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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马克思主义”文论是本世纪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论之一，《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新马
克思主义文论》是对它的历史回顾与总结。
《20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丛书：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着重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先驱者们的文论思想；中篇讨论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文论思想
；下篇则有选择性地分析英、法、美等国“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有关论述。
通过各篇重要人物和主要问题的论述，作者试图勾勒出“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演变过程，客观地审
视其理论得失。
结语部分还对国内“新马克思主义”研究做了扼要的回顾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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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驰，1955年12月生于上海。
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和复旦大学，文学博士。
先后就职于华东理工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多年从事西方文论与美学、马列文论的教学研究。
著有：《叛逆的谋杀者一解构主义文学批评述要》《卢卡奇美学思想论纲》，合著有《20世纪西方美
学主流》《现代西方美学史》《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论稿》
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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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绪论上篇 “新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文论第一章 卢森堡：文艺应当是人民群众伟大革命实践的一
部分第一节 与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分歧第二节 作家应成为争取人类进步的自由斗士第二章 葛兰西：实
践理论的旗手第一节 “实践哲学”的倡导者第二节 文艺作为观念形态，属于历史的范畴第三章 卢卡
奇：对艺术反映现实特殊形式的探求第一节 艺术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形式第二节 艺术形式把人提高
到人的高度第三节 艺术不能直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第四节 形式始终是具有一定内容的第五节 不要自
己欺骗自己第四章 布洛赫：为先锋艺术呐喊第一节 我们没有信心，我们唯有希望第二节 艺术是对白
日梦的改造第三节 表现主义艺术的支持者第五章 布莱希特：新艺术形式的勇敢实践者第一节 现代戏
剧应该是史诗剧第二节 用“陌生化方法”去代替“共鸣第三节 现实主义是广阔的、多样的中篇 法兰
克福学派的文论第六章 本雅明：拯救未来时代的寓言批评第一节 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形式第二节 以
“震惊”代替“韵味”第三节 寓言在思想的国度里如同废墟在物质的国度里第四节 把艺术从统治者
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第七章 阿多诺：对艺术社会责任的思考第一节 否定的辩证法第二节 “新音乐”要
批判装饰、批判因袭第三节 艺术所能做到的只是否定异化的社会第八章 马尔库塞：艺术必须成为群
众的事业第一节 人的解放就是爱欲的解放第二节 艺术具有超越现实、变革现状的社会功能第三节 艺
术能单独用感性来表达它的真理下篇 英国、法国、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第九章 伊格尔顿：
英国“新左派”的旗帜第一节 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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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年来，在我国理论界大凡论及“新马克思主义”时，人们往往就要为其“定性”甚至“定案”
，人们常常批评“新马克思主义”者用各种资产阶级思潮去补充马克思主义，认为这是“根本性的错
误”。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批判地扬弃19世纪之前各种资产阶级学说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资
产阶级思潮本身并不可怕，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各种思潮结合起来，正表明这些理论家们没
有把马克思主义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整个氛围中孤立出来。
相反那些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与整个人类文化，特别是现当代西方哲学对立起来的研究者，除了能为
我们提供某些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结论外，还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呢？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赞成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简单“嫁接”。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股还在发展、变化着的思潮，还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方面当代世界面临着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后工业社会问题、全球化问题、生态问题等等都成了它新
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各种思潮相融合的倾向仍在不断地扩大着。
此外，70年代初，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的发表，也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这
些都使“新马克思主义”面对新问题，提出新见解。
应当承认，他们对世界面临的诸种问题所作出的解释或回答，未必都是终极真理，确有不少还有待商
榷或要留待历史的检验，但他们在理论上提出的一些热点问题，却为所有致力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研究者留下了思考的余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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