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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进入21世纪，马克思主义已经走过一个半世纪的历程。
在新的世纪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吗？
日新月异的文艺还应当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吸取智慧和力量吗？
如果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仍然必要，我们又应当坚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该在哪
里确定继续发展的基点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对长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阐释进行严肃认真的清理和审视。
    在新视域中，马克思主义文学中原来一直最受瞩目并在20世纪末受到严厉批评的政治学内涵，也理
所当然地可以得到新的认识。
在实践论人类学中，政治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必要前提，而并不就是人的解放。
从人性生成和人的解放的高度来对政治进行哲学的审视，就不仅能更深入地认识政治的历史和人学内
涵，还能进一步理解政治活动的审美意义，以正确对待政治在文艺中的地位。
同时，既然政治解放还不就是人的解放，文艺就可以而且应该从人性生成和解放的高度去审视政治，
对政治作基于人性关怀的审美观点，以推动政治解放向人的解放这个终极性崇高目标的提升。
在这样一个新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政治学也必将跃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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