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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到今年整整走过了十五个春秋。
积十五年的感想、体会和经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了更多、更宽广的理解。
从研究的角度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是一种美学原理、美学思潮，也是一个美学学派和一门
美学学科；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属于美学的一部分；既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又与东方文化
密切相联，是超乎东西方文化的人类共同的财富。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它涵盖的面是非常宽的，无论原理、思潮的研究，还是学派和
学科的研究，甚或对它们作综合和交叉的研究，都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
十五年来，我们正是秉着这一“研究”的宗旨，力图全方位地反映、展现这一领域的前沿成果，推进
这一领域内外的相互交流。
目前已有的栏目，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
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中英审美现代性差异”、“审美人类学”、“学术访谈及专论
”等等，可以说都是这一宗旨的体现。
本期我们又推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研究”新栏目，相信它会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因为它是把我
们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接受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加深和拓宽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美
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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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解放后，思想改造运动空前激烈，意识形态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学术的争论也成了
政治立场的表征，标榜“自由主义”的朱光潜自然也不能幸免。
但从主要方面看，在他发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之后，继起的批判却在他的《美学怎样才能既
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之后风气为之一变，这篇文章被看成是“这场批判开始学术化的一个标志
”。
这说明，朱光潜可以屈从于一时的政治诉求，但是骨子里却是对学术的忠贞不渝，也恰是这种思想，
奠定了他以何种方式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以何种态度去回应对于他的批判。
 最后，本论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就是学界对朱光潜前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至
今尚无专门研究，虽然已经为一些学者所注意，如上所述，这是否意味着这个问题就不重要呢？
笔者认为是重要的。
这种重要性首先是它的困难性。
作为一代美学宗师的朱光潜，在解放前的著作当中却有意无意地很少提及甚至刻意回避马克思及其经
典作家作品，且即使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部分也是散见于他的各年代的著作之中，这是很耐人寻
味的。
因此必须要经过细致梳理和细心发掘才能窥探其中究竟。
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最为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很早就已经被传人中国，并且在
思想上和实践中都发挥着持续的重大影响，可是为什么到朱光潜这里却长时间被忽略或者漠视呢？
第三，建国之后，朱光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检讨自己，心悦诚服地皈依了马克思主义，宣称自己“是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么他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呢？
其理论基础何在呢？
通过研究他的前期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就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厘清其后期思想以及这种转
变过程，这对于全面掌握朱光潜的思想品质和逻辑架构，以及透过朱光潜理解当时整整一代知识分子
的心路历程，都是大有益处的。
 二、一条线索：朱光潜著作中的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壮大，不仅是国际共产主
义发展的重要一环，也适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作为时代的回响，朱光潜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号，并在其作品中有所体现，展示了他与现实的连
接；而从其1949年之前的作品来看，虽然直接谈及马克思的地方不多，但是在细节上，则恰恰表明朱
光潜从来都没有斩断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
只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接下来会谈到），朱光潜的理论方向并未立刻做出调整，这也是由他的学术品
格决定的。
因此，我们从其前期作品中不多的几次提到马克思之处做一个清理和分析，从而为管窥朱光潜如何认
识和看待马克思主义提供一条极为有用的线索。
 20年代的中国，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界空前活跃，各种西方理论充斥其间，如形式主义、写
实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实验主义等，其中马克思和《资本论》及其所代表的共产主义也成为其中
极为重要的一派。
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3月，正身处香港“洋学堂”的朱光潜发表了《怎样改造学术界？
》，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马克思。
但是文章的要旨不是为了介绍西方各家各派思想，而是面对中国时局和各种思潮，表达自己独立的思
考和判断力。
时年25岁的朱光潜因此批评了国人在面对民族危亡时的那种“病急乱投医”的现象，认为对西方各种
思想不加研究、不加分辨、囫囵吞枣式地加以接收下来，这对国人民族性的塑造以及国家的前途是不
利的。
这说明，朱光潜的头脑是清醒的、冷峻的，学风是审慎的、严肃的；而就后来的事实看来，朱光潜是
将这种严谨的治学精神一贯到底的：不教条、不盲从、不失自己的判断力，而要“建设一种自己的理
论”。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即使是今天，这种治学精神对于我们仍具不可或缺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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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15卷第1期)》为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的文章集，内容涵盖了文化研究、人类
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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