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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四个维度

董　 希　 文

(鲁东大学　 人文学院ꎬ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３９)

　 　 摘　 要: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世纪工程ꎬ需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ꎮ
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必须坚持立足国情和文艺实践ꎬ在回应现实挑战中发现问题ꎬ坚持“不

忘本来ꎬ吸收外来ꎬ面向未来”的原则高效构建ꎮ 一方面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已被实践证明的真理性

理论ꎻ另一方面ꎬ坚持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一切有益的理论资源ꎻ同时ꎬ要突出理论的创新性、前
瞻性及对现实文艺实践的指导作用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应在上述四个维度的有机统一中ꎬ为
世界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ꎮ
　 　 关键词:新时代ꎻ中国特色ꎻ马克思主义文论ꎻ四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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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

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

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系列重要

讲话、报告中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的指示具有方法论意义ꎮ 在论及如何创作

文艺精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时ꎬ
他指出ꎬ“我们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ꎬ在继承中转化ꎬ在学习中超越ꎬ创作更多体

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ꎬ
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屹立于世” [１]１０ꎮ 在论及如何发展和繁荣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时ꎬ他要求ꎬ“我们要坚持不忘本

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ꎬ既向内看、深入研究关系

国计民生的重大课题ꎬ又向外看、积极探索关系人

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ꎻ既向前看、准确判断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趋势ꎬ又向后看、善于继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２]１６ꎮ 在论及如何建

设社会主义优秀文化时ꎬ习近平总书记说ꎬ“不忘

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ꎬ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ꎬ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３]ꎮ 关

于何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ꎬ理论界

一般认为ꎬ“不忘本来”意味着必须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ꎻ“吸收外来”确指以开放眼光ꎬ注意借鉴外

国优秀成果ꎻ而“面向未来”即理论建设要有一定

高度和指导性ꎬ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引领作用ꎮ
若以传统观点视之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未来”与“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推陈出新”这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贯彻的文化发展路线和方

针异曲同工ꎮ 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

上述已被实践证明的正确理论ꎬ在坚守中发展ꎮ
但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

体系构建而言ꎬ面对当下语境ꎬ我们可以深入思考

“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一指示ꎬ并对

其做出新的阐释ꎬ使其现实意义更为突出ꎮ 马克

思主义文论并非土生土长、“中国制造”ꎬ它在中

国大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仅仅有百余年的历史ꎮ
因此ꎬ在贯彻上述指示时ꎬ要因事而异、与时俱进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必须立足文

艺发展现实ꎬ时刻解答现实提出的问题ꎬ要有明确

的问题意识ꎮ “不忘本来”意味着坚持马克思主

义经典文艺理论与思想创立时的初心及指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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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ꎻ“吸收外来”要求借鉴与吸收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之外一切有益思想资源ꎻ“面向未来”则指出

理论自身不是对已有思想资源的总结ꎬ而是要有

创新性和前瞻性ꎬ能够指导正在进行的文艺实践ꎬ
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理论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

主义文论构建应在围绕现实需要的前提下ꎬ协调

处理固本守正、继承借鉴、创新发展之间关系ꎬ坚
持在上述四个维度有机统一中寻求发展ꎬ即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立足中国、借鉴国外ꎬ挖
掘历史、把握当代ꎬ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

路” [２]１５ꎬ在创新中前进ꎮ

　 　 一、立足现实:坚持理论应有的实践品格

理论来源于现实活动ꎬ又要指导现实实践ꎬ这
是一切理论的根本特征ꎮ 否则ꎬ理论就会成为空

中楼阁ꎬ成为一种纯思辨的东西ꎮ 就文艺理论来

说ꎬ就会成为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ꎬ成为思想

家的“玩物”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构建必须建基于现实实践之上ꎮ
第一ꎬ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突出

品格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突出特质就在于

其现实实践性ꎬ其在现实实践中产生ꎬ在回应现实

问题中发展ꎮ 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

展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脉络ꎮ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马克思

主义理论家首先是革命导师ꎬ其关注的重点是无

产阶级革命和建设问题ꎬ而文艺活动仅仅是革命

和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ꎮ 因此ꎬ他们提出的

每一个文艺观点都有强烈的现实性ꎬ有时是为了

指导作家更好地创作进步文艺作品ꎬ有时是为了

抨击当时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反动论调和

错误言论ꎮ 前者如“典型人物”及“典型人物与典

型环境关系”等理论ꎬ后者如列宁现实主义反映

论和无产阶级文化创造论ꎮ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ꎬ经历了漫长的中

国化过程ꎮ “中国化”意味着一种外来理论须与

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ꎬ成为一种能够融入当地并

指导现实变革与发展的理论ꎮ 早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ꎬ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就指出ꎬ“马克思主义

的中国化ꎬ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ꎬ

即是说ꎬ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ꎬ成为全党亟待

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４]ꎮ 其后ꎬ他又提到“马
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

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５]５３４ꎮ 这是国内有关

“中国化”概念的最早提法及对其内涵所做的最

早阐释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
所提出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ꎬ都是一定

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ꎮ 革命的

文艺ꎬ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

产物” [６]８６０、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相统一的批评原

则、“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发展理念等就

是具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ꎮ 新中国成立以后ꎬ特别是新时期以来ꎬ中国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转型发展ꎬ国内有学者

认为其发展范式经历了从哲学认识论—审美活动

论—文艺 生 产 论—文 艺 文 化 学 的 渐 进 式 转

变[７]２７８－２８６ꎮ 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范式的

转换过程中ꎬ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ꎬ
那就是:任何一种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兴起都是适

时地顺应时代挑战ꎬ有效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ꎬ是
历史推出了自己的研究范式ꎬ而不是为了求新而

更新ꎮ 认识论范式论证了文艺的意识形态本质ꎬ
有效地配合了国内政治斗争ꎬ确立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ꎮ 审美活动论范式是新时

期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ꎬ确立了文艺的审美本质ꎬ
自此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走上独立发展之路ꎮ 文

艺生产范式回应市场经济的挑战ꎬ回答了文艺生

产与消费的互动关系及商品运作途径ꎬ在让文艺

走下了神圣的殿堂同时ꎬ使我们冷静而客观地观

察其运作过程ꎮ 文化学范式的出现有双重背景ꎬ
经济全球化时代极端“冷战”气氛下文化殖民和

文化资本无孔不入ꎬ这要求我们加快中华民族文

化伟大复兴建设ꎻ国内市场经济平稳发展和商业

消费意识甚嚣尘上ꎬ提醒我们警惕人文精神缺失ꎬ
呼吁建设先进文化ꎮ 就此而言ꎬ文艺研究范式转

换不是人为理论演绎ꎬ而是对文艺理论历史发展

的提炼ꎮ
第二ꎬ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必须

突出实践品格ꎬ彰显当代性ꎮ 列宁曾深刻地谈道: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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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

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ꎮ” [８]３７５这

时刻提醒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必须具备鲜明的中国性和当代性ꎮ 习近平总

书记有关文艺问题系列论述可以说是当下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成就ꎬ其
鲜明的时代特征无处不在ꎮ 新时代面临新问题ꎬ
有机遇又充满挑战ꎬ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理应正视现实问题ꎬ对现实文艺发展具有指导作

用ꎬ指导当代文艺创作勇攀高峰ꎬ满足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

提出的文艺时代引领作用、作家的使命担当、创作

精品永攀高峰、文艺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经验、文
艺的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益、文艺批评的“四性”
(人民性、历史性、审美性、艺术性)标准、媒体与

网络文艺发展ꎬ以及当代文论话语构建等都立足

当下文艺发展有“高原”无“高峰”的现实提出ꎬ特
别值得重视与深入挖掘ꎮ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就需要对上述问题做出理性反思与回答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

化的过程中ꎬ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

艺现实相结合ꎬ取得了重大理论突破ꎬ毛泽东«在
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在中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就是其中突出

的成果ꎮ 但理论返回实践ꎬ对文艺创作和批评实

践的指导作用还未充分发挥ꎬ文艺实践远未至臻

理想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作家们虽曾创作了“三红

一创ꎬ青山保林”以及«平凡的世界» «白鹿原»等
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ꎬ但体量并不丰富ꎬ品质方面

也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总体而言ꎬ达到鲁迅、郭沫

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著名作家水平的

人数还较少ꎮ 因此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实践

品格不仅仅在于其关注现实理论问题ꎬ具有理论

创新性ꎬ而且还应体现在其对文艺创作实践的有

效指导ꎬ能够切实提升作品的内在品质ꎮ

　 　 二、不忘本来:牢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的指导地位

　 　 “不忘本来”ꎬ不忘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姓

“马”的根本品格ꎬ意味着需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根本任务、基本方法和重要思想ꎮ 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是当

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

根本标志ꎬ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ꎮ” [２]８

第一ꎬ不忘初心与宗旨ꎮ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应该具有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政治导向ꎬ对
文艺实践具有指导和规约作用ꎮ 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不同于历史上一切形态的文艺思想ꎬ其形成

与持续发展建基于服务广大劳动大众的根本宗旨

之上ꎬ其根本目的在于用精神力量鼓舞劳动大众ꎬ
推翻一切剥削阶级ꎮ 回顾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历

史ꎬ可以发现这一精神的回声ꎮ 经典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形成于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ꎬ是马克思、恩格

斯领导无产阶级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ꎬ是鼓舞工

人、团结下层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手段ꎮ 列宁发

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ꎬ明确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学

的“党性”原则和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化的根本任

务ꎬ无产阶级文学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ꎮ 毛

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ꎬ革
命文艺的工作中心应该放在工农兵身上ꎬ“首先

是为工农兵的ꎬ为工农兵而创作ꎬ为工农兵所利用

的” [６]８６３ꎮ 这一指导思想几经论证与完善ꎬ后来发

展为“二为”方向———为人民服务ꎬ为社会主义服

务ꎬ并成为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针ꎮ 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需要不忘初心和宗旨ꎬ贯
彻文艺人民性要求ꎬ为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美好

生活需求服务ꎮ
第二ꎬ牢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

法ꎮ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所以

成为现代最有影响的文艺思想也在于其坚持运用

上述方法指导研究文艺问题、构建科学的理论体

系ꎮ 概而言之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ꎬ意味着必须辩

证处理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与现实生活的

关系ꎬ牢固树立文艺是社会生活反映的根本思想ꎮ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ꎬ意味着必须将文艺实践放在

一定条件、一定范围内做出科学合理评价ꎮ 具体

来说ꎬ对于文艺现象和流派ꎬ必须分析其产生的现

实原因和历史条件ꎻ对于文艺作品ꎬ则必须坚持历

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相统一的方法ꎻ而对于经典文

艺理论文献ꎬ更需要立足文本ꎬ在还原其事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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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ꎬ科学评价其历史地位与贡献ꎮ 比如对“美
的创造规律”的阐释就应如此ꎮ 马克思在«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

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ꎬ而人却懂得按

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ꎬ并且懂得处处

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ꎻ因此ꎬ人也按照美的

规律来构造ꎮ” [９]１６３ 这是马克思对 “美的创造规

律”的经典论述ꎬ它直接影响到后来实践论美学

的产生及中国 ２０ 世纪中期的“美学大讨论”ꎮ 那

么ꎬ“物种尺度” “人的内在尺度”的内涵到底为

何? “美的创造”究竟是按照何种规律来实现的?
两个“尺度”是如何统一的? 所有上述问题不仅

需要我们进行深刻解释ꎬ而且更需要对马克思何

以从人类学视角剖析美学问题、异化劳动与美的

产生等问题本身的历史意义做出科学定位与

评价ꎮ
第三ꎬ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固有的实践性和

反思性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革命导师在指导

进步作家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中产生的ꎬ并在回

应现实问题和反观自身中不断发展ꎬ实践性和反

思性是其固有特质ꎮ 所谓实践性ꎬ意味着理论要

回应现实问题ꎬ不能为了理论而理论ꎬ成为没有

“文学”的文学理论ꎻ所谓反思性ꎬ就是理论要时

刻反观自身ꎬ注意理论话语构建及体系的完整性ꎮ
这看似矛盾的两个问题ꎬ实则密不可分ꎮ 概而言

之ꎬ就是注意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ꎬ避免空谈理论

和分析琐碎文本ꎬ在关注现实文艺实践中发展建

设理论ꎮ 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必

须坚持这一根本原则与方法ꎮ 例如ꎬ过去的文学

理论重视创作研究ꎬ作品和鉴赏、批评研究较为薄

弱ꎮ 现在是消费社会ꎬ文艺的消费、接受、鉴赏和

批评便成为热点问题ꎮ 文艺消费的发展何去何

从ꎬ文艺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如何等问题不能不引

起重视ꎮ 实际上ꎬ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中对这一问题就有深刻论述:“生产和消费

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ꎬ “生产是消费”
“消费是生产”ꎬ两者存在着“直接的同一性”ꎻ“每
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ꎻ以对方为中介ꎻ这表现为

它们的相互依存ꎻ这是一个运动ꎬ它们通过这个运

动彼此发生关系ꎬ表现为互不可缺ꎬ但又各自处于

对方之外” [１０]１６－１８ꎮ 我们完全可以用这一理论来

指导文艺研究ꎬ来深刻地阐释文艺经济学兴起的

动因ꎬ来很好地理解文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

间的多元关系ꎬ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ꎮ
第四ꎬ坚持已被实践验证具有真理性的理论

思想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产生 １８０ 余年来ꎬ提
出了诸多有关文艺问题的深刻见解ꎮ 对于那些已

被实践验证具有真理性的认识ꎬ必须努力坚守ꎮ
如此处理ꎬ其意义在于:一方面ꎬ我们是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研究文艺问题

的基本立场ꎻ另一方面ꎬ能够提高研究效率ꎬ为不

必要的暗中摸索节省时间ꎮ 如对文艺是现实生活

的能动反映、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批评

标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创造等真理性认识ꎬ
就必须贯彻与坚持ꎮ 对一些曾有模糊认识ꎬ但通

过辨析愈显真理性的观点ꎬ更需要固守与坚持ꎮ
如对文艺创作倾向性的理解就是如此ꎮ 恩格斯在

«致敏考茨基»中说道:“我认为ꎬ倾向应当从场

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ꎬ而无须特别把

它指点出来ꎻ同时我认为ꎬ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

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

者ꎮ” [１１]５４５有人认为ꎬ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ꎬ恩格

斯是反对文学的倾向性的ꎬ并且十分反感“倾向

文学”ꎮ 实际上ꎬ这种观点就值得商榷ꎮ 我们知

道ꎬ真实性和倾向性关系是文学基础理论中一个

很重要问题ꎬ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不可能

回避这一问题ꎮ 综观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

态»到«致博尔吉乌斯»的文艺论述ꎬ可以看到恩

格斯一贯强调意识对物质现实的能动反作用ꎮ 文

学作为一种意识现象ꎬ其反作用是可想而知ꎬ恩格

斯怎么会反对文艺的倾向性呢? 通过这种反问ꎬ
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并不反对文艺的倾向性ꎬ他
反对的是忽视文艺创作规律的“席勒式”的图解

现实的主张———把个人作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

声筒的做法ꎬ并由此而发ꎬ指出了如何正确处理真

实性和倾向性关系的箴言ꎬ“倾向应当从场面和

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ꎬ而不应当特别把它

指点出来”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精品文艺必须

“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 [１２]６ꎬ必须具有鲜明的

价值取向和人生指导意义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经

典文论中有关文艺倾向性的坚守与现代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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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吸收外来:借鉴与吸纳一切有益思

想资源

　 　 所谓“吸收外来”ꎬ在这里不仅仅指吸收外国

文论资源ꎬ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外来”思想ꎮ 这

里的“外来”ꎬ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外ꎬ既包括

本土传统优秀文论遗产ꎬ也包含来自于其他国家

的思想资源ꎬ还包括文论以外其他学科可资借鉴

的思想与方法ꎮ 换句话ꎬ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外的

一切具有启发、借鉴价值的思想资源都可以经过

鉴别而加以吸收ꎬ在多种理论资源互鉴中推进新

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稳步发展ꎮ
第一ꎬ弘扬传统优秀文论遗产ꎬ对其进行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ꎬ
中国古代创造了优秀文化遗产ꎬ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必须弘扬传统优秀文论ꎬ通过“剔除糟粕、吸收精

华”的方式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ꎮ
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对传统文论中具有借鉴

价值的资源剔除其不合理的形式加以转化为我所

用ꎬ所谓“创新性发展”就是对文论中具有可利用

价值的资源加以丰富、补充与发展ꎬ使其成为新时

代文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ꎬ使当代文论能够延

续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血脉ꎮ
中国古代文论一直非常重视文艺的教化功

能ꎬ把文艺视为“经国之大业ꎬ不朽之盛事” [１３]６１ꎬ
突出文艺的“成孝敬ꎬ厚人伦ꎬ美教化ꎬ移风俗”价
值[１４]３０ꎮ 这些见解将文艺当成宣传封建统治政策

的耳目与喉舌ꎬ不免带有浓厚政教中心论色彩ꎬ但
不可否认仍有合理成分可以借鉴ꎮ 我们可以通过

剔除封建糟粕的方式ꎬ将其合理阐发为文艺传播

正能量的理论依据ꎮ 当下文艺要引领时代风气ꎬ
“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１２]５ꎬ成为宣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ꎬ就必须充分重

视其舆论功能ꎮ 宋明理学也是如此ꎬ其核心“存
天理ꎬ灭人欲”虽为新时代所批判ꎬ但其突出文艺

的筋骨乃至崇高品格却有特殊价值ꎮ 中国古代重

体验与感悟的批评方式注重从文本出发ꎬ突显读

有所得ꎬ能够有效避免脱离文本、直奔主题的空洞

说教ꎮ “太上立德ꎬ其次立言” [１５]１９９强调创作主体

品格与胸襟对于精品创作的重要意义ꎬ其“德”虽

为封建伦理道德ꎬ必须摒弃ꎬ但“德”之于作品创

作的重要价值却不能忽视ꎮ 上述遗产都值得转化

与借鉴ꎮ 而传统文论遗产中ꎬ“神思”理论之于

“想象”的阐发、“妙悟”理论之于“体验”的论述、
“天人合一”学说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才
情”说之于情感意义的阐发等ꎬ分析虽未至臻理

想ꎬ虽远未充分ꎬ但都是很有启发价值的认识ꎬ需
要在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加以

创新性发展ꎮ
第二ꎬ吸收优秀外国文论资源ꎬ在其中国化过

程中为我所用ꎮ 文艺理论是对文艺活动规律的理

性思考ꎬ中外文艺活动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外文艺

思想具有可交流与通约性ꎮ 特别在全球化一体化

进程中ꎬ这种交流与借鉴不仅不可避免ꎬ而且十分

必要ꎮ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ꎬ中国文艺理论的迅猛

发展离不开西方文艺理论资源的引进ꎬ各方资源

的译介打破了苏联模式一支独大的局面和各种

“禁区”ꎬ带来了文艺的春天ꎬ才有了今天多元共

生的繁荣气象ꎮ
首先ꎬ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尤其需要借鉴“西马”文论发展成果ꎬ更要吸取其

中的经验与教训ꎮ 卢卡奇的现实主义理论以及其

与布莱希特有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论争很有

启发价值ꎮ 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既必须坚持现实

主义精神ꎬ又须融入现代主义因素ꎬ如何用现代技

法讲述当下“中国故事”值得深入思考ꎮ 法兰克

福学派对于“文化工业”下大众审美文化的批判

理论需要借鉴ꎬ其有利于深化新时代中国审美文

艺“事业”与“产业”之间关系的探究ꎮ 伯明翰当

代文化研究中心有关文化唯物主义阐释及“编
码 /解码”理论值得思考ꎬ其对新时代文学文化研

究及新媒体文艺思想多有启发ꎮ 另外ꎬ萨特的

“介入”理论、本雅明的“技术本体论”、伊格尔顿

的审美意识形态生产论、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
理论等虽各有其局限ꎬ但总体上贯彻马克思主义

基本思想ꎬ可资挖掘之处甚多ꎮ 其次ꎬ注意吸收各

种现代性文艺思想ꎮ 不可否认ꎬ西方现代化进程

领先中国ꎬ使其较早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思考ꎬ特别

是对审美现代性悖论(审美与启蒙关系)有着深

入研究ꎬ提出了诸多富有针对性和挑战性的建议ꎮ
如齐美尔对审美与时尚关系的辨析、卡林内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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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性五个特征的剖析、伯曼对现代文化多变

性的研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鲍曼

对现代文化“流动性”的探讨等都涉及现代文艺

流变并做出了深入思考ꎬ对即将或已步入现代性

探究的当代中国文艺发展提出诸多值得警惕、避
免和深思的问题ꎮ 再次ꎬ注意吸收西方各个时期

经典文艺思想ꎬ特别是关乎文艺活动本质的相关认

识ꎬ如柏拉图的文艺教化论、康德的文艺审美论、黑
格尔的文艺典型论、英伽登的文本层次论、弗莱的

原型批评论等ꎬ在辨析与披沙拣金中吸收有益成

分ꎮ 最后ꎬ还应注意吸收日本、印度、阿拉伯文论中

有益思想ꎬ这些产生于东方的文化资源由于地域的

切近ꎬ无论在思维方式还是观念思想方面都与中国

文论具有更多共通性ꎬ更容易交流与互鉴ꎮ
第三ꎬ借鉴其他学科思想ꎬ推进文论与时俱

进ꎮ 在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中ꎬ各社会科学特别

是人文学科知识具有相通性ꎬ学科之间知识的互

鉴能够促进彼此发展ꎮ 如中国古代的文史哲互补

促进并维持了各自特色ꎬ而 ２０ 世纪西方结构主义

语言学的出现则带动了哲学、历史学、人类学、文
学的发展ꎮ 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

论建设过程中ꎬ需要积极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思

想资源ꎬ或吸收其思想观念ꎬ或借鉴其方法ꎬ充分

发挥其他理论资源的带动作用ꎮ
对其他学科成果的借鉴首先表现为方法引

入ꎮ 每门学科知识都有自己的阈限与范围ꎬ很难

将其结论直接嫁接与引入其他学科ꎬ但其方法往

往具有共通性和启发性ꎬ可适当引入以推进新知

识的形成ꎮ 如结构主义语言学关注共时语言体系

的思路、区分能指与所指关系、突出语言与言语的

区别、引入组合与聚合观念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文

艺研究启发很大ꎬ直接促生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研

究ꎬ因此ꎬ可以借鉴现代语言学方法和成果研究中

国当下文艺领域中技法创新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６０ 年代历史学科有了长足发展ꎬ出现了新历史主

义研究方法ꎬ其主要见解是历史是一种话语书写ꎬ
任何历史都是一部当代史ꎬ因此ꎬ历史和文学具有

互文关系ꎮ 该方法具有启发价值ꎬ用于探究文学

与历史的新型关系、分析文学经典的解构与重构

等问题能够得出新的见解与结论ꎮ 此外ꎬ也可引

进相关学科的新观点、新认识ꎬ促进文艺观念更

新ꎮ 长期以来ꎬ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结论僵化:
文艺要么是政治的耳目与喉舌ꎬ要么与政治无涉ꎬ
是纯审美的产物ꎬ其间张力关系不容易理清ꎮ 西

方当代政治学有了新发展ꎬ提出了“文化政治”思
路ꎬ认为文化是一种软性政治ꎬ渗透入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面ꎬ无时无刻不发挥着塑形功能ꎬ因此ꎬ政
治并不就是强硬的观念灌输ꎬ而是一种文化渗透ꎮ
就此而言ꎬ新时代文艺创作乃至文论话语也应具

有这种“润物无声”的教化价值ꎮ 上述产生于西

方语言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方法与思想虽

然最初与文艺无涉ꎬ但西方文论都进行了有益借

鉴与改造ꎬ我们更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其

辨别、吸收ꎬ为我所用ꎬ使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

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当然ꎬ在吸收各种外来文艺思想时ꎬ必须坚持

“洋为中用”的原则ꎬ坚持辨析、消化基础上的吸

收与互鉴ꎬ切忌各种形式的不讲条件的生搬硬套ꎮ

　 　 四、面向未来:构建指导性、前瞻性理

论话语

　 　 所谓“面向未来”ꎬ意味着各种理论建设不是

对过去经验的总结ꎬ更不是就事论事的琐碎事件

探讨ꎬ也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ꎬ而是指理论建设要

有一定深度和广度ꎬ在当下实践经验提升基础上

构建完善理论体系ꎬ对未来现实社会实践具有宏

观指导价值ꎬ对人类生活产生广泛影响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要做到“面

向未来”ꎬ必须注意以下几点ꎮ
第一要具有创新基质ꎮ 这是就“面向未来”

理论的内在特质而言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

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推出具有

独创性的研究成果ꎬ就要从我国实际出发ꎬ坚持实

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ꎬ
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ꎮ” [２]１９因

此ꎬ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论既不是对以往马克思

主义文论的简单总结ꎬ也不是对传统文论与西方

文论的简单弘扬与借鉴ꎬ它须立足现实实践ꎬ综合

上述资源ꎬ进行创新性发展ꎬ创新是其特质ꎮ 回顾

中西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ꎬ每一重大理论的提出

无不是顺应时代要求的创新性发展ꎬ都响亮而有

针对性地回答了现实提出的问题ꎮ 列宁提出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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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文化建设理论适应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文

化安全需要ꎻ法兰克福学派大众审美文化批判理

论是基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文化工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ꎻ伯明翰文化唯物主义理论与七八十年代

英国工人文化相契合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则指导

了其后文艺大众化建设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

人民为中心、创作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理论则

是基于新时代社会矛盾变化而提出:文艺应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

义文论构建创新性话语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理

论创新必须符合国家需求和意识形态安全ꎻ二是

要有标识性概念和标志性论断ꎻ三是要大胆创造ꎬ
充分显示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ꎮ

第二要能够引领时代ꎮ 这是就“面向未来”
理论的功能而言ꎮ 马克思、毛泽东等革命导师早

就指出ꎬ理论来源于实践ꎬ最终还要回到实践ꎬ但
这不是简单的、重复性的回归ꎬ而是对实践发挥了

指导和引领作用的回归ꎬ体现出了理论指向“未
来”的特质ꎮ 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

设而言ꎬ这意味着理论不仅能够回应现实文艺提

出的挑战ꎬ而且对于将来文艺发展能够做出预测

和研判ꎬ具有前瞻性和指引性ꎮ 这种引领功能突

出表现为:一方面ꎬ能够引领当代文艺发展ꎮ 我国

当代文艺取得了长足发展ꎬ但远未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需要ꎮ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问题系列讲话

中提出的精品创作、文艺批评“四性”标准、文艺

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网络文艺发展等就能起到

指引当代文艺发展的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能够引领

当下文艺理论发展ꎮ 新时期以来ꎬ我国文艺理论

界在传统文论现代转化、西方文论引进和中国化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ꎬ文论建设取得的成绩有目共

睹ꎮ 但也存在很多问题ꎬ“失语症”就是突出表

现———离开了西方话语ꎬ便无法言说对文艺活动

的见解与看法ꎬ导致“强制阐释”随处可见ꎮ 新时

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应彻底改变“失语”现象ꎬ
建立起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ꎬ引领文艺理论发展ꎮ
这就需要理论界认真反思四十多年来文论建设的

经验与教训ꎬ对语言转向、文化转向、视觉转向中

引进的各种理论资源进行剖析ꎬ吸收合理成分ꎬ并
注意弘扬传统优秀文论遗产ꎬ更重要的是坚持马

克思主义方法论下的综合创新ꎮ 当下的“马工

程”理论建设就是基于上述考虑ꎬ从实效来看ꎬ也
基本达到了上述目标ꎮ

第三要提供中国方案ꎬ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ꎮ 这是就“面向未来”理论的发展目标而言ꎮ
放眼全球化背景和复杂国际关系ꎬ理论建设必须

协调处理“世界性”和“民族性”、“全球化”和“本
土化”关系ꎬ必须充分认识到:越是民族的ꎬ越是

世界的ꎮ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一定要

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前提下ꎬ走向世界ꎬ用“中国故

事”“中国经验”阐释文艺基本理论问题ꎬ向世界

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模式”ꎬ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增砖添瓦ꎮ 要做到这一点ꎬ需要充分研究

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一是深入阐释传统优秀文

化ꎮ 在“双创”原则指导下ꎬ发掘其中具有现代意

义的理论话语资源ꎬ如含蓄的诗化表达方式ꎬ充满

诗意的语图互文艺术、满怀体验的悟读理论、天人

合一的宇宙境界等ꎮ 二是探究现代汉语书写经

验ꎮ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中西结合中汉语写

作、现代艺术取得了瞩目成就ꎬ探索了诸多可资借

鉴的文艺经验ꎬ值得推广与发扬ꎬ如朦胧诗创作、
地域文化书写、网游文学开发等ꎮ 三是构建新时

代文论话语ꎮ 例如ꎬ如何将中国传统悟读、西方文

本细读与当下文本阅读相结合建立更为科学的公

共阐释理论ꎻ如何将经典叙事学和新叙事学与中

国传统叙事理论相结合建立新的叙事模式ꎬ讲述

“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抑或构建新的中国叙

事学ꎻ如何将传统语图互文叙事与各种视觉叙事、
视觉文化理论相结合ꎬ探究新型图像叙事理论ꎮ
在这些前沿问题研究中ꎬ容易构建新型理论话语ꎬ
探索出中国文艺理论模式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做出贡献ꎮ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是一项

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ꎬ无捷径可走ꎬ无经验可依ꎬ
必须坚定信心进行艰苦卓绝的探索ꎮ 唯有遵照

«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
中提出的“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ꎬ继承中国

传统文艺理论评论优秀遗产ꎬ批判借鉴外国文艺

理论ꎬ研究梳理、弘扬创新中华美学精神ꎬ推动美

德、美学、美文相结合ꎬ展现当代中国审美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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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纲领[１６]１２ꎬ唯有立足实践ꎬ“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ꎬ坚持四个维度有机统一ꎬ我们才

能走出各种思想迷雾和泥沼ꎬ显示充分的理论自

信和文化自信ꎬ为繁荣当下文艺创作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ꎮ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

上的讲话[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２]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３]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Ｎ] .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７－１０－１９(２) .
[４]毛泽东.论新阶段[Ｎ] .解放(第五十七期)ꎬ１９３８－

１１－２５.
[５]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Ｍ]∥

毛泽东选集:第 ２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１.
[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Ｍ]∥毛泽

东选集:第 ３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７]董希文.范式转型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

究的进展[Ｃ]∥马列文论研究(第 １５ 辑) .湘潭:湘潭大学

出版社ꎬ２０１０.
[８]列宁.论民族自决权[Ｍ]∥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

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 ２ 卷.北京:人民

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９]马克思.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Ｍ]∥ 中共中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１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１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Ｍ]∥ 中共中

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第 ８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０９.
[１１]恩格斯.致敏考茨基[Ｍ]∥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１０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９５.

[１２]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Ｍ] .北京:
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１３]曹丕.典论论文[Ｍ]∥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

选(１ 卷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１４]毛苌.毛诗序[Ｍ]∥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１

卷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１５]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第十七[Ｍ]∥王志彬ꎬ译

注.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２.
[１６]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

主义文艺的意见[Ｍ] .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５.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ＤＯＮＧ Ｘｉｗ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ꎬ Ｌｕ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３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ｉｓ ａｎ ｕ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ｃｅｎｔｅｎａｒｙ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ｄｈｅｒｅ ｔｏ ｂｅ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ꎬ ａｎｄ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ｈｅｒｉｓ￣
ｈｉｎｇ ｏｕ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ｏｏｔｓꎬ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ꎬ ａｎｄ ｂｅｉｎｇ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ｎｅ ｔｈｉｎｇ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ａｄ￣
ｈｅｒｅ ｔｏ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ｕｔｈ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ｖｅｎ ｂ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ꎻ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ｓｔｉｃｋ ｔｏ ａｂｓｏｒｂ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ｔｈｅｏｒｙꎻ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ｗｅ ｍｕｓ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ｎｅｓｓꎬ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ｓｄｏｍ ａｎｄ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ｅｒａꎻ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ꎻ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ꎻ ｆｏｕｒ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责任编辑　 合　 壹ꎻ实习编辑　 王甜甜)

５７

新时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四个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