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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学界虽然对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并不陌生，但如何将精神生产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初级阶
段的现实结合起来，考察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对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精神活动(尤其是文艺活动)的
指导性意义，则基本上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诠释》中作者陈奇佳试图回到问题的始基，回到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
论本身，来对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尤其是其艺术生产理论展开讨论。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诠释》从三方面探讨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意义：一是整理、爬梳
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全貌，并试图在现时代对其理论作必要的引申；二是讨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
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中精神生产活动的价值意义；三是从浪漫派观念的影响入手，分析马克思、恩格
斯与拉萨尔关于《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分歧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传统艺术生产理论理解
的局限及在今天突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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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奇佳，男，1970年10月出生，浙江温岭人。
200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获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文艺学教研室
，任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基督教文化、大众文化。
在《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
《人民日报》发表论文、评论50多篇，论文多次为《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
文转载。
著有《日本动漫艺术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夏衍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版、与人合著)等。
曾获1届、第13届田汉戏剧奖戏剧评论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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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书泉的《论文学生产与消费关系中的作家、作品、读者二重性》是另一篇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这篇文章比较重视从外部关系来研究市场对文学的支配作用。
此处所谈到的消费，正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的“消费”了。
　　黄文认为，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艺术生产已逐渐被纳入了商品生产的大潮中，文学与市
场之间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形成了处于文学生产与消费现实关系中的作家、作品及读者的二
重性问题。
　　什么是作家、作品、读者的二重性问题呢？
以作家为例，黄文指出，作家是审美创造者与职业劳动者。
因为作家的生产不仅只是一个创造审美文化的活动，更是一种职业，一种为生活而努力的职业。
作为审美的创造者，体现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类审美想象掌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具有主体
气质、个性、兴趣、观念、精神追求、生活方式选择、自我实现的丰富内涵，同时又是人类精神文明
价值的一种沉淀和表征。
作为职业劳动者，作家的创作与生产物质商品一样，都付出了一定的劳动，都是为了满足社会的某种
需要而生产，需要一定的生产环境、手段和物质保障，需要从生产中获取一定的生活资料与生产资料
来保证再生产。
　　既然作家具有这两重性，因此作家在进行艺术创造时一定要调整好两者的关系。
在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发挥自己的主观个性、想象，创造出具有高度审美价值的作品，还
要充分考虑市场的因素，把握市场的运行机制，关注社会的发展，使自己的商品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上得以流通，不仅可以实现作品的审美价值，也可以实现作家作为一种职业的价值。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有新的发展。
否则这种生产就不会得以延续。
　　黄文的意义主要在：他试图将消费因素引入艺术创作，使之成为艺术活动自身运动规律的一个构
成方面。
从而为文艺创作的市场倾向寻求一个合法的根基。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这一时期学者就意识形态与精神生产、文化工业等问题也作出了有价值的探
索。
限于篇幅，对这些方面的成果我们将在下文一并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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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奇佳所著的《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当代诠释》所着力之处，一是讨论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对中国
市场经济体制中精神生产活动的价值意义(第一、二章)；二是整理、爬梳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全貌
，并试图对其理论在现时代作必要的引申(第三、四、五章，附录一)；三是从浪漫派观念的影响入手
，分析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关于《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分歧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础，讨论
传统艺术生产理论理解的局限及在今天突破的可能(第六、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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