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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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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内外其他文艺理论流派开放，同他们展开对话，其结果是给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使其面貌焕然一新。
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都有深厚的历史主义传统，在苏联文
艺学出现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时，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前后采取两种不同态度。
在20-30年代，他们对形式主义采取否定的态度，拒绝对话。
到了60年代，洛特曼结构符号文艺学出现时，开始也受批判，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人们试图将历史主
义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
洛特曼指出，“结构主义，并非历史主义的敌人”，老一辈文艺学家利哈乔夫也指出，“重要的是，
在俄罗斯结构主义研究系统中越来越顽强地流露出历史主义的态度，它归根到底将结构主义变成非结
构主义，因为历史主义摧毁着结构主义，同时又允许从中吸收最好的因素”①。
在普洛普、巴赫金、洛特曼这些文艺学家身上，我们看到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并不是对立
的，而是融合的，他们的理论探索使形式研究和内容研究的融合、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内部
研究和外部研究的贯通成为可能，这种研究既认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关
注，克服其忽视艺术特征和形式结构的不足，又吸收西方文艺学对形式结构的重视，纠正其脱离社会
历史文化语境的偏颇，这就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找到新的出路，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
。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一样，也同样走过了从封闭到开放，从对立
到对话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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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编辑推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三
期重点学秒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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