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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陆贵山论集(文艺理论卷)》和《陆贵山论集(马列文论卷)》2本。
《陆贵山论集(文艺理论卷·马列文论卷)(套装共2册)》是论文集，内容分上下两卷。
上卷是马列文论研究，对马列文论的经典文本和基本原理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释，对推进马列文论研
究和马列文论教学具有参考价值；下卷为文艺理论、文艺思潮和文艺批评研究，对一些重要的文艺理
论问题有新的开掘和拓展，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艺思潮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和跟踪式的研究，立足
于当代文艺实践，对文艺批评的性质和功能进行了科学分析。

　　作者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学术思路，从广度和深度、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示文学
应当以审美的方式，努力表现人文精神、历史精神、民族精神、科学精神和文化精神。
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对马列文论、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思潮的深层思考，具有很高的学术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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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关系问题。
文艺的个性和风格无疑是重要的。
个性和风格是一个艺术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富于个性的创造性劳动是产生作品的价值和功能的前提。
然而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作家不可能不表达大众和人民的利益与愿望，总是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
因此，“用群体性取代个体性”和“用个体性取代群体性”都是不妥当的。
（4）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
僵化的教条主义主张，本质先于和高于一切现象，现象只是本质的外化、演绎和感性显现，实际上认
为“本质即现象”。
现象学对打破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本质论是有价值的，但现象学抱着怀疑一切和否定一切的态度笼统地
对一切本质理论，包括正确的本质理论，都企图通过所谓“现象还原”，否定理论概括和逻辑抽象的
必要性与重要性，把现象包含着本质，简化和上升为“现象即本质”。
认为“现象即本质”和“本质即现象”的观点同样都是不符合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的。
（5）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的关系问题。
文艺好比地球一样，通过自转实现公转，自转一旦脱离公转的轨道，必然会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
因此，理应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
假使地球不自转，非但无法实现公转，而且使地球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世上没有白天黑夜、春夏秋
冬，没有光线色彩，甚至会危及人的生命；倘若地球脱离公转的轨道独立自转，它必将成为一个随意
飘荡的自由落体，人随着地球一起作为星空中的尘埃永远消失在无垠的宇宙中。
新时期以来，一些理论家们比较强调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这对引起人们重视文艺的独立性、自主性
和自律性是有益的。
但也有学者通过对文艺的独立性、自主性和自律性的不适度的夸大，冷漠、冲淡和疏离了文艺对社会
、人民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有趣的是，正当当代中国的一些学者大力建构和宣扬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时，西方的学术潮流通过文
化研究的转向，投入历史，又重新返回到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
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和“语言转向”深入到文艺的“内部规律”，极而反之，“文化转向”和随之而
来的“历史转向”又重返文艺的“外部规律”。
这个转向和那个转向，把青年学者转得晕头转向。
实质上，内部规律和外部规律都是完整地、有机结合地、既唯物又辩证地存在于文艺中。
应当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和外部规律研究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彻底坚持和发展两者存在与发展的
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克服两者的往返回流、不断易位的钟摆现象，防止两者的非此即彼、有你
没我的偏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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