是自律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的事实。艺术的臼律性指艺术是自

在自为和独立鲁足的，焉并非壶社会所决定或者是政治豹附庸品，两艺术的社会

性也并非指用艺术形式所表达的社会性内涵，而是指艺术形式的自律性本身，其

功能和责任构成了对现实的拒绝和否定。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指出艺术既是自

律的，又不是自律的，如果艺术缺少了他律的元素，艺术不可能成为自律的。艺

术只有在拒绝现实社会，拒绝社会懿摆毒，维护艺术翻身的独立性的基础之上才

具有批判社会的社会性。因此，阿多诺提出了艺术对于社会是社会的反题的著名

美学命题，从面建立了其批判美学的标准和理想艺术的规范。

阿多诺把艺术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的艺术，一类是否定的艺术。所谓肯定

性艺术是指与社会统治意识形态同一的艺术，其基本的社会功能就是为了维护现

存的统治秩序和统治规范。阿多诺把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主义艺术和浪漫主

义艺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大众文化都当认作是肯定的艺术从而加以批判。在

他看来，这些艺术形式都是具有同一性或者说是整体性的，它们具有很强的欺骗

性，尤其是大众文化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凭借现代科技手段批量生产并借助传

播媒体而广泛流行，它摇身一变成了消费品，通过提供给大众一种虚假的感官满

足和虚假信息，使入性的真实被压抑，入变得不自由了。所谓否定的艺术，就是

指与社会统治意识不同一的艺术，其基本功就是对现实统治秩序的批判和否定。

阿多诺认为，贝克特等现代主义作家、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表达的时候，

就拒绝了那种与现实同一的作法，丽是从根本上否定、批判现实，因而有别于大

众文化。饱认为，艺术不能脱离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但是，艺术之所以是社会的、

现实的，是由于它所采取的立场与社会相对立。艺术除了要模仿现实世界，还要

毋(德)阿多诺著．美学璎论【M】．王柯平译．四Jll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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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仿之余表现出一种否定的本质。艺术的真理只有在拒绝与社会同一的时候，

才能发挥出来。也就是说，艺术只有作为大众文化的对立面，不被社会的虚假所

迷惑，“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如果艺术拒绝将自己对象

化，那么它就成了一种商品。它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蛊接可以沟通的内容，面

是某种非常闻接的东西，即抵抗或抵制。从审美上讲，抵制导致社会的发展，而

不是直接模仿社会的发展。激进的现代主义之所以保留饕艺术的固有禀性，就因

为它让社会进入了自己的境域，但只是借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就好像是一场梦。

倘若艺术拒绝这样做，那它就会自掘坟墓，走向灭亡。"∞艺术作品如果直接与现

实苟同，则无异于散布谎言，使大众陷入了统治阶级的陷阱。

那么，艺术应当怎样否定和批判现实世界呢?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讲到，

应该像现代主义艺术家那样，把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回避的、所惧怕的真实情况表

达崽来，使读者对这个异化的世界有基本的、正确的认识。他列举了他所推崇的

艺术家，比如贝克特、卡夫卡、毕加索、勋伯格等几位艺术家。在毕加索的绘画

中，所展现的是一个变形的、畸形的、丑陋的、破碎的世界。丽警法瑟斯军官质

问毕加索是否是他做的，毕加索则回答是你们做的。现代艺术中的世界正因为与

现实世界不一致才能更深刻地揭示出现实世界的本质，现代社会以虚假整体的完

整来否定和回应个体的个性完整，个体就应该用自我的破碎从而来否定社会的完

整，弱时又揭示凄社会本质上的破碎性。正如在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牵弱的、

变态的、孤独的、萎缩的、迷惘的，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双重艇迫下，当代人

的主体性正在目益退优和溶解，现代艺术正是用这样的畸形纯的形象来回瘦现实

世界，所以说，只有在现代主义艺术中，人类真正的个性才得以保持。

二、现代艺术的本质特征

在阐述现代艺术的过程中，阿多诺虽然没有明确归纳现代主义的特征的概念，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在他《美学理论》的著作中找到答案。阿多诺在论述完自然美

。(德)阿多诺箸．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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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之后说：“自然美想要说的显得比其实际本身要多。”∞他把这种现象定义为

“增值现象”∞“艺术作品之所以成为艺术作品，也正是因为它们产生那种盈余，

这J下是它们的超越性所在。”④阿多诺把这种“增值”称作表相或者幻象，这种幻

象正是艺术品的超越性所在。在此意义上，阿多诺明确指出：“幻象不是形式上的

而是实质性的艺术作品特征。"④作品本身就是审美幻象，每件艺术作品中常显现

出一些不存在的东西，这些非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幻象，幻象就是社会实际中

尚未存在的事物。“艺术追求的是迄今尚不存在的东西。”@“艺术作品的精神是

其增值或盈余。”@这种精神性至关重要，“精神不只是灌输艺术作品以生气的呼

吸，能够唤醒作为显现现象的艺术品，而且也是艺术品籍此取得客观化的内在力

量。”⑦

“精神蕴藏于特定的客体之中，透过表象闪烁而出。衡量该客观性的尺度是

不可抗拒的力量精神籍此力量透过表象⋯⋯精神在艺术中的地位如同显现品性的

构形过程。精神与形式相互依存。精神与形式相互依存。精神是照亮现象的光源，

没有这种光照，现象也就失之为现象。”根据这样的看法，幻象或者是表象的外化

还要借助于形象。艺术的这种内在的幻象属性不可能完全脱离模仿、脱离形象，

无论多么隐晦也不能脱离现实。而这种幻象是很难把握的，“没有一件现存的非凡

艺术作品可以宣称确把非存在物掌握在自己的手心。这正是将艺术作品与宗教象

征符号分离开来的东西。然而，宗教符号则自称在现象性的联系中已经超越了现

存的直接性。相形之下，在艺术作品中，非存在物就是存在物的某种状态。”@这

说明艺术创作是很难的，艺术的理解接受也很难。

幻象的实现或者说是精神的闪耀离不开存在物的具体形象，但是它却不能被

确定为一种存在物或者一种基本概念。“非存在的幻象依附于个体存在；它表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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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表着惫含不了的客蘑。予是，幻象便否谈了占统治越位豹现实原则，该原剐认

为一切事物可与其他事物交换。相形之下，显现物或幻象则不能交换。⋯⋯艺术

<不可交换代替之物的形象)接近予意谖形态，因尧它使大耀蔫这个世界上存在

着不能交换的东西。鉴于艺术代表不能交换之物，所以一定能唤醒～种对充满可

交换物登界的批判意识。瓣嬲象就是对现实社会孛占统治逸经的一切法则包括商

品拜物教和物化的否定。在现在这个可以异化一切的时代，只有非存在物是可以

遴过被异化鞠弱一的一劫豹，因为它是无形鹃，难罄捉摸把握的，基于上述，艺

术作品的模仿又不是对现实世界的直接模仿。

艺术的j#存在性使艺术同现实存在无法交织混淆，于是，幻象可数无视现实

世界的统治规范和原则，这样艺术中霄了幻象的世界，从而具有批判意识，并且

霹以否定了虚瑕懿、弱一煞现实世舞，在这释意义上，艺术便成为了社会鹩反题。

第=节现代艺术的审美特征

一、非模仿性

现代主义艺术黧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异于现实，追求那些尚不存在的，

这正是对艺术幻象追求的结果。在上一节中，论述了阿多诺艺术的幻象本质，艺

术是对非存在的模仿，因此，艺术具有非直接的模仿性。

在艺术酶起源方蔼，醛多诺认为艺术起源予巫术。他认隽，艺术那令人陶醉

和给人以巍接感官攀受的特性是巫术历史阶段的残余。处于巫术阶段的的人们生

活在～个寒知鲍整体熬皇然，由于科学技术本平的限制，人们对现实世界鳃试翔

非常短浅，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水平也还处在懵懂或者无知的阶段，此时期相对应

购久类行为被拣为模仿，这个时期的模仿对象还只是对那些未知的、超自然力的

模仿，人类当时的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还无力与大自然抗衡，人能够和

龟然和谐捆处，对超蠡然现象的模仿恰恰能体现出当时人帮基然戆关系。堡是，

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巫术本身当然不是什么真实的东西，但却是启蒙作用的另一

国(德)阿多诺著．美学璞论[M]．王树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29—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个方面：巫术幻象使这个从着魔状态中解脱出来的世界不再抱有幻想。”国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启蒙理性、技术理性的强化，模仿完全与现实世界同一化。阿多

诺在这一点上是坚决反对的，但是必须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阿多诺并不是反对艺

术模仿现实，而是反对艺术模仿这个虚假的现实世界。他否定模仿的本质其实他

否定这个社会现实，他希望艺术能担当起揭露这个虚伪的世界责任。在他看来，

这个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就是虚假的，是统治阶级操控的，以现代科技手段为载体

的，强行给人们的欺骗性的世界。这个世界既然已经成为了假象，那么模仿这个

世界的艺术也是必然是假的，这个世界都被控制了，同样模仿世界的艺术也难逃

劫难。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状态，就是要改变模仿的方式，所以阿多诺提出艺术就

是要追求那种种异于社会现实的事物。正因为艺术要追求的是一种与现实世界具

有非同一性的事物，艺术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才能获得自身的规定，而不受外

部世界的摆布。实际上，阿多诺所主张是对非存在物的模仿，也就是对幻象的模

仿。这体现了对物化的现实世界、异化的人类现状的反抗。而对社会现实直接模

仿的艺术则受到了阿多诺的彻底批判和否定。

在对待自然美方面上，阿多诺认为自然美具有一种不确定的特质，即尚未人

化的特质，这种特质主要表现为还未被虚伪的现实所控制。我们可以看出，他对

自然美的态度还主要是基于对被物化的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在这

个现实世界，很难有什么难逃异化之手，只有自然美仿佛还保留着一方净土。阿

多诺认为自然美不可以复制，因为复制的结果必将造成特质的丧失。就这一点，

他举例说：“甚至天真无邪的人也能把马特霍恩山和光灿灿的日落打印在画布上。

伪劣的模仿作品便是这一类型中突出的样板。”圆

但随着启蒙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进一步强化和发展，艺术的模仿也逐渐被异化，

趋向同一，当务之急就是要扭转局面，挽救模仿危机，那么模仿的事物不能是周

围虚假的世界，同一的世界，而是未知的事物，因为只有未知的事物才不至于被

现实世界所异化，而艺术要展现的就是这些未知事物，人们也要去理解和体验这

谊(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CM]．王柯平译．四J11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3页．

鹰C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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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搴物。所谓未知的事物包括了两层意思，一缓是指我们还未曾发现的东西，即

隐藏在同～性事物背后的东磋；第二层是指未来之物，艺术对未来之物的模仿，

郡么它就具有了超前性，艺术的超前性就意味着艺术的先进性和前瞻牲，从艺术

的这个特性上来看，艺术便可以使人们认清现实局面，指明发展方向，那么艺术

就奄拯救物化危机、拯救异化人类和这个受管制的社会的功能了。从艺术世赛中

得到的反而是更加真实可信的东西。

=、丑陋性

在现代主义艺术表现的邀界量，读者们经常看到变形豹面孔、丑陋的形态、

恐怖的意象。阿多诺对此这样解释：“在现代派艺术那里，这一因素的意昧已发展

到如此程度，呈现鲞一种在本矮意义上新的和不同的功麓。’’国那么很显然现代主

义艺术所呈现的“烈”与以往不同，在现代艺术中，关于丑的和声学观点已经破

灭，丑已经发生变化。

那么我们可以追溯一下飘的历史。“原始崇拜对象的面具与画脸所体现出来的

古代置，是对恐舔的实体性模仿，一般散布在忏悔的形式之中。随着神秘的恐怖

性逐渐淡化与主观性相应增强，古代艺术中的jEl的特性变为禁忌的目标(尽管这

些特征原本作为强纯禁忌的载体)。⋯⋯主体俸为不自由的代理人，使这一神秘的

魅力得以永存，对其既抵触又屈从。’’圆那么相对应的美也是历史产物，“美也是

在菜一遥远的历史时刻，在大众对可憾的神秘力量感到厌恶的条件下出现的，丽

那些神秘力量回想起来则被视之为丑。美是基于一种魅力的魅力，带着那种魅力

遗痕。⋯⋯噩由于借否定而被挪用，故作为美的对立面，不利于肯定性的艺术精

神化。在艺术史上，荚的观念可以说是已被吸收到丑的辩证法中去了。’’国由此可

见，没有丑就没有美。

阿多诺认为，艺术中没有原本就是丑的东谖，但凡要刻画丑的东西，在某一

特定的艺术作品里都是有其自身的职责的。那么丑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究竟扮演什

。《德j鼹多诺落。美学理论【鹚，王拇平译。霞艇入涎窭叛享圭，1998年。第83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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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样的职能?阿多诺认为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认识自然，支配自然能力的增

长，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却丧失了真正的自由。而现代主义艺术中的丑正是表

现了人类真实的处境。流行的大众文化美化并肯定了现实世界，而现代主义艺术

正是用丑的形象来否认了现实世界那虚伪的美。“凡举丑的东西，一旦艺术摆脱了

烹饪享乐主义的态度，便可扬弃自身丑的品行。”∞所以说，现代主义艺术从本质

上看并不丑。因此，不能消解丑在艺术表现中的作用。阿多诺这样解释： “艺术

应该追究那些被打上丑的烙印的东西的起因。在这方面，艺术不应借助幽默的手

法来消解丑，也不应该借此调节丑与丑的存在，因为这会令所有的丑更令人反感。

相反地，艺术务必利用丑的东西，借以痛斥这个世界，也就是这个在自身形象中

创造和再创造了丑的世界。”@

从自律性角度上看，阿多诺认为：“在艺术中，丑恶与残酷并非单单是对丑恶

与残酷事物的描绘。尼采认为，艺术自身的姿态就是残酷的姿态。在所有艺术形

式中，想象力毫不留情地将某些东西从活生生的整体(如语言、声音或视知觉主

体)中分割出来。艺术的形式愈纯粹，自律性程度愈高，它们就愈残酷。在另一

方面，对不甚残酷而更为人道的态度的任何要求——这同时也等于要求创造迎合

其潜在观众之趣味的艺术——如果受到艺术家重视的话，那只会冲淡其作品的特

性，因为这将一意味着用形式律来进行拙劣的修修补补。”@所以说，残酷性是现

代艺术自省的结果。

现代主义艺术所表现的丑就是要用不和谐对抗现实世界，阿多诺所主张的是

要将否定现实的虚伪的美进行到底，艺术只有描写丑、刻画丑、才能揭示现实生

活的虚假和丑恶，只有这样才能把美显现出来。

三、谜语特质

在前面已经介绍了现代主义具有非模仿性和丑陋性，这些都是成就现代主义

艺术具有谜语特质的因素。“可望不可及的东西与已经获得的东西之间的不确定区

Q(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4页．

口(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J11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7页．

@【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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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便构成了作品之谜。”国阿多诺非常看重现代艺术的谜语特质，袍认为谜语特质

是构成艺术的要素：“全是思想和预谋的作品缺少谜语；它们委实够不上艺术。’’圆

那么，一什么叫做谜语特质昵?阿多诺这样解释：“所有艺术作品是谜语这—事实，

不停地刺激着艺术理论；的确，艺术作为整体就是一个谜。换句话说，艺术在表

现某事某物的同时，也对其进行掩盖。谜语特溪像小显一样作出静种怪榴。它变

得越是隐晦，人们越是想要入乎艺术作品其里，探明内情，于是作品便千方百计

地重演它们。然而，即使人们出乎其外，有意打破与作品之内在整体性的契约，

但那谜语则像小精灵一样无法驱散。”④正因为艺术具有了这样的特质，艺术作品

就像谜语一样了，变得既有确定性又有不确定性，即便得到综合以后，它们依然

是歧义的和模棱两可的。这使人们在品位艺术作品的时候，尽管千呼万换，但是

谜底仍然迟迟不毒。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作品便戒了一个谜。“每件作晶如同一

个画谜，把观众搞得心烦意乱、百思不解，此乃预料中的必然结局。更确切地说，

厕谜是由每件艺术作品引发的令人心烦之事的善意的反复。像艺术一样，谜语既

掩藏一些东谣，也显示一些东西。”∞由此可冕，艺术成了～个谜。是什么原因导

致了艺术具有这样的谜语特质呢?首先，在于艺术对审美幻象追求的原因。由于

现代艺术是对未知事物的先期把撵，这就决定了艺术具有虚幻的品行，任何想依

靠直接翔断的方式来把握艺术本质的行为都是行不逶的。其次，在于现代主义艺

术是没有意指的语言。所谓没有意指的语言就是指非意向性语言，即一种没有意

义的语言，是～种被遮蔽意义的诺言。在阿多诺看来，艺术语言有别于人们日常

沟通的交际语言，丽是一种诗意的语言。“艺术作品之所以其有生命，正是因为它

们以自然和人类不能言说的方式在言说。"咎最后，畸形丑陋的审美意向也是促成

谜语特质的成因之一。现代主义艺术追求和刻画的艺术形象是畸形的、弧陋的、

恐怖的、破碎的，这些元素便组成了一个万花筒般的迷幻世界，这都是导致现代

主义艺术谜语特质的黢素。

∞(德)阿多诺季．荚学理论[M]．于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5页．

磐(德；隧多诺萋。美学理论C邂．王襁乎译。翻jll久民ll{叛事圭，1998年。第2l《茭。

尊(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工柯平译．朗川人民出版社，19姻年．第212页．

啦(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上柯平译．叫J11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静【德l隧多诺著．美学瑾论【溺，王糍平译．爨J||人民滋舨毒圭，|998年．第7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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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就变得不可琢磨，人们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知

解力。“知解力并不排除谜语特质。即便是得到恰当解释的作品仍然需求理解；它

们等待着破谜的谜底。”①阿多诺说：“谜语特质便是音乐门外汉和行家里手所听

到的内容之间的差异性。脚对于没有音乐常识的人来说，他感受不出音乐的魅力；

可音乐家也未见得能破解艺术之谜，那是因为艺术家们没有和艺术保持一定的距

离，自然不能把握一些异律性的问题，相反，门外汉却比较容易发现一些异律性

的问题。艺术家和门外汉都不能完全把握艺术的谜语特质。要想挖掘谜底，就要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反复思量，反复斟酌，这样才能得到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性

内容。何为真理性内容?阿多诺的答案是：“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就是对某一单

个作品之谜的客观解答或揭示。"@

第三节现代艺术的救赎使命

阿多诺敏锐地洞悉到现代资本主义是～种高度组织化和管理化的社会形态，

它建立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的体系化和坚固的国家机器的支配基础之上的，科学

技术水平的发展是和国家控制紧密结合在～起，从而导致了人的被动和不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社会关系，甚至连艺术领域也面临着被物化的可能。大众文

化艺术非但不能揭示真理，相反的还会掩盖真理，因为大众文化在那个时候已经

被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同化了。大众文化艺术已经成了现实世界的俘虏，丧失了

自身的规定和意志。这样的艺术根本没有任何真理性内容可言。在这方面阿多诺

解释说：“为现代主义艺术辩护并非是以伪善的样子出庭参加对传统艺术的审判，

而是通过颠倒其契机的方式尽力吸取艺术的否定作用。传统艺术并非缺失真理性，

只是它变得与社会不相干了。更确切地说，传统艺术的社会相关性在历史的地质

层中具有影响力；对当代意识来讲，能把握住它的唯一途径就是凭借否定方式。"④

阿多诺认为艺术是应该有社会性的，艺术是应该有责任的，“艺术之所以是社

。(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页．

曹【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3页．

孽【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24页．

@【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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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性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生产方式体现了其生产过程中各种力量和关系的辩证

法，也不仅仅因为它的素材内容取自社会；确切地说，艺术的社会性主要因为它

站在社会附对立两。但是，这种具有对立性的艺术只有在它成为自律性的东西旷

才会出现。通过凝结成一个实体，而不是服从现存的社会规范并内此显示其‘社

会效用’艺术凭借其存在本身对社会展开批判。’’①而当下流行的大众文化扮演何

种角色昵?阿多诺说：“在任何情况下，关于文化产业对人到底有何作用的问题或

许过于幼稚可笑。文化产业的影响要比这一特定形式的问题所暗示的东西冗长得

多。它所做的无非是填补空虚的时间，结果产生出更大的空虚。"④

阿多诺认为，精神是照亮现象或者表象的光源，如果没有艺术的精神发扬，

任何现象都失之为现象。而这种精神只能存在于自律艺术当中，只有自律性的艺

术才能构筑真正属于臼身的王国，而在当前只有现代主义艺术才是自律的艺术。

我们要以精神为武器抵抗异化的现实社会，现代主义艺术在此承担了批判现实和

救赎人类的重任。“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锝以生存。如果艺术拒绝

将自己对象化，那么它就成了一种商品。它奉献给社会的不是某种直接可以沟通

的内容，而是某种非常间接的东西，即抵抗或抵制。从审美上讲，抵制导致社会

的发展，面不直接模仿社会的发展。激进的现代主义之所以保留着艺术的固有禀

性，就是因为它让社会进入了自己的境域，但只是借用一种隐蔽的形式，就像是

一场梦。倘若艺术拒绝这样做，那它就会自掘坟墓，走向灭亡。"@

本章小结

在阿多诺看来，大众文化已经成了统治阶级的工具。我们要坚决豹拒绝和否

定它。在二十世纪初以来形成的现代主义艺术是反大众文化的，它能揭示现实社

会、还人类以真实自由世界的，它才是真正自律的艺术。现代主义艺术是印象主

义、立体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小说、荒

。【德)阿多诺簧．美攀理论[赫]．王辆平译。西矧入民彗{舨孝主，1譬98年．第386页．

雪(德)阿多诺簧．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Ji版社，1998年．第419页．

瘩【德)陲多诺蔫．美擎瑾论糯j．王柯平译。霞弼入民出舨箍，1998年．第387页．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诞派文学等先锋艺术流派的总称，它们大都具有无中心、无结构、无意义、等与

传统艺术完全迥异的特征。对于阿多诺来说，现代主义艺术不是各种艺术流派的

其中～种，丽是能否真实反映世界，恢复人类个性功能的≯种艺术。在现代主义

艺术世界承载了人类精神解放的救赎功能。阿多诺批判与赞美的出发点都是站在

人性关怀的基磊上的。现代主义艺术家要建立崭新的艺术世界，要努力摧毁那些

作为虚伪的经验组成的那部分，无需要再继续承认、升蔓#、美化这个现实世界。

由此可见，把人性的解放重担压在现代主义艺术之肩是阿多诺的理想，那么阿多

诺如此看重现代主义艺术、只不过是他设想的社会救赎道路。

一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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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在当代的审视

第二节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合理性因素

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是建立在他否定哲学的基础之上的，借助这样的哲学

基础和政治经济学基础，把哲学与具体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学

科结合起来，所形成的一种综合性的文化批判理论，他的大众文化批评理论才更

有力地揭示现代资本主义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压迫人类，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还通

过技术的异化、统治阶级的意识操纵和文化垄断控制人类。他致力于现代资本主

义日常生活异化的全面批判，力图通过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来拯救社会的异化现实。

同时阿多诺还以否定的方法揭露资本主义艺术生产作为商品生产异化的规律，极

力提倡以现代主义艺术与之对抗，试图用审美途径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带来

的问题。阿多诺认为：“在一个当代艺术和传统美学发生冲突的时代，迫切需要一

种恰当的艺术哲学理论将毁灭了的范畴概念化为处于明确否定过程的转变范畴一

一这是对尼采之言的义释或变相说法。”①阿多诺要以艺术的个性风格来反对艺术

的复制性、批量生产，以艺术的审美来否定大众文化的技术性、同一性。

由此可见，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批判还有透过大众文化面对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乃至整个社会的批判都是极其透彻的，至今仍不失其论断的科学性。从某种意

义上也可以说，文化工业理论所体现出来的批判精神是社会批判理论的延伸。我

们在前面第一章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生成语境中也介绍过，他的理论资源是把

马克思学说的批判本性作为强大的理论根基和理论武器，加上他所生活的法西斯

主义特有的时代背景和初到美国面对已成体系的娱乐工业，这特定的时间、空间

都是促成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阿多诺与其他人理论不同的

原因，任何理论都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一直致力于还原阿多诺大众文化

理论的生成语境，只有把阿多诺的理论放回到最初的环境中，与当时的时代环境、

地理环境、理论环境才能客观的品位他的理论，定论他的意义。

函(德)阿多诺著．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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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阿多诺的批判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出发点，在他

们看来，大众文化是一种反文化、反艺术的文化，理废受到批判和贬低的文化。

嫠姆逊在谈到大众文化时认秀大众文化时“瑟位低下"的“蹩脚货色”，是“媚俗

的艺术品"。贝尔也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的文化。现在，我

们许多大众文化的研究者理论框架也依然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这充分说

明了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作为里程碑式的理论今时今日都仍然具有合理性内核。

比如现在许多学者对电视文化送行批判：认为“电视将摧毁的大部分正是代表着

人文精神的书本文化所造成的成果，看电视代替了阅读，人们在电视面前变得思

想懒惰，毫视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文能水准、精神素质。电视愈普及，精英文佬愈

是被冷落。"∞这些忧虑都是有道理的，“电视吸引了更多本来就没有机会与条件

接触翻刷文化，尤其是精英文忧的弓l车卖浆之流参加到社会的文化活动之中。”孕

那么，面对来势汹汹的大众文化，我们也要仔细辨析，诚然，大众文化有其

弊处，大众文纯麓擞现帮生存难道就没有一丝合理性吗?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否

定真的无懈可击吗?

第二节 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偏颇

阿多诺从社会批翔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和受其支配的大众文化进行

彻底的批判，他的美学也染上了这种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基于上述，他对大众

文纯持否定态度，因此对大众文化产品及其作者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仅仅将大

众文化划归到受操纵的、低俗的、商品化领域。相应地，我们也要分析一下大众

文化是否有其合理性内涵。

一、大众文化带来叛艺术手段

阿多诺认为，科技进步带来的人与自然界的日益分离和人对自然界的支配，

并不簸推动人类的解放，因为这种进步是以对人类盘身的压迫为代价的。科技的

辔荚甍采著。《生活窄阕》的天文耪挣【J】。读豢，l嘲年5月。薨2lg爨。
璩黄书泉著．‘生活空闻》的人文精神【j]．读书。1999年5月．第2lO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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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破坏了艺术作品的韵昧，消解了艺术的个性，丧失了精神。

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艺术家面临接受新的媒介，这就必然促成艺术家采用

新的艺术手段，比如说电影艺术的定格、特写、蒙太奇成为技术的表现手段。而

这些技术手段制作的影视作品能给人们能够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审美享受。法

国学者让·拉特利尔在《科学和技术对文化的挑战》中指出：“不能低估图像文化，

尤其是动态图像文化，由于他们通过图像作用予情感，从而已经并将对表述与价

值系统施加深远的影响。’’在人类艺术史上，科学和艺术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比

如说中国精美绝伦的青铜器、意大利的波塞顿神庙等等都是艺术与科学的高度融

合的结晶。科技的发展为艺术提供了更大发展空间，艺术则为科技的发展增加了

活力。而今天以电子科技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形式就是以科学的手段来实现对其的

审美目的的。在依靠计算机制作的艺术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超时空画面，在审美

中更增加了玄妙的色彩和虚幻的空间效果，而且还可以通过构图元素的错位使画

面产生一种戏剧性的幽默，使艺术作品成为了可以多视点欣赏的审美对象。借助

科学技术的现代艺术具有丰富多彩形式风格、不拘一格的表现手法以及全方位、

跨时空的思维方式可以给现代人的提供更高的审美需求，这是传统艺术很难以达

到的，这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有学者认为，二十一世纪是艺术和科学相

结合的时代，一名艺术家如果能够借助科学技术来进行自己的艺术创作，无疑将

会创造出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艺术作品。科学的理性思维和艺术的形象思维相互

交融可以更好的创造人类文明。因此，基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艺术并不

像阿多诺阐释的那么可怕。在现代社会里，音乐和电视相结合产生了音乐电视，

喜剧和电视相结合产生了电视剧，电视同文学相结合产生了电视散文等等文学艺

术的薪样式，谁也不能肯定这些新样式将来就不能成为艺术的新形式。总之，我

们不能简单地对它们进行全盘的否定。

二、大众文化的平民化

伴随科技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发展，文化需要一个批量生产和流通的机制，

而工业化生产传播媒介的广泛传播则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文化形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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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化生产和传播的科学技术远不如今日这般发达，实际上则限制了艺术文化

在大范围的传播扩散。

一 在大众文化浪潮的席卷下，艺术重新贴近人们的生活中去。在这种文化中，

文化创作无论是内容、题材还是主题的选择上都十分贴近实际生活、贴近群众，

在艺术的创作视角、叙事视角、表现视角上都选择了从平民出发，这样便给观众

提供了共享、共思的参与空间。社会也会随着传媒的不断发展使得更多的人们拥

有文化权利，尤其是使大众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洗礼和文化解放。文化的多元

化使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们在文化上都能各得其所。可以说，是社会的进

步使大众艺术发生了转变，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大众拥有了更多的文化权力。

人们在科技的带动下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生活，享受着前所未有的艺术。在大众文

化盛行的时代环境中，那种以“作者”为中心的艺术生产模式逐步让位于以“读

者"为中心的艺术生产模式，对艺术家的追捧让位于对接受者的追逐。价值评判

的主体也向消费者、向读者倾斜，而消费者的评判则是以购买量和收视率体现出

来的，至于消费者的身份、修养、地位、学识、等个人因素则往往被忽视。在这

样的市场上，奉行的是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决定作品命运的关键点在于消费者

是否买账。这样的创作情境有助于艺术家和阅读者建立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比

如，我国现在评选的观众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大众最喜爱的电影百花奖等等。

三、大众文化的精神抚慰作用

我们在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中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似乎只有欺骗作用。那

么大众为什么会对这样的大众文化津津乐道呢?

在现代社会里，商品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使人们面对更多的生存

压力，无论是身体负担还是情感负担都逐渐加重，面对如此的压力，人们急需得

到充分的休息和娱乐，在休息和娱乐中释放自己的压力和情绪，这对于人类身体

健康和心理健康来讲都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在从前把这样的心理、情绪的调节寄

托给宗教，宗教对社会的规范曾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人类不断了解自

然，了解世界，原来宗教给人类的信仰力度也较以前变弱，消除焦虑和紧张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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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又落到了艺术的肩上。大众文化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文娱活动和节目，对于入们

消除暂时的情绪和烦恼也起到了补偿性的作用。

我们可以回忆，著名歌星在体育场开演唱会的情景：离演出还有两三个小时，

人们便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拥挤到演嚼会的场所，有的观众甚至还来自其他城市，

演唱会现场警卫森严，不断设立关卡维持现场秩序。场内人山人海，欢呼声阵阵

不绝，演唱会正场伴随着欢呼声、喊舀q声在甜蜜的音乐中进行。演出结束后，观

众不肯散场，要求演员加演，人们在呼喊和歌唱中大汗淋漓。大众文化在这方面

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情绪的宣泄和生命的释放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也曾经

提到人们通过艺术可以宣泄情绪，净化灵魂，从而达到身心平衡。在当代社会，

正是倡导个体平等、个性至上的时代，在这个前提下，就必然会出现价值多元化

的需求，大众文化在这个方面必定会满足相当一部分人的需求。

在阿多诺之后，许多从事大众文化研究的学者逐渐把注意力投向了读者这个

主体，著名学者费斯克认为文化消费完全者完全有可能发挥它的主观能动性的解

码功能。他对大众读物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公众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阅读包含着双

重愉快，在大众文化生产实践中，观众作为积极的创造者，曰益创造这个时代新

的感觉方式，大众是一个自主的主体，文化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发挥它的主动性的

解码功能，使文化消费转化为他所愿意接受的形态。虽然说费斯克的理论不是完

全严密正确的，但是阿多诺所忽视的大众主体性正在被更多的人和反思。从某种

意义上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将大众文化彻底的扼杀和否定，更多我们能做的是，

直面大众文化，把他看作是正在发展的一种文化，不能轻率的盖棺定论。

第三节现代主义艺术处于非主流的思考

阿多诺力挺现代主义艺术，现代主义艺术通过揭露现实的异化，对其进行批

判和否定。这样现代主义主义艺术就具有了这样的特性：一、现代主义艺术要表

现的是现实存在的无希望和不可拯救性，只有这样才避免于对现实存在的顺从和

同流合污。二、现在主义艺术还要表现生命的苦难，道出社会的灰暗和丑恶。三、

现代主义艺术还必须抵制任何功利性目的，保持其纯净性和独立性，只有这样才

．4l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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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被商品社会所同化，沦为商品。

那么，为什么至今依然是大众文化依然占主流地位，而现代主义艺术曾经经

历繁荣却慢慢冷却?导致这样局面的原因有很多。但有两点原因不容忽视。其一，

现代社会是一个商品社会、消费社会，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规律无所不在，这些

规律渗透到艺术领域之中不足为奇，现代主义艺术通过自律来抵抗来势汹汹的商

品世界，确实显得力不从心，在文化领域日益受到商品生产、流通和消费观念的

制约。艺术家也很难完全抛开世俗的一切，斩断与这个社会有关的政治、经济、

社会关系来进行艺术思考和创作。其二，现代主义艺术关注的是审美的内在价值，

而大众文化关注的是流行的，适于大众口味的，能实现商业利润的。鉴于这样的

内在要求不同，两种文化就必然呈现两种不同的题材和趣味。现代艺术追求的是

颠覆性、创造性、社会责任，它不断得追求创新和颠覆，其作品往往以破碎、丑

陋等等人们不常见的形式出现，把艺术题材与读者的距离拉远了，把人们熟悉的

东西进行陌生化的处理。与之相反的，大众文化更能按照接受者的口味，进行程

式化、模版化的创作，偶尔也会从现代主义艺术中提取一些符号性的元素，把它

处理得更加亲和观众，更易于观众的理解和接受，走了一条既安全又可谋利的途

径。

第四节 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展望

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积极影响

第一，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满足了主体个性多元的需求。从市场经济的角

度来看，当市场越来越走向买方市场，文化也就跟经济因素结合的程度越深，在

这个消费的时代，文化也越来越迎合大众的品位，为人们能更加舒适、方便、享

受、休闲化提供了条件，人们向往身心松弛，渴望享受生活，而不是一味的克制

和压抑。人们在这样的大众文化中能找到～种情感体验，它们表达着人性的新语

言。在当今的时代，对人性所持的基本是～种肯定的态度，尊重的态度，并为人

性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手段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大众文化对感性欲望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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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满足极大地丰富了入的生存状态，提高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使人们从宗教中

饵放出来。

第二，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满足了大众生活的娱乐需求。大众文化首先表

现的就是它满足了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大众文化主要采取了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的内容与形式，极大地满足了各个层次民众的文化需求。大众文化对大众人格的

塑造，主要因为大众文化所表达的是一些能被大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可的价值观念、

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反映了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在这

样的文化中，总是体现羞对某种美的成分、价值的追求，人们在体验大众文化的

同时，可以得到某种感官和精神上的愉悦，受到某种美的启发。

第三，大众文化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撑。大众文化是在市场经济的

发展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形式，大众文化与市场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互相改

造，互相联系。一方面，大众文化的产生是市场经济所孕育、催生出来的文化成

果；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一经产生就具有浓重的市场品性，有着鲜明的市场精神，

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需求刺激和产业支撑的的作用。大众

文化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就是，大众文化逐形成产业化，成为重要的支柱性产业

和持续增长的经济点之一。这种文化产品作为直接满足人们文化需求为目的的消

费晶焉纳入了批量生产、流通的过程之中。大众文化不仅在运作上遵循着市场机

制和商业规律，而且在文化内容上也极力迎合大众的世俗心态，因而它的产生注

重实际、讲实效、图实惠、讲利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

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消极因素

第一，就文化创造的主体两言，当代中毽的大众文化缺少个性意识和创新精

神。大众文化是一种复制的文化，它不仅仅是可以复制胶片、光盘等的批量生产

的产品，而且它的风格、类型、模式、甚至内容和语言也都是复制出来的。它每

圜提供着大同小异的文化产品和文忧快餐，廉价并且畅销，使得个性、热情、创

造力都逐渐的消失。因此，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在面临大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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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席卷的同时，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首创性和怀疑批判精神。

第二，就大众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而言，存在着感性化和平面化的倾向。在现

在的大众文化形式中，都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对人的视觉与感官的刺激性和冲击性，一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一味的追求商业性、娱乐性和感性。因此，如今的大众文化作

品中，媚俗的形象消解了文化的深层含义，以直接的经验代替了超越的精神性，

瞬间的体验代替了永久的回味和思考。这种只注重直观化、效果平面化的，短期

的快乐的趋向不利于当代文化健康有序的走向。从而就缺少了对现代人文精神以

及民族文化传统的真正关注和弘扬。

本章小结

大众文化发展自身存在的种种不足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对他的发展过程进

行调节和控制，要对大众文化进行人文提升和人文关怀。进行人文提升需要的不

是几件提升的艺术作品，而是需要整个社会，需要国家、社会、文化界的协调。

关键是让那些反映文化趋势、社会价值观的保证中国社会顺利转型过渡和现代化

建设的主导文化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处处讲先进性，那么

大众文化也应该寻求它的先进性提高，消除其负面的影响，树立精神支柱，激发

精神动力，让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到文化的建设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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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吸收了各家理论的精华，珈1上其深厚的理论基础，

深刻的洞悉网光，形成了他坚实的大众文化批判体系，和现代主义艺术的论调。

其理论的深邃意义对荚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中国圈内，尤其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文化席卷了大江南北，人们对

大众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反映，大众文化的批判也很自然风靡一时。我国学者尹鸿

先生和金元清先生都征引了阿多诺关予大众文化批判方两的理论，和批判模式，

分析了中国出现的商业化、标准化、伪个性化、批量化的特征。这都体现出阿多

诺大众文化理论里程碑式的的意义。

但是，随着大众文化的进～步普及和对人们的洗染，人们也开始逐步反思大

众文化批判理论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毕竟阿多诺所生活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都

与现在的时代大不相同了，如果不能正视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就必然会误读

当代文化。阿多诺既看到了大众文化的弊端，也看到了大众文化势不可挡的趋势，

可是他认为一切体现时代科技进步和利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因素都成了资产阶级统

治的帮凶，因丽必须遭到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因此除了现代主义艺术，其德的一

切都成了他所质疑和批判的对象。作为一名睿智的哲学家、美学家、思想家，阿

多诺也应该意识到健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走彝极端化的趋势。对于瑟站在历史今

天的我们，照应该采用多视角、多角度、冷静、客观、辩证地看待阿多诺大众文

化理论，看待当今的文化态势。我们研究学术理论的墨的就是要借鉴和超越，借

鉴前人的精华思想，也要超越前人的局限，这样才能寻求更好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翻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科学的分析方法，阿多诺的大众文化理论和

现代主义艺术理论才更能发扬光彩。这才是我们在现代化发展中所保持和把握的

态度。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洪佩郁，蔺月峰

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3][德]西奥多·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M]．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年版

[4]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

[5][德]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6]西奥多·w·阿道诺等权力主义人格[M]李维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年12月版

[7]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3月版

[8]陈刚．穿越现代性的苦难[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8月版

[9]陈振明．法兰克福学派与科学技术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6月版

[10]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思想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

年9月版

[11]孙斌，守候夜空的星座——美学问题史中的T．w．阿多诺[M]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4年1 2月版

[12]王凤才．批判与重建——法兰克福学派文明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2004年9月版

[13]赵勇．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6

月版

[14]蒋孔阳朱立元．西方美学通史[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15]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M]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



参考文献

[】6][英]迈克·费瑟颠通著。消费文化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沁刘精明译南京：译

林出版社2∞O年5周版

【17][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麓]赵国新译南京： 译林

出版社2001年四月版

[18]阿兰·斯威伍德．大众文化的神话[M]冯建三译上海： 三联书店2003年

4月版

[19】隧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鹾]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舨

[20]隧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蕊】上海：复星大学潞版社20∞年l胄版

[21]蔡尚伟．影视传播传播与大众文化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

[22]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M]北京：中央

编译如版社2003年5月版

[23】[英]齐格蒙·鲍曼。瑟现代性及其缺憾[砌郇建立李静韬译上海： 学林出

版社2002年10月版

[24]姜华．大众文化理论的后现代转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25]高宣扬．后现代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M]2005年11月版

[26]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姗王才勇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

年版

[27】[德】洛伦茨·耶格尔．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蕊]陈晓春译上海：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7年版

[28][美]约翰·费克斯。理解大众文化[M]王小珏宋伟杰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

版社2006年9月版

[29][美]约翰·费克斯．解读大众文化[则杨全强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5月舨

[30]黄书泉．《生活空间》的入文精神[J] 《读书》1999年5月

[31]John Fish．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Boston， Unwin Hyman，1989

[32]Theodore Adorn Max Horkhe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ment，London，

Verso，1979

．4々．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随着毕业论文的完工，才真正的感觉到毕业的日子已经迫近，不禁感慨研究

生三年的学习时光即将结束，初识同学开学报道时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当年历的

指针悄然地指向了2008年的夏天，这个夏天对于我来说将是意义非凡的，在这个

夏天，我经历了硕士毕业、婚姻、就业这些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这意味着我

角色和身份的彻底置换，对未来的焦虑和企盼交织在一起。在此写下致谢，感激

老师的悉心教导，道别自己的学生的时代。

本文是在张奎志教授的耐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完成的。从开题前筹备选题的

时候，张老师就向我提出论文题目不同的选题方向，让我凭借兴趣和特长进行选

择。在我选择了阿多诺大众文化这一题目后，导师又细致地给予我资料上的援助

和支持，对我论文的结构、框架、内容进行了反复的推敲和修改，使我在每每遇

到难题时都能迎刃而解，这让我在研究生三年的时间里受益匪浅。张老师严师般

严格要求我学习，慈父般关心我的生活，他举止儒雅，内心豪放，不但是同学们

老师，更是同学们的朋友、知己，同学们和张老师之间的交往的点点滴滴成了我

研究生生活中的一抹亮色。在毕业论文完成之际，谨向张老师表示我最真挚的感

谢!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张政文老师、郭玉生老师、张鹤老师，三年的教诲之恩

难忘，感谢各位老师给了我宝贵的知识和悉心的指导。十人成就了2005籍美学班

级，在此我还要感谢美学班级里的兄长和姐妹，感谢他们在我失意时的鼓励和快

乐时的分享。今日我以黑大为荣，明日黑大以我为荣，我还要向我生活了七载的

母校黑龙江大学，深深鞠上一躬。


	封面
	文摘
	英文文摘
	声明
	绪论
	第一章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产生的背景探析
	第一节阿多诺生活的时代背景
	一、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理论资源
	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时代创伤
	三、美国大众文化的冲击

	第二节阿多诺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总结归纳
	一、启蒙的双刃剑
	二、大众文化成为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

	本章小结

	第二章阿多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第一节大众文化的涵义
	第二节大众文化的异化功能
	一、大众文化的欺骗性功能
	二、大众文化的官方教化功能
	三、大众文化的单向强化功能
	四、大众文化的心理控制功能

	本章小结

	第三章阿多诺的现代主义艺术观
	第一节现代艺术的整体关照
	一、现代主义艺术生成的原因
	二、现代主义艺术的本质特征

	第二节现代艺术的审美特征
	一、非模仿性
	二、丑陋性
	三、谜语特质

	第三节现代主义艺术的救赎使命
	本章小结

	第四章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在当代的审视
	第一节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合理性因素
	第二节阿多诺大众文化理论的偏颇
	一、大众文化带来新艺术手段
	二、大众文化的平民化
	三、大众文化的精神抚慰作用

	第三节现代主义艺术处于非主流的思考
	第四节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展望
	一、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积极影响
	二、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消极因素

	本章小结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