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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问题
◇张清民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

的视域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当代问题仍

然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形式对具体文学艺术予以

观照和读解，并以此展现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研究与理论生产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既与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有关，同时又是当代

研究的理论责任。在当代语境下，经典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论、中

国传统文论、中国现当代文论等多重理论话语交汇

融合，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如何在自身的理论

传统、文化传统与当代语境中，在充分吸收这些理论

资源的基础上展现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与品格，是

需要做进一步的学理探究的。在此背景上，我们认

为，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可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的当代问题及其基本理论表现形式，梳理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化”的研究论域、基本问题及

其相关理论发展过程。随着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当代发展遭遇新的问题，当前文艺实践中

涌现的诸多新事物、新现象，急需从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研究层面予以廓清与阐释。其次，需要从理论

上说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所包含的理论问题在哪些

方面对当代发展有启发?哪些方面又是当代理论阐

释的新的拓展?在学理上阐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

思想在当代的理论问题。再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艺思想在中国化当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吸收与整

合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本土文学理论资源?如何恰当

评价其间产生的诸多理论成果?如何处理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艺思想与当代理论衍生拓展的关系?在理

论形态建构上应注意什么？第四，在当代语境中，马

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当代西方文化思潮产生了

复杂的理论对话，这些理论对话表现在哪些方面?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问题的提出与当代理论发

展有哪些积极影响，又有哪些需要进一步批判的内

容。第五，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激活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艺思想中哪些成分具备活性因素，激活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艺思想的文化与逻辑依据是什么？第六，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过程中，在理

论的层面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

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关系，建构中国化当代

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必须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和方

法？

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发展的问题症候

与理论归因研究。在当代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艺思想遭遇各种挑战与危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艺思想研究有弱化的趋势，对现实的批判性、实践性

仍然有待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论无论“解释世界”还

是“改变世界”，都必须紧密结合生活现实与文艺现

实，需要在紧密结合现实文化经验的过程中增强理

论的逻辑解释效能和创新能力。从学术史的角度

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研究，在学术研究理

路及方法上也需要进一步调整，需要加强对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本的细读分析和学理探讨，特别需要吸

收新文学运动以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

化的理论成果，加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的理论分析，在此背景上，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艺思想当代发展的问题症候及其学理归因研究，

目的是查摆问题，寻找思想根源，为解决相关理论问

题提供阐释基础。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发展的再生节点与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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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机制的研究。讨论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如何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典文本，如何在

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本的基础上，析离出文

艺思想发展研究的再生节点，寻找能够促进当代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效解释当代文艺现象的理论因

素，并运用哲学解释学“视野融合”的方法，分析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哪些概念、范畴、命题在今天

还具有生命力？哪些理论观念还能成为新的理论生

长点？哪些理论观念还能衍生出新的理论问题和命

题?哪些思想、方法对当下中国的文艺研究还有启示

和借鉴作用？并从理论上揭示其理论发展的逻辑机

制。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哲学原则与理

论视域研究。面对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思潮和观

念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究如何秉持

“理论自信”，在正视、接受这一事实的同时，如何与

时俱进、兼收并包，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与史学

观点相统一”的哲学方法论原则，展现理论建构的基

本路径与效力。在理论视域的层面上，区分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西

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理论之间的学术分野，同时注意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思

想在价值与旨趣方面的根本性差异，就二者关注的

问题、对象及形态建构的逻辑起点、话语体系的差异

做出论证与辨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建构的理论路径与学

理资源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

代化不能是一个空疏的理念，研究者要把它落在实

处，必须多方整合理论资源，尤其是不能忽视百年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的学理资

源，需要深入系统地探讨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理论概

念、范畴、命题，辨其学理，析其内涵，深度消化，融会

贯通，从中挖掘新材料，提出新观点。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发展与理论建构的中

国经验。在20世纪以降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

中国化当代化的历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为

主导，寻找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研究的基本问

题域，并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

践之间的动态关联中，观察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

想中国化当代化的逻辑结构，从而概括、提升、描述

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发展的中国模式。重点

研究在当代多重语境叠合的理论背景中，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建构的中国经验，并对“中国经验”的思

想内涵、理论形式及其表现方式做出严肃完善的理

论说明，充分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

当代化的基本问题、理论范式及其主要趋向，呼应中

国问题，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与文学批评

范式问题作出理论建构层面的思考。

我们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

代问题可以围绕“经典选择”“中国语境”“当下经验”

三条线索展开分析论证。沿着“经典选择”这条路

线，在掌握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基础上，梳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相关论述，辩证分析其当

代发展的理论线索、历史意义及启发，剖析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当代问题产生的学理逻辑及其理论走

向。沿着“中国语境”这条线索，从文化层面考察中

国学者在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时的

政治、文化、学术诸方面的主体动机，展示外来思想

与本土文化之间深层的思想关联，辨析本土语境对

研究主体进行理论选择时的思想限制，以及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性、阶段性、

对象性特征，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研

究的学术特点、思想意义与理论价值。沿着“当下经

验”这条线索，立足时代语境和现实文艺发展状况，

阐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问题的现实基

础、理论前提、研究价值。结合中国经验研究，以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从多个侧面深入

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当代问题的实质、特

点、表征、形态、流派及影响等，扎实推进其理论研

究，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提供

理论支撑与经验。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突出的品格在于其实践

性和批判性，其理论观点来自实践，又服务、指导文

学实践活动，对现实文学活动中出现的各种文学事

件进行辩证剖析。随着时间发展和语境变化，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有可能不能有效解答文艺实践

提出的新问题，面临“失语”；同时，现实文艺发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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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新现象、新问题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做

出全新解释，以展示其作为文学研究“总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指导意义及其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面临来自当下文艺实践的挑战，急需回

答文艺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有几个层面的

问题值得考虑，1.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当代

文学语言问题。语言学是20世纪的“显学”，语言学

转向已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艺思想也多受语言学发展影响，对文学语

言特质、文本形态、表现技巧以及文本与意识形态的

关系做出全新阐释。重点探究文学与形式的复杂关

系及对文学活动的全方位影响。2.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艺思想与新媒体文艺。高科技迅猛发展，促进了

新媒体艺术繁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必须关注这

一新生事物。重点研究媒介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

科技与文艺关系、媒介与审美、网络文艺等问题。3.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文艺消费。在后工业消

费社会中，文艺活动具有了商业活动特点，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需要回应现实挑战。重点探究消费语境

中文艺消费的意识形态性质、大众审美文化的双重

功能、日常生活审美化等问题。4.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艺思想与文化政治。文化政治又称话语政治、微

观政治，是政治权力因素悄然渗透于日常生活的一

种新型形式，是文化权力干预生活的一种表征形式，

它已内化为人的日常行为和情感结构，影响其对社

会生活的认同与理解。具有现实人文关怀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应对上述问题做出新的阐释。重点研

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性别批评、亚文化批

评、资本与文化资本等问题。5.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艺思想与生态文艺。生态危机已成为当前人们关注

的重要问题之一，保护人类家园、建设生态文明已成

为全世界人们的共识。当前文艺活动对此多有涉

及，已开展相关问题探讨。重点思考生态美学、生态

文艺学构建的理论基础、特质、形态及其价值等问

题。6.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视觉文化。当前

文艺的视觉转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它已然渗

透在文艺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愈演愈烈的影视改

编、真人秀表演及文学叙事的空间转向中更有突出

表现。重点探究语图互文的理论基础、异同及其在

文艺实践中的复杂表现等问题。7.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艺思想与全球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世界性与民

族性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中愈发值得

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对“世界文学”也多

有提及。当前在构建人类共同体和建设丝路经济带

的大格局中一定重视这一问题。重点探究审美人类

学理论以及民族想象与认同、身份认同等问题。

作者简介：张清民，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

文艺学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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