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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和大众传媒广泛普及下，大众

文化早已成为大众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大众

文化不同于文化工业理论语境中的大众文化，是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发展并拥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从文化工业

理论视域反思我国大众文化发展有其重要的意义，对我

国大众文化健康发展将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文化工业理论

文化工业理论产生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美国社会

技术理性统治下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反思，同时批判了发

达资本主义社会下文化工业对人们思想的压迫和控制。

1. 文化工业理论产生渊源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此时得到长

足发展并进入到资本主义垄断极致发展时期，商业化的

美国社会让阿多诺产生了深刻的反思。阿多诺和霍克海

默看到，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已经不再是传

说中自由的王国，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文化领域的表现

即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全面的文化控制，即美国社会自由

发展的大众文化本质上是技术理性下的虚伪的包装，是

通过技术理想与工业化生产的结合下通过大众传播媒介，

对民众进行的一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控制。[1] 同时文化

工业理论也受到西方非理性主义、异化理论以及卢卡奇

物化思想的理论启迪。

2. 文化工业理论阐释

文化工业理论详细地论述了文化工业的特征并深刻

地指出了其危害，认为文化工业下文化丧失了本真性，

是对艺术本质的瓦解和取消，甚至可以进行无限生产和

购买，堕落为一种文化商品。即文化工业本质上是一种

对大众的欺骗，是被制造出的一种“文化消费的平等”

的假象，是一种经济形式。这种文化“对人们真实需要

视若无睹，以获取最大盈利为核心，以交换价值为指向，

其唯一目的就是生产出供人们购买和消费的商品”。[2]

大众作为文化的需要者和消费者，本应该是围绕大

众为中心而展开文化创造的，但在文化工业下，看似创

造出为大众所需要的文化，但这种需要实质上是被操控

的，是技术理性与资本权力连接下的产物，是有着统一

图式的商品。阿多诺指出：“大众作为消费主体，商品售

卖应满足大众审美需求。但在文化工业中，其自然会考

虑千百万人被诱导的意识和无意识状况，但大众并非是

首要的，而是次要的。是被算计的对象，附属于机械化

生产”[3]。

虽然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中的文化工业不完全等同

于大众文化，但总体上阿多诺与霍克海默面对大众文化

的态度依然是带有否定意味的。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依

靠工业技术大批量生产出来的，毫无艺术性和创造性的

文化商品，是程式化的和极具操纵性的文化 [4]，这里阿

多诺等人带有一种不可避免的精英阶层视角的缺陷，只

看到了大众文化消极的一面，认为大众在统治者的意识

形态下是绝对盲从的，否定了大众的主体性与大众的自

主选择性。

二、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现状

大众文化的健康发展的最主要的目的是提高大众素

质，在大众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的同时丰富大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我国大众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的并拥

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的。

1. 大众文化概念界定

文化工业理论中，文化工业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直接

产物，更多是强调出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程式化、

欺骗性及意识形态统治性，是统一图式下发展出来的文

化商品。大众文化在我国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

大众文化虽然是从西方传入的一种文化形式，但基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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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我国大众文化拥有着不一样的特性与

运作方式。首先，中国的大众是人民大众。大众文化是

现代生活中普通百姓的一种文化需要和认同，是普通人

的文化实践形式。其次我国大众文化的运作方式不仅仅

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运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

国家，我国大众文化建设不能完全市场化，必须在充分发

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下，更好发挥政府的作

用，必须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相结合下发展大众文化。

2. 我国大众文化的特性

大众文化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既有大众文化发展的

普遍性，又有扎根于我国土壤发展的特殊性。我国的大

众文化是由人民大众自觉发生的、自下而上形成的一种

文化形式。总之，我国大众文化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人

民性、包容性。

（1）人民性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由人民当家作主，所以

我国大众文化的突出特性就是人民性。人民性作为我国

政治制度的突出特性，同时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优越性所

在，故我国大众文化不仅有人口数量上的“大众”意蕴，

更有政治制度影响下的人民性质。从当今我国大众文化

的发展现象中也可以看出，大众文化扎根于广大人民，

取材于人民日常生活，围绕当前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进而

揭示某些社会问题、提倡人民所关切的理念、展示人民

生活生产。

（2）包容性

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一脉相承，我国的大众文

化发展就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首先表现在对象包容性上，

大众文化面向的对象群体是不被限定的。我国大众文化

则就是以大众为主体、以人民为中心展开的；其次就是

内容包容性，广泛的受众群体决定大众文化带有很强的

内容包容性，以国内流行的社交娱乐软件抖音为例，其

内容丰富多彩，题材广泛，视频拍摄水平、制作质量的

参差不齐。最后是形式包容性，这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我

国网络技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承载着大众文化传

播功能的平台、手段越来越丰富。

三、文化工业理论视域下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问题

分析

大众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会对我国人民的文化生

活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当前我国大众文化发展中主要

存在着竭力迎合大众品位，商品化倾向严重；欺骗迷惑

大众，消磨大众意识；缺乏独创精神，同质化现象严重

等问题。

1. 竭力迎合大众品位，商品化倾向严重

文化工业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文

化产品逐渐沦为商品，文化生产不再是追求艺术的结果，

而是受市场和资本的驱动，文化产品不可避免的贴上了

追求利益的标签。中国自市场经济确立以来，把经济发

展作为我国建设的中心任务，而大众文化的发展也自然

走上市场化的道路。纵观当今我国大众文化发展，不可

避免的出现了文化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所推出的

文化产品一味地迎合大众品位，使得大众文化品味趋向

低端、商品化愈发严重，如今的文化艺术品越来越脱离

其本质意义，尤其是在广为流行的网红文化中这种现象

更为突出。

2. 迷惑欺骗大众，消磨大众意识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人有了更多的新媒介社交

娱乐平台，抖音、快手等新社交娱乐平台给予大众文化

在网络时代下全新的展示。在网络信息充分发展的今天，

人们为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所吸引、影响，

甚至加以模仿。但需要注意的是大众文化发展壮大中带

有的迷惑性与欺骗性，它以一种“被大众需求”的姿态

展现出来，但实质上并不为大众所真正需要，且以这种

迷惑性姿态去欺骗大众，进而消磨大众意识，在琳琅满

目的娱乐文化产品中迷失自我。

3. 缺乏独创精神，同质化现象严重

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而如

今大众文化发展中许多文化创作者为了获取流量、追求

网络热点获利，在作品设计、立意、展现环节大都采用

“拿来主义”[5]，缺乏独创精神，有的甚至直接进行抄

袭。如同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担忧的文化工业最终走向

在统一图式下的同质性倾向一般，大众文化的发展也不

可避免的出现了缺乏新意、盲目跟风、内容雷同的低水

平同质化现象。以“网红”文化为例，“网红”文化作为

一种在“互联网 +”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文化产业，与传

统文化模式相比，其借助互联网的优势，以传播方式快、

传染能力强等特征给大众文化发展带有重要的影响，而

“网红”文化就存在非常明显的抄袭现象，且相关受众

乐得其中，很少有人指出其跟风蹭热度的不当行为。

四、文化工业理论视域下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建议

针对文化工业理论视域下我国大众文化发展存在的

问题，在结合我国实际和我国大众文化发展的特性的基

础上，充分发挥人民主体性的作用的前提下，通过防止

资本无序扩张、加大文化审查力度、结合优秀传统文化

再创新等路径使我国大众文化得到健康持久的发展。



13

科研管理
2023年5卷4期

1. 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资本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因此在大众文

化发展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文化生产者为了追求利润

最大化所推出的文化产品一味地迎合大众品位，使得大

众文化品味趋向低端、商品化愈发严重的现象。我国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

创造性结合。首先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追求经济效

益的同时要兼顾好社会效益。但在现实中文化产品过度

商品化背离社会主义人民中心的初衷，不仅没有尊重人

民大众的主体性意识，更是有偏离大众文化的人民性的

趋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资本具有既为社

会主义服务的人民性的一面，同时不可避免的具有资本

的逐利性质，因此在大众文化发展领域，必须对资本无

序扩张的行为做出限制，不能只追求经济效益而放弃社

会效益。

2. 加大文化审查力度

随着信息技术高速发展，传播媒介从被动的单向度

发展为如今的双向互动，大众在接受大众文化信息的同

时，也能把自己的声音发出去。在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

描述中的资本主义文化单纯灌输型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

但在琳琅满目的文化产品中，出现良莠不齐、质量参差

不齐的现象。因此在发展大众文化时，不仅要坚持文化

多样性，更应当加大监管力度。

3. 结合优秀传统文化再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伟大号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我们创新理论的“根”，是我们发展大众文化宝

贵的文化资源财富。大众文化发展与传承创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双向促进的，利用大众文化的发展可以更好

地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样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进行传承创新，也是对大众文化发展的新机遇与新发

展。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国家，有很多可供挖

掘加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材。在推动大众文化发展

时，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进行深度挖掘，借鉴

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文明成果，在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结合中实现大众文化的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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