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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列文论研究（第15辑）》内容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六十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
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法国现当代左翼文学的影响、蒋晓波法兰克福学派关于大众文化的解构与
建构、葛兰西的知识分子观与文化研究领域的知识分子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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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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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一再指出，艺术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它
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这充分说明即使走向市场面向消费者，文学仍要坚守自己的标高，它的商品属性的凸显不是其堕落和
低俗化的理由。
当下文艺为人服务成了仅仅为大众娱乐服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恩格尔系数的下降，大众的休闲和娱乐越来越重要，盲目排斥和粗暴否定
文艺的大众娱乐功能固然不现实不明智，但如果就此将其强化为文艺的“唯一”价值，极力排斥和消
解其审美、担当价值，一味追求娱乐至上、娱乐至死，显然有失偏颇甚至有害。
在快感主义的娱乐游戏中，审美的精神内涵被悄然消解，文艺活动更多地走向追逐娱乐游戏与狂欢；
审美学意义上的感性解放，被悄然替换成生物学意义上的感官快感；人的精神美感下降为动物式的官
能享受；传统理性主义范畴内的美感文艺，转化为后现代思潮下的快感文艺。
当下文艺在娱乐化、游戏化中所导致的审美精神失落，不仅会造成文艺审美活动的异化，同时也将导
致人性本身的异化。
倘若为了娱乐游戏而完全消解理性精神，走向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就显然跨越了应有的底线
。
当下一些文艺作品或娱乐活动，所追逐的恰恰是非理性本能化的情感宣泄与快感满足，将欲望当人性
，拿无聊当有趣，甚至以颠覆消解理性精神来搞笑逗乐，戏说和解构经典的作品，一味追逐娱乐化游
戏化。
各种娱乐选秀之类的节目彰显出一举成名和一夜暴富的示范效应，所隐含的价值导向一旦被放大或膨
胀，就有可能造成对其他人生价值观的消解和遮蔽，容易带来对青少年人生观的误导及心理扭曲，其
负面作用不言而喻。
它有可能在人的重新发现、人的尊严和价值重新被启蒙后，把人再次“物”化、自然化，甚至导致人
自身的异化。
而以马克思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就既要看到它对“抽象的人”的扬弃，也要清楚对主体性过分
张扬的限度，要使人回到守护者的本位，明白主体并不是人的唯一身份，人也不能时时以主体身份出
现，这样人与自然、人与物才会友好地互看，所谓“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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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末，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马克思主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怀疑、批评、否定
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盛极一时。
然而，这种局面并没维持多久。
21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再次回归，欧美思想界和学术界以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
一轮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每年一次的世界性马克思主义学术大会更是盛况空前。
特别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学术界更进一步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预见性，研读《资
本论》一时成为学界时尚。
同时，东方世界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趋势。
据《朝日新闻》报道：最近，日本出版了大量有关马克思的图书，这些书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在政治
、经济和哲学等方面的理论，日本正在出现异乎寻常的马克思热。
日本一些左翼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助于阐明21世纪出现的一些问题，例如经济全球化、环境
问题以及个人如何生活等（参见《环球时报》2010年9月1日第五版：《日本掀起“重读马克思”风潮
》）。
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尽管至今还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和否定立
场，但马克思主义仍居于主导地位却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深
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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