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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潘天强主编的《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即将出版之际，他请我为这本书写一个序言。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建设的历史，不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面对解放思想拨乱
反正的艰巨任务，还是20世纪90年代我们重塑价值理念强调人文关怀，一直到2l世纪的来临我们又走
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全球化的语境，无论形势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建设始终围绕着继承和
创新这两个核心内容展开。
我们也始终坚信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这一点是不会动摇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主流文论是先进文化的一个标志和有机的组成部分。
先进的文艺观是同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紧密联系着的。
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通过对新的世界和新的时代的表现和通过对新的人物、改革者、创业者和社会主义
新人形象的塑造，不断发出对先进的理想、信仰和崇高精神的呼唤，这必然使作为对社会主义文艺创
作的理论概括的主流文论具有先进思想的性质。
作为主流文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先进性是以先进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
马克思主义既是科学的真理，同时又是科学的方法。
凡是科学的真理和方法都是相通的。
至今，仍然可以这样说，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种哲学社会人文科学的学理能够从全局上超越马克思主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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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为纲，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的代表性论著为目，通过“马恩原著解读”、“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和教训”、“中国马克
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道路”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点评”四大板块，清晰地厘清了马克思主
义文艺学发展过程中源与流的关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教材，《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采用与以往教材不同的编写方式，每一编均
由总论、经典作家简介、代表著作提要和
代表论著讲评四个部分构成。
其中著作提要部分，作者根据自己阅读原著的体会，以第一人称方式将原著的精华言简意赅地表述出
来，使读者能尽快把握原著的精神。
提要提供此著作的准确出处，可以为读者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每一章后面都有思考题和参考文献，方便读者的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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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天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硕士生导师，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影视艺
术》主编。
长期从事马列文论、当代文艺思潮和影视艺术课程教学。
独立主持完成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形式本体论评析》。
参加的科研项目有陆贵山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史唯物史观与当代文艺思潮》，周忠厚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王振民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电影电视批
评理论与实践》。
主要论著有：《西方电影简明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马克思主义人性观的现代解读》（
《马克思主   义与现实》2004年第3期)，《新时期形式主义文艺思潮的发展轨迹》(《中国人民大学学
报》2004年第l期)，《回顾寻根文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大语言文化学报》第五卷第一期2002)
，《马克思主义文艺形式理论浅析》（《马列文论研究》12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从
思潮和流派的角度看电影发展的历史》(载蒲元振、杜寒风主编论文集《电影理论：迈向21世纪》北京
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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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主流文论的建设与创新（代序）前言第一编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发展者的文艺思想总论马恩现实主义
文艺思想概述/马恩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发展者的文艺思想第一章马
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者小传:卡尔·马克思//提要:（1）美的本质--自由的生命表现/（2）
异化劳动/（3）历史之谜//讲评:（1）美的规律--“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2）美的来源--“我
们的生产同样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3）美和美感--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4）人化自然--“五官
感觉的形成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5）异化状态下的审美关系第二章恩格斯、马克思《神圣家族
》作者小传:恩格斯//提要:（1）揭去思辨哲学的“魔毯”/（2）道德改造的秘密/（3）批判的史诗把“
秘密”变为实体//讲评:（1）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2）对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的
批判/（3）《神圣家族》中有关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论述第三章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
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提要:1.《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2.《德意志意识形态》（1）唯物
史观的出发点/（2）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3）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讲评:（1）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
哲学基础/（2）文艺意识形态的理论来源/（3）人与环境的关系第四章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
社会主义》提要:（1）《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2）《卡尔·
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讲评:（1）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的批评/（2）美学的历
史的批评标准第五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序言提要:（1）社会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
的不平衡关系/（2）人类思维把握世界的方式/（3）人类健康的童年和希腊艺术的魅力//讲评:（1）不
平衡理论与把握世界的方式/（2）人类的童年与马克思的文化史观/（3）希腊艺术永久的魅力与艺术
生产第六章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和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提要:1.马克思《致斐迪南·
拉萨尔》/2.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讲评:（1）现实主义文艺的创作原则/（2）历史的真实与艺
术的真实第七章恩格斯有关现实主义问题的书信提要:1.《致敏·考茨基》/2.《致玛·哈克奈斯》//讲
评:（1）文艺的倾向性、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2）论现实主义的典型创造/（3）作家的世界观与现
实主义创作第八章梅林《艺术和无产阶级》作者小传:弗朗茨·梅林//提要:（1）创作背景/（2）无产阶
级对现代艺术的态度问题/（3）无产阶级与现代艺术的分歧//讲评:（1）艺术创作的倾向性问题/（2）
自然主义文学流派的阶级实质/（3）意义辨析/（4）梅林的文艺评论思想第九章普列汉诺夫《没有地
址的信》作者小传:普列汉诺夫//提要:（1）论艺术/（2）原始民族的艺术/（3）原始舞蹈与装饰//讲评:
（1）艺术先于劳动/（2）美感的产生/（3）社会心理中介第二编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经验及教
训总论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的五个阶段/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主要经验与教训/编选说
明第一章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作者小传:列宁//提要:（1）哲学的根本问题和哲学的党性/
（2）客观真理、辩证法与相对主义/（3）辩证唯物主义对几个基本哲学问题的回答//讲评:（1）马赫
主义兴起的历史背景/（2）哲学的基本问题与文艺学本体论/（3）前苏联马克思文艺学本体论的基本
内容/（4）前苏联马克思文艺学本体论的缺陷及其教训第二章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和《列
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提要:1.《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2.《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
的镜子》//讲评:（1）创作自由与党性原则/（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第三章托洛茨基《文学
与革命》作者小传:托洛斯基//提要:（1）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艺术/（2）党的艺术政策/（3）艺术
的形式问题//讲评:（1）无产阶级政权与无产阶级文化/（2）同路人作家问题/（3）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理论第四章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和民族文化作者小传:斯大林//提要:（1）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
民族主义/（2）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3）发展民族文化是形成全人类共同文化的准备条件//讲评:（1
）在民族文化问题上应该反对的两种倾向/（2）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实质/（3）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与
全人类文化的关系第五章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作者小传:高尔基/提要:（1）学习写作的人必
须具备文学史的知识/（2）怎样创作出文学“典型”/（3）拥护积极的浪漫主义/（4）向人民学习语
言/（5）我为什么写流浪汉//讲评:（1）关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与源泉问题/（2）呼唤积极的浪漫主义/
（3）形象思维与典型问题第三编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演变和发展总论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的萌芽/20世纪20-4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探索/20世纪50-70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徘徊/20世
纪80年代以后的突破第一章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作者小传:鲁迅//提要:（1）阶级与
阶级性/（2）文学与阶级性/（3）文学与宣传//讲评:（1）文学的阶级性/（2）文学与宣传第二章瞿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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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作者小传:瞿秋白//提要:（1）文艺界的现状/（2）普罗文艺的现实问
题//讲评:（1）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与实践/（2）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理论主张/（3）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理
论的桥梁作用第三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者小传:毛泽东//提要:（1）文艺与革命
、与政治的关系/（2）文艺为什么人/（3）文艺如何为工农兵服务//讲评:（1）《讲话》前的延安文艺
界/（2）《讲话》的核心问题--创作主体与接受对象的关系/（3）关于接受对象--农民/（4）关于创作
主体--知识分子/（5）文艺批评的标准第四章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作者小传:胡风//提要:（1）文艺
·现实·人民/（2）革命现实主义·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3）人·感性的对象·感性的活动//讲
评:（1）《论现实主义的路》写作背景/（2）主观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自我扩张/（3）现实主义·世
界观/（4）启蒙主义的文艺思想第五章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作者小传:周
扬//提要:（1）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2）要重视认识论问题/（3）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4）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讲评:（1）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要革故鼎新/（2）认识论突破与马克思主
义文艺学的发展/（3）区分实践观点和实用主义/（4）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当下意义第六章邓小平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作者小传:邓小平//提要:（1）三十年文艺工作的
总结/（2）文化建设的高潮必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而出现/（3）文艺工作的根本衡量标准和根
本任务/（4）尊重文艺特性，广泛吸收营养，实现为人民服务和百花齐放的统一//讲评:（1）马克思主
义文艺学仍然要高扬使命感和主旋律/（2）历史地具体地评价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3）人民是文
艺的根本源泉和核心指向/（4）文艺工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转向第四
编可圈可点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总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总体背景
与历史沿革/对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几个问题的简要说明第一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作者小
传:乔治·卢卡奇/提要:（1）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2）关于“阶级意识”/（3）关于“物化”问
题/（4）历史唯物主义、组织问题与合法斗争//讲评:（1）构建马克思主义美学新思维/（2）“总体性
”范畴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方法的重建/（3）“物化”与艺术对“物化”的克服/（4）“阶级意识
”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学思想第二章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作者小传:瓦尔特·本雅
明//提要:（1）写作追求的目标和运用的方法/（2）机械复制带来的革命/（3）现代艺术最强大的代
言---电影的生产//讲评:（1）艺术唯物主义生产理论建设的可能/（2）艺术神话的“祛魅”/（3）问题
第三章阿多诺《美学理论》作者小传:T·W·阿多诺//提要:（1）艺术与社会的关系/（2）艺术的否定
性/（3）现代艺术与文化工业//讲评:（1）传统艺术哲学导致艺术的危机/（2）阿多诺对现代美学的构
想/（3）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及其实质/（4）对阿多诺美学观的批判性分析/（5）阿多诺美学对当代
中国美学建设的借鉴意义第四章马尔库塞与《审美之维》作者小传:赫伯特·马尔库塞//提要:（1）马
克思主义美学出现了危机/（2）艺术对于“元社会维度”的强调/（3）审美形式、艺术自律在艺术中
是重要的/（4）艺术真实和艺术对人的幸福的承诺//讲评:（1）《审美之维》的写作背景/（2）艺术的
“异在”性问题/（3）关于“艺术形式”问题/（4）艺术与革命的关系/（5）艺术形式、审美之维与人
类未来第五章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作者小传: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要:（1）文学不仅是一
种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它的内在形式系统，与人们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历史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2
）艺术形式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活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3）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
将艺术形式与作品的政治历史背景结合起来，走向文学的辩证批评//讲评:（1）文学的形式系统为何会
成为詹姆逊关注的对象/（2）詹姆逊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问题的探索/（3）对弗雷德里克·詹
姆逊文学辩证批评理论的评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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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讲评高尔基是前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一生创作了许多享誉世界的经典
作品。
同时，高尔基也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高尔基在很多文艺理论的重大问题上发表过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和主张。
在其文艺理论著作中，《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是十分重要的一部。
这本谈论写作方法的篇幅不长的小册子，对许多文艺理论中的重大问题都有所涉及，其中，较为主要
的包括文学创作的源泉问题、积极的浪漫主义问题、形象思维和典型的创作方法问题等。
1．关于文学创作的作用与源泉问题（1）文学应该“美化人、赞美人”。
在高尔基对于文学艺术理论的各种观点中，“文学是人学”是最为有名和最为重要的主张之一。
在不同的场合与作品中，高尔基反复强调，无论是从文学的对象、特点还是从文学创作的目的来看，
文学都离不开人：文学关注的中心在于人，文学创作是为了人，文学是文艺领域中的“人学”。
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中，高尔基也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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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前后经历一年的时间终于完稿了。
编写这本教材的初衷是为了解决我从事马列文论教学十几年来遇到的一些困惑和对文艺理论建设的一
些思考。
不久前为报考文艺学的硕士生出题时，教研室的老师发现文艺理论的试题无论怎么出法最后的指向还
是马列文论，尤其是文艺理论的一些基础概念无一例外都要联系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所以实际上现阶段中国的文艺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
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坚持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宗旨是符合中国文艺学发展的现
状的。
但是我们真正深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教学和科研中就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中国文艺自五四运动以来走过了一条极其曲折的道路。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后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及解放后十七年
的文艺，一直到“文革”十年浩劫文艺几乎彻底灭亡。
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西方现代主义的大潮的涌入，一直到2l世纪的今天我们又
面临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
中国的文艺的基本特征就是与中国社会政治的起落紧密相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为中国带来了苏联式_的文艺理论的基本模式。
然而苏联模式的文艺理论是经过改造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其中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功利性特征，
它在新中国十七年文艺．中的作用是忧大于喜，“文革”中的文艺的极端政治化和庸俗化的源头不能
说与这种苏联模式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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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变化为纲，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论著为目，清
晰地厘清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发展过程中源与流的关系。
适合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著作讲解和评析的依据，
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著作原著精读的基础，也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的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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