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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具有世界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各国都获得各自不同的发
展，仍然充满强劲的生命力。
西方当代一些重要的美学和文艺学流派和著名的文艺理论大家，谁也无法绕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他们或者与其展开对话，或者从中吸收理论营养，都把它放在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同时，随着20世纪世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翻天覆地的变化，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经历了十分
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产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命题，出现了多样性、当代性、开
放性等一系列重要特征。
今天，站在新世纪的开端，回头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各国的发展，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新形态、新特征、新命题做出有历史深度和有理论价值的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发展，对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摆在面前的这套“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丛书，包括中国、俄国、日本、德国、
法国、英国、美国七大卷，实际上，也就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史，目前国内外尚无如
此规模、如此视野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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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这就是文学思想从反映论向认识论的转移。
文学艺术作品是反映生活现实的，这是它的发生学基础，但是，光看见这一点是远远不够的。
还更加应该看到：文学艺术作品的认识论价值。
——文学艺术是把握生活现实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人们可以获得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
。
后者（文学认识论）较之前者（文学反映论）而言，是能动的。
列宁这个思想的根源也在对“卡夫丁峡谷”理论的解释上。
强调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并通过这种社会制度（上层建筑的东西）来培育进步的生产力，从而达到
共产主义所需要的水平。
——列宁的这种思维模式表现在文学艺术观念上，就是不再局限在反映论上看待文学的存在本质。
文学在本质上是把握世界的一种特别的方式。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学思想在这个地方分为三种话语形态，他们各自使用自己的词汇来表达对文学
实践的态度和期望。
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坚持文学反映论，以发生学的观念考察文学艺术的存在功能；而列宁、托洛茨基
、卢那察尔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一致，对文学的认识论价值比较看重，列宁论高尔基、托尔斯泰
，以及托洛茨基论形式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大都保持了这种思维态势。
而在20世纪20年代，巴赫金则别开蹊径，他把文学的反映论和认识论统一在“言谈一话语理论”中，
建立了他所谓“彻底的社会学诗学”理论体系。
在这里，应该看到，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都十分强调文学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中介因
素”的作用。
“文化”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学说里面最为紧张的因素。
在普列汉诺夫分析艺术的起源、托洛茨基展开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评时，在布哈林论述到历史唯物主
义的理论关系和巴赫金的文化诗学理念形成的理路中，文化因素始终处在紧张的张力场中。
于是，出现了普列汉诺夫不自觉的文化研究、托洛茨基的文化理论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布哈
林的文化学思想，以及巴赫金的文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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