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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季水河教授的新著《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即将出版，嘱
我为之写一个序言。
说实话，我是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来接受这个任务的，因为写当代史离得太近，对于许多问题的把握
难以确切，何况还有一些敏感问题。
我本人手边也有类似的任务，完成起来觉得难度真的很大。
但水河教授的这本书却完成得很好。
这本书作为国家社科项目被评为优秀，得到评委们的充分肯定。
能做到这一点，说明水河教授在项目进行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
而且，这几年不少学者的学术兴趣都转到文化研究等方面，对于文艺学本体进行研究的学者倒反而较
前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本书的出版更加显现其可贵。
而且，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明年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界
出版和发表一批回顾50年来，特别是30年来所取得成就的书籍和文章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想水河教授的这本书对于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给我
国包括文艺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与成绩是一本很有分量的成果。
对于本书的重大意义我想应该是不需要更多说明的，但由于目前国内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上还存在某
些不同的声音，因此我想再多说几句也许还有其必要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社会与历史的职责。
但我想对于一名学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不可代替的价值。
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导革命的武器，而且更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为科学的体系，是指导社会科学健康发
展的重要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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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
成果。
全书从绪论、历史论、范畴论与走向论等多个侧面，在逻辑与历史的结合、历时与共时统一的维度上
总结回顾50年来的我国文艺学发展历史。
作者站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交汇点上，思考历史具有现代意识，评论现实具有历史眼光，预测未来
具有前瞻思维。
该著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本体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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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季水河，男，生于1954年4月，四川省邻水县人，中共党员。
现任湘潭大学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出版（（美学理论纲要》、《新闻美学》、《多维视野中的文学与美学》、《阅读与阐释》等个人学
术著作9部，主编、合著（（新编比较文学教程》、《文学原理》等著作、教材20部，在《文学评论》
、《文艺研究》、《学术月刊》等全国数十家刊物发表学术文章100多篇，共有著述200多万字。
其成果被其他学者引用、列入参考文献和被《新华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转载400多次
（篇、段），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教学成果奖励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
主持省部级以上项目10多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
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宝钢优秀教师奖”、“首届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专家”等荣誉称号或奖励。
先后担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国家社科基金特邀评委、湖南
省人民政府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马列文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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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反思第一节 历史的选择：中国现代对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接受一 三途并行向一途独进二 三足鼎立到一家称雄三 历史的选择与选择中的
失误第二节 当代的发展：新中国55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现状一 经典著作译注期二 理
论体系探讨期三 当代形态建构期第三节 价值的追寻：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意义与问
题一 百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与研究的意义二 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上篇 历史论第一章 经典著作译注期（1949—1979）第一节 继往开来：50年代至60年代的马
列原著译注与研究一 翻译评注：理论武器的储备二 学习研究：思想转变的历程第二节 离经叛道：“
文化大革命”十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之异化一 从批判武器到斗争工具：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
理论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二 从对比方法到突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对比方法与“三突出
”、“三陪衬”创作原则三 从无产者到高大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对象论与工农兵英雄人物形象第三
节 基本估价：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并存一 积极作用：新中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普及与转型
二 消极影响：新中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的排他性和研究的保守性第二章 理论体系探讨
期(1980一1988)第一节 横向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构成一 断简残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没有形成完整理论体系二 内在联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已经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二节 纵向探
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发展一 通史体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发展的逻辑延伸二 专题
结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发展的重点展示三 交叉融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发展的史论确
证第三节 当下之思：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研究的意义与提问一 检讨审视：不可低估的意义二 体
系再思：意犹未尽的话题第三章 当代形态建构期(1989_2003)第一节 宏观视野：构筑当代形态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一 以“生产论”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建构二 以“入论”为
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形态建构三 以“掌握论”为逻辑起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
形态建构第二节 聚焦难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现代转换一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现代转换的必然要求
和当代际遇二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现代转换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环节三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现代转换的历
史转变与当代趋向第三节 发展完善：当代形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过程中的时代课题一 当
代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中的问题二 当代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建构中的
难题中篇 范畴论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典型与现实主义研究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
的人学思想研究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艺术生产论研究下篇 走向论第七章 走向多元对话思
维第八章 走向多重资源整合第九章 走向多种方法综合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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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经典著作译注期（1949-1979）1949年至1979年，中国历史发展波澜起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研究艰难曲折。
今天，站在新世纪的桥头去回顾，从1949年至1979年这30年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实质上是翻
译介绍、评论注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30年。
30年中，经验与教训并存，成功与失败相伴。
然而，对于今天而言，无论是经验和成功，还是教训与失败，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也都会给我们以
某种启示。
　　第一节　继往开来：50年代至60年代的马列原著译注与研究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既宣告了旧时代的结束，又标志着新社会的来临。
从此，中国在政治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在思想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
，在经济上进入了大规模的建设运动并取得了伟大成就，在文化上开始了全面的变革活动并带来了巨
大变化。
在这一新形势的激励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也在迅速地变化着、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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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2000年获准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50年马克思
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的最终成果。
获得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近几年的立项数与申报数相比，立项率不到10％
。
我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机会，决心把这个项目做好。
2001年春节期间，我和夫人杨力女士到北京图书馆查阅相关资料，在北京图书馆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左
右。
一个月时间里，除正月初一、初二外几乎天天都在图书馆度过，将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00年的《全国
报刊目录索引》仔细地查阅了一遍（当时只有20世纪90年代的论文目录可通过网络查阅），最后复印
了两箱有关资料。
《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50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在我自己看来
，是一个具有相当难度和富于挑战性的题目。
首先，它姓“史”，是对新中国50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历史的研究，写史，必须掌握大量第一
手历史资料；其次，它姓“论”，是对新中国50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历史的反思，必须对大量
的历史资料进行筛选与审视，批判与考辨，提升与转化，使之具有理论形态；再次，它姓“未”，是
对未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发展趋势的预测、展望，预测、展望又必须是历史与现实基础上的合
理延伸，而非毫无根据的妄测。
我自己在做这个项目时，确立了一个基点：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交汇点上展开。
这样，就有了本著的三篇：历史论、范畴论、走向论。
同时，在具体论述中也时时提醒自己，思考历史要具有现代意识，评论现实要具有历史眼光，预测未
来要具有前瞻思维。
至于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达到了这个要求，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也许部分地实现了，部分地达到了；或许根本没有实现，没有达到。
留待读者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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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顾与前瞻: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及其未来走向》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
全书从绪论、历史论、范畴论与走向论等多个侧面，在逻辑与历史的结合、历时与共时统一的维度上
总结回顾50年来的我国文艺学发展历史。
作者站在历史、现实、未来的交汇点上，思考历史具有现代意识，评论现实具有历史眼光，预测未来
具有前瞻思维。
该著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新世纪文学理论本体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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