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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经典的传承与创新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傅其林 
 

 

    20 世纪世界文学理论体系在人文学科领域无疑尤为耀眼，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构成领

域，就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基础上创造性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在一定意义上传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本话语、基本理论和精神特

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不仅大都有着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积极通过实践改变世界，

转变现实生活，而且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著述的引述及其核心命题的具体阐释。伊格尔顿在《马

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指出，从 19世纪后期到 20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与马克思主义理

论内部的一定区域相对应，形成人类学、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四种主要模式。但是，伊格尔顿

所总结的四种模式，并未充分彰显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承经典的主要内容。事实上，上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四种模式，应该拓展调整为实践现实论、历史唯物论、政治革命论、意识

形态论、经济论等五种理论形态。 

    传承文艺批评经典的理论形态 

    实践现实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哲学基础与本体论根基，并赋予文论以理论深度与

逻辑力量。1923 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首篇文章为《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卢卡

奇在开篇便直接引述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

变世界。”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时期影响着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家，成为卢卡奇的实践美学、现实主义理论、审美反映的基石，构成葛兰西文化霸权理

论、大众文化理论的实践根本，激发了他们重视实践物质性与科学认知相结合的文艺理论，也催

生了布达佩斯学派、实践派等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倾向性、强调实践本体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与美学思想。 

    历史唯物论是考察社会历史变迁规律、确立人的存在的历史性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关于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等重要历史哲学思

想，以及他们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体现在对现代性的阐释。

本雅明对城市现代性与文学现代性、媒介现代性的洞察，阿多诺、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启蒙辩

证法研究，哈贝马斯对现代性哲学话语的解构与重构等，无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 

    政治革命论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干预现实、改变现实、推翻非正义的政治制度与

暴力机器的功能性意义，因而对文学与革命、艺术与政治的探索颇为显著，文艺理论成为催生当

代西方社会现实转型与革命的武器，敏锐地触及了西方社会政治的神经。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

包含着阶级政治意识，既有对社会主义政治的肯定，也有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抗；本雅明的文艺论

在波德莱尔的象征主义诗歌、超现实主义艺术中寻觅到现代革命的新领域与新形式；萨特的文学

介入理论意味着文学并非一块飞地，而是具有革命性、行动性意义的阵地；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

论则探测到权力的无意识渗透，在意指自然化的踪迹中揭橥政治支配的隐秘机制。 

    意识形态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维度，《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标志性的理论著作。

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不同维度阐发意识形态理论，形成了文艺意识形态论的复杂话语体

系，诸如卢卡奇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分析，阿尔都塞学派的文化意识形态结构理论，伊格尔顿的

批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意识形态理论，詹姆逊的话语意识形态批评、现实主义、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等。意识形态批评注重揭示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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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撰写的《资本论》成为马克思主义

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文本。准确地说，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而是马

克思反复强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即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西方马克思

主义传承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通过文艺命题的经济学问题研究，逼近资本主义社会

权力核心。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开篇就讨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

析，以技术作为突破口审视电影、摄影等机械复制艺术作品的生产接受机制；阿多诺、霍克海默

的文化工业批判探讨文化与现代工业生产消费机制的共谋，揭示大众文化的商业意识形态与政治

功能；詹姆逊窥测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型，审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的文化与经济联盟，以

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型来捕捉文化形象的嬗变。 

    历史语境转换中的理论创新 

    上述五种典型的文艺理论模式，可以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主要成就，在一定程度

上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与方法论在文艺理论领域的具体

化、系统化与知识话语的普遍化，在世界文艺理论体系中占据独特的空间，受到学界密切关注或

广泛认同。不仅如此，在传承中突出理论创新，在具体化与系统化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进行了历史语境的转换、知识话语的融汇和理论原创性之追求。 

    马克思、恩格斯身处的社会现实与政治语境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文化现象与生产方式主要

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处于帝国主义、跨国资本主义或者说晚

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等历史语境中，现代主义形态纷至沓来，后现代

主义文化疯狂蔓延，文艺生产与消费方式急剧转型。因此，立足于现实，把握历史性与当下性，

就赋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力，突出了马克思主义阐释现实文化现象的能力，从而推

动富有时代性的多元文艺理论建构，于是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被辩证地理解，超越

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视域。 

    知识话语的融汇，更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与批评方法，但应该注意的是，西

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价值诉求和理论观照，在很多问题上并未严格遵守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逻辑理路。而这些方法逻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理论效果产生了

制约性的影响，特别是消泯文学边界、脱离文学文本的理论倾向，更是我们的文论研究应该竭力

避免的。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根植于西方社会的文化土壤，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实践

并不完全具备有效性，因此在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时，我们应该有着明确的现实分析和价值

判断，立足中国本土文学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体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欧马克思主义美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22）阶段

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