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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

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研究》计五篇20章(含“总论”)，分历史、当下、艺术人类学的思考三
个层面对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探索和具体实践进行全面研究。历史层面含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回顾总结和理论反思”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
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研究”两篇；当下层面含“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前文艺理论
重大问题研究”和“信息化、消费化时代的审美文化与艺术产业”两篇；末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话语中国化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为艺术人类学的展望层面。
“总论”从宏观上讨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五个基本问题：该命题的科学性、它与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之关系、它与当代文艺学理论创新的关系、方法论问题和从文化传播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中国化问题。
第一篇“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回顾总结和理论反思”分启蒙、奠基、十七年、“
文革”、新时期五个时段，客观回顾和考察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对
此进程中产生的标志性成果进行了总结和阐发，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特别
是失误的教训，并进行了理论的反思。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20世纪古代文学、文论研究”认真回顾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
今中国古代文学、文论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曲折历程和具体方式，在革命进程与学术命运
交织而成的总线索下重点揭示了在“左”的干扰下，中国文学、文论研究存在的革命化、政治化印迹
，并以介入社会和学术本位、理论阐释型研究和实事考证型研究、中西古今之争三个维度反思了百年
以来的中国文学、文论研究，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更好地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
思路。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与当前文艺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着
重探究新现实、新语境中审美意识形态论、人文精神、全球化语境下文艺理论的实践应用三个重要问
题。对审美意识形态论提出的背景、过程和重要理论意义和新世纪以来围绕该问题的新争论进行了再
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新阐释为价值坐标，考察了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和新理性精
神文论的深层内涵；对我国文艺理论教材体系和教学实践、文艺学的学科危机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
。
第四篇“信息化、消费化时代的审美文化与艺术产业”对当代中国审美文化实践中出现的重要现象—
—艺术产业建设——进行深入的研究，系统论述了马克思艺术生产理论的要义及其后“西马”理论家
的多方阐发，着重探讨了当代中国艺术产业的发展模式和规律，揭示出当代中国艺术产业的发展的内
在逻辑，并明确提出新的社会语境中产业化艺术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力量的主张
。
第五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解析”以全球性的人类学本土化运动为背
景，重点评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基本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及其艺术人类学价值，在完全本土
化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交织的人类学语境中，追问新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中国化是否即是西
方主流人类学所指证的“部分真理”之追求的理论问题。本篇提出的问题及其解答将有助缓解或克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面临的“既有理论的涵盖面在缩小，对新的世界性文艺现象的某些方面说服力
在减弱”的挑战。
全球化语境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大学文科教学和文艺学学科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有所削弱，
然而当代文艺新现实、新现象、新问题又迫切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给予应对和回答。本书或可为
构建我国当代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健康、蓬勃的发
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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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历程的回顾总结和理论反思　　引言　　19世纪中叶
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精神生产史上的伟大的事件，从19世纪末开始，经由西方传教士和晚清派驻
西方的外交官，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命题逐渐进入中国，由此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历史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的历史作用，在其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
了复杂而又曲折的发展历程。概而言之，在中国近百年社会革命和文学艺术变革的实践中，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不断得到传播、接受、应用、发展和深化，而这一过程本身其实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断与当下、本土之文艺实践相结合而获得中国性的历史
过程。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前进与倒退、成就与失误、偏离与纠正、曲折与反复的极为
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　　本篇将着重描述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初步中国化的历史过程
。全篇分五个阶段展开：（1）启蒙时期（1898～1919年），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初识马克思主义；（2
）奠基时期（1919～1949年），在偏离与错位中探索和建设；（3）十七年时期（1949～1966年），在
曲折中前进；（4）“文革”时期（1966～1976年）停滞和异化；（5）新时期以来（1977～现在），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重新走上正轨，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也
留下了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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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具书，老师要求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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