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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 ， 那么现代技术就可能被操纵 ， 因此需要洞察利用现

代技术背后的社会
“

实体
”

。 尽管图像可能导致理解力的

退化 ， 但在当今科学技术条件下 ， 它也承载着清楚表达信

念的任务 。 因而 ， 它仍然有积极的
一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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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

在 《论艺术社会学 》
一文中 ， 霍克海

默探讨 了 艺术 与社会生活之 间 的相 互 关

系 ：

一

方面 ， 社会基本结构决定了艺术的

内容与形式
； 另

一

方面 ，
艺术对社会生活

也有维护或克服的反作用 。 与艺术心理学

不同 ，
艺术社会学 旨在洞 察艺术作品与社

会现实之间 的客观关系 ， 其任务在于证明

艺术作品与社会群体之间 的联系
，
掲示理

解艺术作品 的社会权力 。 因而 ，
艺术社会

学不存在包罗万象的 阐释原则
，
也无法与

艺术哲学 、 艺术研究划 出 明确的界线 。 在

《我们时代摄影的意义 》
一文 中 ， 霍克海

默讨论了摄影 （ 包括电影和 电视 ） 等 图像

语言与
“

事物
”

（ 社会现象及其
“

事实
”

背

后的本质 ） 之间 的关系一尽管摄影完全

致力于现象 ， 但它却 比绘画更能体现事物

本质 ，
因为摄影所呈现的并非粗浅的外部

现实
，
更是其背后的 意志 、 信念等精神关

联 。 电影和电视等现代媒介本质上也类似于

摄影 ， 如果社会基础不是以人民共同利益为

霍 克 海默
； 艺 术社会 学 ；

艺 术 与社会生 活 ； 摄

一

、 论艺术社会学
？

艺术社会学涉及艺术与社会生活进程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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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发表的词 条 《 论艺 术社会学 》 ；
二是 １ ９６０ 年 的 演讲稿

《我们时代摄影的意 义 》 。 因 为两篇 文章都 比较 短小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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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作用 。 它考察艺术作 品 的形式和主题对社会基本结构 的依赖性 ， 但另一方面

它也研究艺术作品对维护和克服现存社会关系 的意义 。 艺术的社会功能 因时代不 同

而不同 。

一件同样的艺术作 品在其后 的每一个时代 ， 即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都会被

赋予新的意义 。

一座希腊神庙在古希腊罗 马时期与在基督教的 中世纪 、 文艺复兴时

期或反改革时期有完全不 同 的表现形象 。 废墟 的社会学与圣地 的社会学有很大 的

不同 。

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领域 ， 艺术是社会劳动分工 的产物 。 在原始部落 中 ， 节奏 、

歌声和劳动仍然构成一个无缝对接的整体 ； 歌声既是艰苦劳动之折磨的表达 ， 也是

艰苦劳动之折磨的解脱 。 最早 的 图像可能是为 了驱赶死者 ，
因 为人们害怕死者 的灵

魂 。 即使在文化发达的时代 ， 仍然像在 中世纪一样 ， 艺术也还没有仪式性地和世俗

的习俗分离开来 。 宗教绘画和大教堂 ， 就像家具和服装一样 ， 不会首先被视作审美

对象 。 它们服务于物质的和宗教的 目 的 ， 对社会声望完全避而不谈 。

正如原始的艺术表达形式试图通过对象化来减轻劳动和死亡的痛苦一样 ， 所有

后来的艺术也都包含着人们对社会现实 的强制所作 出 的反应 。 艺术作 品根据人类对

幸福和发展的无止境的要求来反映世界 ； 它们将 尚 未被 日 常语言所表达与 图式化的

经验客观化 。 在 日 常生活 中 ， 人们的反应 、 思想和感觉都 以现实 目 标为取 向 ， 最终

以现存的生产关系为取向 。 人们用一些与 占支配地位 的现实需要相适应并且必须强

制性地遵循的概念来感知世界 。 可是 ， 艺术作 品 以一种 与 日 常观点 陌生 的 、 相异的

方式反思现实 。 在实际世界 中表现为必要 的和绝对的东西 ， 被艺术揭示为偶然的和

相对的 。

不仅那些出现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前 的
“

批判性
”

文学作 品与现实世界的 目标

形成对抗 ； 甚至那些根据作者 的 意愿设计为颂扬 当今社会 的作 品也是如此 。 因 为

（ 艺术作品 ） 显现的 （ 政治 ） 倾向 只是艺术社会学家分析艺术作品 的一个因素 ， 但绝

不是最重要的 因素 。

一部音乐作 品或一首诗歌努力 重塑世界 ， 这样的 目 标作为观念

而存在的存在性与一致性可 以对现实世界做 出判断 。 对最小 的细节给予爱护 ， 对事

物的观察具有透彻性 ， 对待最微不足道 的事物也是公正 的 ，
以及每个部分都保持一

定程度 的 自 由 ， 即便这些部分仍然与结构 的其他部分严密地结合在一起
——

在上述

所有这类特征中 ， 艺术作 品 和现实之间 的张力 总是得 以表达 。 因此 ， 艺术作 品 的形

式元素与它们的 内容或它们所表达的论点一样具有社会学意义 。

艺术的社会学必须与 艺术 的心理学相 区别 。 例如 ， 巴 尔扎克是一个保皇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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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许多作品都含有专制 主义 的信条 。 但是 ， 他的 《平 民英雄 》 之所 以 和共和党人

维克多 ？ 雨果的作品
一样是 自 由 和 民主 的 ， 就是 因 为它描绘各行各业人们深厚感情

所使用的艺术技巧 。 社会学分析 旨在洞察艺术作品 与社会现实之间 的客观关系 。 从

这个角度来看 ， 艺术家的心理和人生命运只提供了从社会学去理解的工具 。

因此 ， 证明艺术作品与社会个别群体之间 的联系是艺术社会学 的任务之一 。 这

包括对艺术作品 的风格 、 形成艺术作 品 的观点 和思想 的考察 ； 更重要 的是 （ 考察 ）

具体某件艺术作品与过去或现在的哪个社会阶层在根本上相吻合 。

一个 中 上层 的艺

术家有时可能为 中下层 、 贵族或无产 阶级创作艺术作 品 。 现在 ， 将零散的事实汇集

成一个复杂的陈述是很重要 的 ， 因 为如果没有对提到 的思想和观点进行社会学上的

确定 ， 就不会有对具体艺术作 品 的理解 ，
也不会有对其社会现实的全面揭示 。 然而 ，

至关重要的是 ， 每件艺术作 品 中 的这些社会元素融合成一个独特 的结构 ， 实际上为

现有的艺术作品提供了新的启示 。

艺术作品 的社会学分析最终想要揭示 的是艺术作 品 洞察社会的力量 ， 以 及艺术

作品透视社会的能力 。 艺术作品 的影响史并不局 限于伟大艺术作品洞察社会进程 的

能力 。 艺术社会学也涉及 审美的 负 面功能 。 艺术社会学表明 ， 艺术独立于实 际 目 的

的世界 ， 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
一种幻想 。 艺术社会学也揭示 了艺术和社会

权力共谋的所有后果 。 从艺术作为原始巫师手 中 的催眠工具开始 ， 到现代极权主义

集 团对它的操纵 ， 我们可 以追溯一段所谓 的美学黑暗或 阴 险一面 的历史 。 美学 的这

一

阴暗面不仅包括艺术有意识地服务于某种 目 的 的实例 ， 而且更重要 的是 ， 它也包

含 了这样的情况 ， 即我们在审美领域发现世界的扭 曲 ， 例如在唤起纯粹外观模式的

作品 中反映不 同时代和阶级 的世界观 。 在这些情况下 ， 艺术强化了落后 的东西 ， 延

续 了不公正 ， 甚至助长了新形式的压迫 。

艺术的社会作用不可能像其他文化现象那样被简化为一个包罗万象的 阐释原则 。

此外 ， 在许多情况下 ， 不可能在艺术哲学 、 艺术研究和艺术社会学之 间划 出有意义

的界限 。 即使在今天 ， 伟大的哲学论著仍然是艺术社会学的基础 ； 例如 ， 黑格尔关

于美学的所有讲座或斯宾塞 、 孔德 、 马克斯 ？ 韦伯 和乔治 ？ 齐美尔 的著作 。 在少数

专门研究艺术社会学的作品 中 ， 涂尔干的学生让 ？ 玛丽 ？ 居约＠的 《从社会学角度看

艺术 》 发挥了重要作用 。 爱德华 ？ 福克斯的作品包含 了 对整个艺术运动 的广泛社会

① 让 ？ 玛丽 ？ 居约 （
Ｊ ｅａｎＭａｒｉ ｅ Ｇｕ

ｙ
ａｕ

， １ ８ ５４ １ ８ ８ ８
） ， 法 国哲学家 、 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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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析 。 关于艺术史 的专著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贡献 ， 这些贡献越来越多地考虑到社

会学方面 。 此外 ， 杜拉克和阿洛伊斯 ？ 里格尔？的作品也应该被提及 ； 最后还有关于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一般文献 。

②

在卡梅尔修道院 （
Ｋａｒｍｅｌｉｔｅｒｋｌｏ ｓ ｓｅｒ

） 举行的题为
“

百年摄影
”

的高端展览 由 法

兰克福城市与我们今天举行庆典的施 罗 斯纳公司 联合举办 ， 该展览展 出 了１ ８ ３９
—

１ ９３ ９ 年间 由伦敦陈列馆收藏的照 片 。 其 中包括艾蒂安 ？ 卡尔亚特 （
Ｅｔ ｉｅｎｎｅＣａｉ

ｊ
ａｔ ｓ

）

为罗西尼 、 大仲马和波德莱尔拍摄的 肖 像 。 观众们流连忘返 ， 惊叹于波德莱尔 与其

他两人相 比所呈现的不 同 。 波德莱尔 的形象是现代的 ， 罗西尼 和大仲马 （ 的形象 ）

属于另一个世纪 。 可是 ，
他们却在十年 内相继去世 。

一位与我交谈 的年轻的熟人认

为 ，

“

如果这些 肖像是 由
一位当代的画家所绘 ， 那就不会这么 引 人注 目 了 。 他本来就

具有一种风格 ， 以他的方式看 ， 这些 肖像很可能就会失去差异
”

。 这一评论揭示 了
一

个悖论 。 摄影完全致力于现象 ， 但它却 比绘画更能体现本质 ， 但按照波德莱尔 的观

点 ， 摄影是不可以与绘画竞争的 。

“

如果允许摄影
”

， 他在 《 １ ８５９ 年的沙龙 》
一文 中

写道 ，

“

在某些功能上替代艺术？
， 那么它就会很快完全排挤或腐蚀艺术… … 。 因此 ，

它必须回到其应有 的功能 ， 即成为科学和艺术的女仆 ， 而且是非常卑微 的女仆 ， 就

像印刷术和速记术
一样 ， 它们既没有创造文学也没有替代文学

”

？
。 也许 ， 与浪漫派

一样 ， 波德莱尔不会将那些 肖 像画家称为艺术家 ， 也就是 ， 他或许从根本上否认 肖

像画的艺术诉求 。 然而 ， 摄影与真理的关系不必仅仅局 限于对现实 的呈现 ， 这一点

从对这三个 肖像粗浅的观察 中就可 以 看 出 。 现代风格不是一个事实 ， 摄影至少在这

里成为一个审美评注 。

波德莱尔将事实？当作
“

可怕 的证人
”

来憎恨 。 谁能 比 当代人更好地理解他呢 ？

①阿洛伊斯 ？ 里格尔 （
Ａｌ ｏ ｉ ｓ Ｒｉｅ

ｇ
ｌ

， １ ８５ ８ １ ９０５
） ， 奥地利艺术史家 。

② 该文是霍克海默于 Ｉ ９６０ 年 ５ 月 ７ 日 在美 因河畔法兰克福举行的 Ｃ ． 施罗斯纳博士的阿多克斯摄影有限公 司 百

年庆典 上 的 演 讲 。 （
Ｖ
ｇ

ｌ ．ＭａｘＨｏ ｒｋｈｅ ｉｍｅｒ
，

Ｂｄ － １ ３
，

Ｆｒａｎｋｆｕ ｒ ｔ／Ｍ ．

：Ｓ ．Ｆ ｉ ｓｃｈｅｒ １ ９ ８９
，

Ｓ ． ３ ８ ４３
。 ）

③ 据译者考证 ，

１ ８ ５９ 年波德莱尔发表 了 《摄影与现代观众 》 ， 原文是
“

如果 允许摄影在某些功能上对艺术进行

补充 （
ｅｒ
ｇ
Ｓｎｚｅｎ

）



”

而不是
“

替代
”

（
ｅ ｒ ｓｅ ｔｚｅ ｎ

） ， 霍克海默在这里有引 用错误 。 Ｖｇ ｌ ．Ｃｈａｒ ｌ ｅ ｓＢ ａｕｄｅ ｌ ａｉ ｒｅ
，

ｄｉｅＦｏ ｔｏｇｒａｐｈ ｉｅｕｎｄ ｄａｓ Ｍｏｄｅｍｅ Ｐｕｂ ｌ ｉｋｕｍ
，１ ８５９ ， ｉ ｎ

：Ｗ ｏ ｌ ｆ
ｇ
ａｎｇ 

Ｋｅｍ
ｐ （ 

Ｈｒｓ
ｇ

． ）  ，Ｔｈｅｏ ｒｉｅ ｄｅ ｒ Ｆｏ ｔｏｇｒａｐｈ ｉｅ  １ １ ８３９
－

１ ９ １２
，Ｓ ｃ ｈｉ ｒｍｅｒ／Ｍｏｓｅ ｌ

 ： １ ９ ８０
，Ｓ ．  １ １ Ｕ

０Ｃｈ ａｒ ｌ ｅ ｓＢ ａｕｄｅ ｌ ａｉ ｒｅ
，Ｅｕ 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 ｌｅ ｔｅｓ Ｂｄ ．２

，Ｐａｒｉ ｓ １ ９ ２ ３
，Ｓ ． ２ ７ ０ ｆ ．

⑤ 这里的
“

事实
”

（
Ｔａｔ ｓａｄｉ ｅ

） 是指外部现实 Ｕｕ Ｂｅｒｅ Ｒｅ ａｌ ｉ ｔａｔ
） ， 即表面的 、 粗浅的事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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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既不 向右看也不 向左看 ， 而是面向生活水平 ， 理念？几乎无异于在竞选或节 日

演讲时的空话而被保留下来 。 波德莱尔属于那一代人 ， 他们在欧洲大陆上首次体验

到 了
“

富裕起来 ！

”

的 口号成为普遍原则 ， 其他一切都成为附属 品—— （ 这种理

念 ） 意味着是什么 。
１ ９ 世纪的法国从 １ ８ 世纪的法国那里接受了唯名论 ， 即所有 的认

知都是对事实的认知 ， 事实是真正的现实 。 只有一点不 同是 ，

１ ８ 世纪的法国在反对

不公正 、 反对暴政和迷信 、 争取 自 由 的斗争 中完成 了事实 的实体化 （
Ｈ
ｙｐｏ ｓ ｔａ ｓｅ

）

？
；

在 １ ９ 世纪的法国 ， 在路易 ？ 菲利普和拿破仑这个 冒 险家的世界里 ， 唯名论依然存

在 ， 争取 自 由 的激情 已经消失 。 但就事实本身而言 ， 如果没有把握它的意志和信念 ，

并把它变成一种形态 、

一种结构 、

一个整体 ， 没有个体或社会确立 的关联 ， 那就是

毫无意义的 ， 只是混乱的 因 素 。 如果科学 的 、 政治 的或经济 的概念和思想还没有勾

勒 出实际的事件应指 向 的地方 ， 那么 以事实为指导 ， 仍然是
一句空话或无信念性的

表述 。 波德莱尔 的看法 ， 对艺术甚至科学来说 ， 都是正确 的 。 他认为 ， 艺术不应该

拜倒在外部现实 的脚下 ， 而应该表达理念——或像他所说的那样
——

表达梦想 。 为

了从知识的一个层面到达一个更高的层面 ， 从过时的概念过渡到新 的概念 ， 也就是 ，

在现有的概念中寻找出路 ， 那就需要思考的努力 ， 需要灵活同时又坚定不移的决心 ，

需要敏感 ， 需要对事物及其反面持开放态度 ， 需要想象力 的 自 发性 ， 需要幻想 。

一

方面 ， 在这样的精神参照 中 ， 在这种与理念的渗透 中 ， 事实才会成为事实 ； 另
一方

面
，
只有充分体验所接受 的物质材料 ， 并与之融为一体 ， 精神参照才会成为其本身

所是的那样 。

适用于事实的东西 ， 也适用于与事实具有相似性 的摄影 。 与
一切被重复给予 的

东西一样 ， 摄影不仅有能力在重要关联本身 中获得意义 ， 而且首先使这种关联成为

它所是的东西 ；
另一方面服务于不利 的用途 ， 让 自 己毫无抵抗地被这种用途所印证 。

从外科医生——其经验丰富的手可 以在 Ｘ 光 图像引 导下进行无限精细 的和精确 的手

术 ， 到狡猾的文案人员——通过他 （ 撰写 ） 的标题将一张照片变成一个卑鄙的谎言 ；

再 回 到那个已经带着这种意图拍下照片的人 ，

一直到 Ｘ 射线专家 在他的技艺 中 ，

存在着世代流传的执着敏锐 。 这一切都隐藏着真理与欺骗 、 愚蠢 的 图式主义与创造

性的天才之间 的无限细微差别 。 适用于人的 眼睛的东西 ，
也 同样适用于摄影 ， 因 为

①这里的
“

理念
”

（
Ｉｄｅｅ

） 是与
“

事实
”

相对立的概念 。

② 这里的 Ｈ
ｙｐ

ｏ ｓ ｔａｓｅ 是指
“

对仅仅存在 于思 想 中 的概念实体化
”

， 霍 克海默是在康德哲学意 义上使用 这个 概

念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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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是人的眼睛的延伸 。

一个人带着仇恨还是爱 ， 带着没有经验的鲁莽还是忠诚和

关怀 ， 如果孤立地看 ， 无法仅仅从眼睛 中看出来 ， 就像很难从照相机 中读出来 （ 它

是在准备中还是已经完成了 ）

一样 。 在摄影史上 ， 我们所要庆祝的是这样一个阶段 ，

摄影只是完善了 自 己 ， 就像优秀观察者的眼睛最终会变得更敏锐和更完善一样 。

对图像来说 ， 细节上所触及的东西 ， 同样适用 于银幕和 电视屏幕上的 电影 。 （ 电

影 ） 审美的 、 道德的和政治的可能性是 由个体和群体的能力 和责任决定的 ， 这些个

体和群体掌握着无穷无尽 的可能性 。 摄影本身处于矛盾 中 。 摄影所传达和 阐 发的思

想是一种野性 ， 即便不能够唤醒神经质的年轻人的野性 ， 也能够激发它 ， 就像摄影

的功能一样使人平静 ， 也就是激发人的被动性与 暗示性 ， 如 同我们生活 的整个技术

世界一样 ， 对此 ， 电视和 电影也有所贡献 。
１ ９５ ３ 年 ， 美国有 ３４００ 万台 电视机 ， 它们

在普通家庭中每天运行 ５ 个小时 。 因此可 以预见 ， 儿童 ，
至少通过这种媒介 了解世

界 ， 他们不像卢梭笔下 的爱弥儿 ， 而是习惯于对这些信号作 出 反应 。 他们对预先权

衡过的 、 经过测试的 、 刻板 印象的刺激作 出 反应 。 然而 ， 在彻底合理化的世界 中快

速定位 ， 使得创造一个未被使用的 、 所谓的 自 由 空间 （ 而不仅是人们生活 中 的 自 由

时间 ） 成为可能 。 鉴于贫穷 国家不仅需要发达 国家 的经济援助 ， 不管它们是通过技

术成为可能的 自 由而实现面 向未来 的新 目标 ，
还是将 自 发性和对未来 的信仰 留 给极

权主义的统治者？ ， 都与利用这些成就的社会实体和社会团结有关 。 描述直接的利益

总是很容易 ， 描述文明 的危险也不例外 。

从无声电影到有声电影 ， 从黑 白 电影到彩色 电影 ， 最后到我最近在纽约看到 的

或毋宁说闻到的气味电影 ， 这条道路并非直接 向 上 的 。 正 因 为 电视机总是可 以做得

更多 ， 取代得更多 ， 它倾 向 于剥夺对想象力 的锻炼 ， 而这正是 图像所需要 的 。 在阅

读文本时 ， （缺乏这种锻炼 ） 可能会导致理解力 的退化 。 众所周知 ， 文字 、 冗长的句

子 、 差异化的思想正在过时 ， 因为与之相关的复杂多样的感受 由 于社会原 因 而不再

被使用 ； 图像对文字的取代肯定在这一机制 中发挥了作用 ， 而这正是这一机制 的根

源所在 。 但简化也能带来一些新 的和积极 的东西 。 文艺复兴时期和 巴洛克时期在英

国兴起的资产阶级对语言的磨损根本没有导致思想 的萎缩 ， 而是导致 了对外部事物

和 内部事物的支配 ， 这种支配在文明史上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 在所有 的语言简化

与合理化中保持的思维的柔软性 ， 是 曾 经在欧洲 那个地方完成的使命的一个条件 ；

① 这里指 的是资产阶级 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政治官僚 。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 霍克海默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极权

主义统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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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发展能够从今天生活 的实用化 中 引 发的力量 ， 技术的 以及精神 的力量——在

这里我称之为
“

亲身体验
”

（ ｐ ｒｏ ｄｏｍｏ
）

——是必要的 ， 同时也是
一种症状 。 我们不

能命令精神的发展 。 只可 以这样说 ， 它与对未来 的信念 ， 有意识的和无意识 的信念

有关 ， 人民将这些信念放在心 中 。

（ 特约编辑 ： 曹 凌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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