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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讲到,“要高度重视
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运用历史的、人民的、
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
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
里对如何重视和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提出了新问
题、新思想和新观点。而“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
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则是在马克
思主义奠基人提出文学批评的历史观点和美学
观点的基础上，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的讲话》开拓的人民观点的基础上，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的实践和理论不断发展的基
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则这个文艺批评
中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提出了新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观点”与
“历史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
批评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
的、美学的观点”之“观点”一语，在马克思主义文
学理论中，其含义不是与一般性的“看法”等同的
语词，而是指称评判和鉴赏文艺作品的内含着立
场、方法和文艺批评标准的原则，把这种文学批
评的基本原则表述为“观点”，来自马克思主义奠
基人。同时，“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
点”中的两个观点：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也来自
于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开创了马克
思主义，其中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
论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全面地分析了作为艺术
在内的意识形态形式在人类社会，特别是在现代
社会中的地位、功能、实践活动方式等，而且马克
思恩格斯以其实际的文学批评活动，奠定了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原则。1859 年 4 月，马克
思给裴迪南·拉萨尔写信，就他的剧本《弗朗茨·
冯·济金根》发表了十分专业的文学评论见解。马
克思对拉萨尔的剧本的不足，谈了两点意见，“第
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
写，你本来可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

“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
使 1848—1849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
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
版社 2009 年版，第 169 页）马克思对拉萨尔剧本
的文学批评，着眼于文学作品的两个主要方面：
形式和内容。从形式和内容统一的美学观，马克
思既指出剧本形式的艺术性不足的问题，又深刻
地指出作品对描绘的事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悲
剧文体的结构性冲突，而应该揭示出这些事件的
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时隔一个月，恩格斯也写
信给拉萨尔，就他的剧本《弗朗茨·冯·济金根》同
样发表了深刻犀利的文学批评意见。他分析拉萨
尔剧本的思路与马克思是一样的。恩格斯把他与
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概括为“美学观
点和史学观点”。恩格斯说，“我是从美学观点和
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
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
意见”。“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
的利益，批评必然是尽可能坦率的；此外，每当出
现一个新的例证，证明我们的党不论在什么领域
中出现，都显出自己的优越性时，我和我们大家
总是感到高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
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7—178 页。“史学观
点”是此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新译，原译为“历
史观点”，二者在意义上是一致的。）

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的基本原则，来自于马克思关于艺术的两个
核心思想。一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
言》（1859）关于艺术是意识形态形式的论述，一
个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857）关
于艺术是人类从精神上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的
论述。这两个核心思想从审美和意识形态两个基
本层面，抓住了文学艺术作品以及一切文艺现象
存在的主要特征。因而对于文艺作品的审美特征
的批评要用美学观点，对于文艺意识形态特征的
批评要用历史观点。文艺是人类在审美领域的实
践活动，文艺作品和一切文艺现象都以审美活动
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作家艺术家在创作时的审
美意识活动和读者、观众阅读、欣赏时的审美感受
和体验，都必然首先从美学的观点的分析中才能
得到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批评活动，作为
一种范例，已经证实了“美学观点”在文学批评中
的必要性。对于文学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特征
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优越的
阐释能力。所以，恩格斯说，文学批评不仅需要美
学观点，还需要史学观点，即历史观点。这个历史
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就是根据“不是

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
意识”的原理，对文艺作品在审美方式中表现的
意识形态从其所以产生的社会存在根源上去分
析、判断。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要求在评论文艺
作品时，必须把作品在艺术形式、情节结构、形象
塑造、情感表现等诸多审美元素置于产生这些审
美形态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进行分析，清晰地呈
现作品所以产生、所以会以如此形态产生的真实
社会历史面貌，从而揭示与解释内在地存在于作
品深层的历史观、社会观的实际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所确立的历史观点与美学观
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是否坚持
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
其他文学批评的重要区别。只有美学观点，没有
历史观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而只有历
史观点，没有美学观点则是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文艺批评的历史观点历来重视文艺作品对
现实生活的深刻反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
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
者、先倡者”，突出强调了艺术要正确地表现历史
走向现实的历史传统和美学精神，指出艺术家
要“为历史存正气”，“ 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
学精神。”现时代文艺作品有自身的审美特征，大
众化的审美取向是一种时代风尚，在这种时代审
美习俗有所变化的时候，依然要坚持美学观点。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低俗的快餐艺术影响扩展的
问题，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
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艺术所引发的审
美快感应该由悦耳悦目而逐次上升到悦心悦意、
悦神悦志的高远精神境界，审美快感并不仅仅是
感官的满足，而是经由感官满足传递至整个心灵
的精神洗礼，为此习近平总书记说，“追求真善美
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而且，不仅是赏心悦目的美
女帅哥、清幽雅致的风景等可以给人以优美秀丽
的感受，搞笑幽默可以消愁解闷，而审美的至极则
是习近平总书记所特别提出强调的文艺作品要

“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信仰之美、崇高之美
恰好是人之为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人格精神
和魅力的表征，在当下以美女帅哥主打演艺、搞
笑奇异风格凸显的文艺随处可见，缺少着力表现
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的扛鼎之作，是文艺美学精
神的缺失。这些论述都是在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
的制高点上对我国现实文艺问题的深刻论述，也
是对文艺批评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的新观点。

同时，马恩除了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之外再
也没有提出其他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另
外的两个观点，即人民观点和艺术观点，则是在
历史观点和美学观点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文艺批评原则的创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开
拓的人民观点

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集中概括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原
则方法。《讲话》非常著名的文学批评理论是关于
文艺批评标准的论述。毛泽东说：“文艺批评有两
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58 页）显然，毛泽东提出的文学批评的
政治标准有从列宁开始的强调文艺的阶级性、党
性的政治意涵，而这种政治意涵从理论思路来
讲，总体上还是来自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
观点，同时又在当时历史环境中把历史观点强化
与简化为政治观点。这种强化与简化在当时有不
能否定的意义和价值。现在看来，当然有不够确
切和妥当之处。在新时期，我国文艺界在调整文
艺的方针政策，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
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政治标准中包含着历史观点
的内涵。现在重读毛泽东的《讲话》，我觉得贯穿
在全文中毛泽东根据列宁“文学必须为千千万万
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所阐发的人民美学思想和
人民文学理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
重要成就，而毛泽东的文学批评思想中独树一帜
的正是文学批评的人民观点。毛泽东指出，“无产
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
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
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毛泽东论文
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8
页）这个论述是毛泽东对其政治标准在应用时着
力的重点环节，实际上把历史观点分析为“检查
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
义”两个着眼点，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点
的非常深刻的阐释和拓展。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
的，历史上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必然有一种正确地

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马恩的历史观点在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进一步拓展为两个
要点：一个是马恩一直关注的文艺思想价值的社
会根源与历史意义，另一个就是在文艺作品中确
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主导地位。毛泽东明确
地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
题，原则的问题”。（同上书，第 45 页）“无论高级
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
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
兵所利用的。”（同上书，第 52 页）毛泽东的人民
美学的主体是十分明确的，它始终都是中国广大
人民群众。它要让创造物质文化的劳动者，也成
为精神文化的拥有者，把剥削阶级社会几千年中

“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劳动者成为畸形”的颠倒了
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由此，他要求艺术家创
作出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要求从人民群
众实际的审美需求和满足这种审美需求的可能
性、现实性出发进行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
文艺实践，要求在评论文艺作品时检查它们对待
人民的态度如何，等等。这一切，在中国化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实践中形成了在历史观点基础上
延伸出独立的人民观点，并且强调历史观点与人
民观点的结合。

在新时期，邓小平文艺思想进一步继承和发
展了毛泽东开拓的文艺批评的人民观点。他指
出，“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的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
定。”（《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版，第 8 页）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人民观点的重要论述。他说，文艺工作“要继续
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
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上书，第6页）文
艺批评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不仅是专门的文
艺评论家要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服务意识，而且特
别重要的是要把人民群众作为文艺批评的评价
主体。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是文艺创作，是出作
品，但又不是单纯地为出作品而出作品，作品要
有人来阅读、观看、欣赏，要为自己的服务对象服
务。社会主义文艺的服务对象不是专门的文艺批
评家，更不是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而是广大的
人民群众。作品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
求，不是领导和专家说了算，只有人民群众自己
最清楚。所以，只有人民才是文艺批评的最高的
评价主体。马克思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
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90
页）历史反复证明，人民对作品的评价，就是社会
和历史对作品的检验，是历史的裁决。凡是自以
为是，拒绝和否定人民对文艺作品的鉴定、评价
权利的，都违背了文艺批评的客观规律。人民不
站在你那一边，历史也不会站在你那一边。对于
文艺作品，人民的评价至关重要，人民在哪里，历
史的评价就会在哪里。

江泽民同样把人民观点作为审视文艺事业
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他说，文艺工作者要“充
分认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充分认识人
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脱离人民、脱离
生活的艺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作品，不可能
有感召力，也不可能有生命力”。（《江泽民在中国
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1年12月19
日）这里把是否表达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和人民群众对文艺发展的基本要求，作为文艺作
品成败的尺度，特别要求“创作有利于群众性文
艺活动蓬勃开展的优秀作品”，都是文艺批评中
的人民观点的鲜明体现。

胡锦涛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人民满
意作为最高标准，把服务群众作为基点和归宿，
站稳群众立场，增进群众感情，立志做人民喜爱
的作家艺术家，不断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把
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胡锦涛在
中国文联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八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11
月 23 日）这里把“人民满意”作为文艺评价的最
高标准，要求作家艺术家“立志做人民喜爱的作
家艺术家”，创作“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
品”。突出了文学批评中人民观点的重要意义。

应该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都并没
有明确地提出把“人民观点”作为文艺批评的原
则，但是人民观点始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学
批评的重要原则，几十年来始终贯穿于中国化马
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实践和理论中，成为一个核
心价值准则，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样一个事实，这
一次由习近平总书记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在理

论上是一种新的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
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
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
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
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
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
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
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
的天职。”这是对人民观点的新的重要论述。

评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生
产的艺术观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
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
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
完成的结果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93页）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文艺批评从马恩的历史观点中拓展出具
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民观点，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
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人民群众的实际地位和作用
充分显现以后，才逐渐认识和倡导的。而习近平
这次在重提美学观点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
观点，即艺术观点，根据我个人的认识，应该是对
新形势下艺术的原有精神性创作形态成为社会
的艺术生产之后，文艺批评对文艺作品的评价不
能仅仅只有美学的尺度和标准，而且必须有艺术
生产的尺度和标准，于是在社会的艺术生产已经
成为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以后，在与美学观点相
联系的维度上，单独提出艺术观点作为马克思主
义文艺批评的原则之一，是时代的创新之举。

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生活的时代，在资本主
义社会已经存在艺术作品作为商品出售的现象，
艺术作品在市场经济中不时出入，但是还没有形
成规模化的艺术生产。对于当时艺术与社会生产
的关系，马克思有这样的分析：“密尔顿创作《失
乐园》得到五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
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
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
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
卖了五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政
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
产劳动者，因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起就从属于资
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第 26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432 页）马克思显然认为，当时的艺术家从总
体上是出于艺术的审美需要，“出于同春蚕吐丝
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即使作品交付出版商印行
获得一定报酬，艺术依然不能纳入社会生产来分
析和评价。马恩所处的时代，艺术还没有成为一
种社会生产的事实。

事情在 20 世纪后期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
社会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步入又一轮高速发
展轨道，使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华景观，同时又
集聚了人口爆炸、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乱世怪
象。国际性未来研究团体罗马俱乐部 1972 年发
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这个报告对在全球市
场经济运行环境中世界人口增长、资本投资扩张
及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增长和不可再生资源
的消耗等五大要素的趋势性发展状况，进行计算
机模型模拟统计，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世界人口、
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
长趋势不变，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就会在今后
一百年内某一时候达到极限。”（D.梅多思等著：

《增长的极限》，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页）这
个推断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经济和社会
的危机意识突显，西方各国政要、经济界人士意识
到当代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调
整，最后找到了一个既可实现继续发展而又并不
过度消耗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这就是大力兴办和发展不直接利用地球不可再生
资源的文化产业。于是，出于经济发展调整的需
要，世界许多国家相继把文艺纳入社会生产的主
要领域。而且，单纯进行物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的生产，在一定周期经常会出现生产过剩、需求萎
缩、资本严重缩水的经济危机，而人们对文化艺术
生产的精神需要从理论上说，是可以不断生成和
扩展，文化艺术的消费有着经久不衰的市场潜力。
从全球经济格局看，文化产业成为了从20世纪后
期开始至今一直长盛不衰的支柱产业。

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社会的基础性转型
是从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是文艺的改革与发展不可
避免地面临全球化的艺术生产形势。新时期文艺
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形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和文艺发展规律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和活动方
式。于是，当下的艺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
文化生产产品。而对艺术的评价，也从单一的社
会效益评价标准，转换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双重评价标准。这样，马恩的美学观点就覆盖不
到作为社会生产的艺术目前的外延和内涵的整
体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到的文艺批评准
则的艺术观点就从美学观点中分化而出，成为具
有独立品格的文艺批评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话并没有取消美学观点，而是把艺术观点作
为美学观点不能完全覆盖的一种文艺评论视角
提出来，把艺术观点作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坚持
正确艺术导向，保持艺术品格的一个重要文艺批
评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和
文艺理论对现实新问题的一种概括和提升。

艺术不仅是精神意识的审美活动，而且正在
和已经成为社会生产，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艺术生产体制中的艺术
与非生产体制中的艺术在形态上有很多差别。非
生产体制中艺术是一种审美精神活动，艺术家的
创作及其产品艺术品是活动的中心。而在艺术生
产体制中，在生产、营销、消费的生产链条中有比
单纯审美活动更多的因素参与，资本操作、制作、
传播设备和技术等非审美因素在某一环节甚至
发生突出作用。艺术观点则是要把艺术生产环节
合理运行的规范价值，作为文艺批评的一种尺
度。马恩和毛泽东都没有论及这个问题，在提出
文艺批评的原则、标准、方法时，他们都只是着眼
于文艺的精神意识功能。面对新现实，回答新问
题，提出新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
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就在文艺创作刚刚开始面对
市场之时，邓小平就指出：“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
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
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
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抵制坏产品
的生产、进口和流传。”（《邓小平论文艺》，人民文
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建设的基本宗旨是以社会效益作为惟一准
则，但是当文化部门在改革中企业化、市场化以
后，就具有除社会效益以外的如经济效益等其他
效益，此时依然要把社会效益作为第一效益、最
高效益。我认为，艺术观点就是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艺术产业生产艺术产品的角度，按照“坚
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的原则评论艺术。艺术观点的提出就是中
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原则的重要创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生产中进行文艺
批评的艺术观点主要是坚持社会主义艺术的正
确方向，按照艺术自身的规律，在市场经济中保持
和发挥艺术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对此做了非常重要的论述。他指出，“文艺不
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
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
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
精神快乐。精品之所以‘精’，就在于其思想精深、
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
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
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
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
欢迎。”这里用以上观点论述当前我国文艺就是用
艺术观点评论在文艺生产中的文艺的很好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提出“运用历史的、人
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的四
个观点的文艺批评原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新
思想。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研究。本文只是从马
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理论发展历程角度，作了一些个人的解读。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是四个观点中每一个
观点本身的具体价值评价内涵因素的构成，以及
四种观点辩证统一的联系与区分，使四种观点统
一的文艺批评原则进一步在理论上深入理解与
阐释，同时广泛地指导和运用于中国当代文艺批
评实践，使文艺批评及时克服当下存在的问题和
困境，对中国文艺的繁荣发展作出切实贡献。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原则的新思想
□冯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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