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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确实非常重视文学与社会历史

的联系，也非常重视文学艺术本身的审美特征。但是，我

们不能据此就断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就是社会历史批

评或美学史学批评。那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究竟是

一种什么批评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自身

已然构成了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的批评体系。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广义的文学批评，原因是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仅是解释作品的意义和评价作品

的质量，而且包含其他非常丰富的内容。以马克思、恩格

斯的文学批评实践来说，他们除了对《弗兰茨·冯·济金

根》《城市姑娘》《旧人与新人》等作品和相关作家进行了

批评外，还有对“真正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对文学

批评标准的论述、对现实主义问题的阐发、对“席勒式”和

“莎士比亚化”的界定、对人物形象塑造的个性化要求、对

文学艺术作品的质的规定、对悲剧冲突和悲剧精神的探

讨、对文学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关系的揭

示……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对象包括了各种各

样的文学现象，没有哪一种文学批评能像马克思主义文

学批评包含如此丰富的内容。

那么，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呢？如前所

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范畴，它既

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学批评，也包

括列宁、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拉法格、梅

林、葛兰西、卢森堡、李卜克内西、蔡特金、毛泽东、瞿秋

白、鲁迅、周扬、冯雪峰、胡风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批评，同时还包括20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

兴起和发展起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马克

思、恩格斯等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各自的批评

实践一方面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范例做出了榜

样，另一方面提出和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一系

列的观念、思想、原则、标准和方法，构建起了自己的批评

体系。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一般的批评方

法，也不是一般的批评模式，而是包括了很多批评方法、

很多批评模式的一种开放性的包容性的批评体系。

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作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包含有各种不同的批评方法、批评模式，所有这

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体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

界观作为理论基础的。众所周知，19世纪40年代以降，整

个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学美学领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最

伟大的变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思

想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同时又是

它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对文学艺术的观

察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作为思想指导来观察

的，从来不是就文学艺术论文学艺术。

其次，支配、决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是马克思主

义的文学观。文学批评史上的任何批评都有支配、决定

该批评的文学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也不例外。马克

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结构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

个部分构成的。经济基础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结

构、生产关系的总和。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支配和决

定，由所有制形式下、社会条件下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情

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共同构成。上层建筑中有政

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文学

艺术属于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为经济基础

所决定；与其他的社会意识形态相比，文学艺术是“更高

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离社会的经济基础最远，有

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文学艺术具有审美性，其

创作要符合美的规律、美的尺度。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特别注重文学艺术的特殊性。

马克思在把人的生产和动物的生产进行比较时说：“动物

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

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

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

造。”正因为人能够按照并把美的规律作为内在的尺度运

用于艺术美的创造当中，所以马克思、恩格斯都把美看作

是文学艺术所具有的本质性的特征与规律。马克思在写

给拉萨尔的信中花了相当的篇幅称赞《弗兰茨·冯·济金

根》的结构和情节，“在这方面，它比任何现代德国剧本都

高明”，“强烈地感动了我”，“对于比我更容易激动的读者

来说，它将在更大的程度上引起这种效果”。恩格斯在评

价谷兹科夫的剧作《马里诺·法利埃里》时直接用到“艺术

美”这个概念。恩格斯在写给拉萨尔的信中说当时“到处

都缺乏美的文学”，称赞剧本“情节的巧妙的安排和剧本

的从头到尾的戏剧性使我惊叹不已”，“对话写得生动活

泼”。恩格斯在写给敏·考茨基的信中说：“倾向应当从场

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地把它

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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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当前

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

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

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

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

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怀疑，那

末，即使作者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

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恩格斯在写给拉

萨尔的信中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应该努力做到“较大的思

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

生动性、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

出，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是非常重视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

特性的。

再次，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至

少包容了以下一些批评模式：

社会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建基于文学艺术是社

会经济基础的反映，重视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要求文

学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社会的真实关系，要求所创作的作

品能够做到“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

境中的典型人物”。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坚持社会批评

模式，注重文学艺术同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的关系，并且

把文学艺术反映和表现社会历史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批评

的标尺之一；强调文学批评必须联系作家艺术家的作品

对社会历史反映的深度和广度，坚持社会-史学的批评原

则。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考茨基、哈克奈斯的

批评，还是列宁对托尔斯泰的批评，亦或毛泽东、瞿秋白

对鲁迅的评价，可以说都坚持了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都

把作家作品放进历史环境中进行阐释和评价。

政治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把文学艺术看作社会

的上层建筑，一方面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产生，另一方面

又对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和作用；无产阶级文学艺

术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一部分，是整个革命

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革命时期是整个武装斗争中

的重要的一翼，要求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政治的思想的

倾向性。

意识形态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认为不管主观上

承认还是不承认，文学批评总是站在一定阶级、政党的立

场上以该阶级、该政党的社会意识形态对文学作品进行

分析研究，并且在注意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深刻联

系的基础上，对作品所表现和所包含的社会意识形态价

值作出评价和判断。同时，这种批评模式还注意文学艺

术作品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文学艺术是属

于意识形态中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思想领域，和其他社会

意识形态不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作用于它，它又可以作

用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不过比较而言，政治这种意识

形态对文学的作用更加明显，而文学对政治的作用则要

间接一些，迟缓一些。

美学批评模式 这种批评模式在肯定文学艺术作为

社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的前提下，又特别强调文学艺术

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

判〉导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

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

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

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在这

里，马克思把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划分为四种：哲学方

式、艺术方式、宗教方式、实践-精神方式。艺术对于世界

的掌握是不同于其他三种方式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正是

这种特殊的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充分注意到了

文学作品的美学批评。

总而言之，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归结为社会学的

批评，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作社会历史批评的

一个支派，这是不正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实际的错误观点；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归结为美学批

评和史学批评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实际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而不

是别的什么批评。

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看作自成体系的文学批评，

一方面可以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放到它真正应该占有

的客观的地位，而不至于被贬低到社会历史批评的一个

支派，也不至于被缩小到美学批评史学批评那样一个有

限的范围，另一方面可以理直气壮地把马克思主义文学

批评当作我们文学批评的指南，使文学批评能够有马克

思主义方向、原则、标准和方法。当今世界人们对待马克

思主义有几种不同的态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革命

和建设指南的理论基础，当作行动指南的理论基础；二是

视马克思主义为众多学说当中的一种，并且予以认真的

研究；三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部分的修正，如西方马克思

主义；四是反对马克思主义；五是学习研究了解马克思主

义。在文学批评界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态度大致

和这种情形差不了多少。这些年来，文学批评界之所以

有这样那样的乱象，原因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的思想、

标准、原则、方法。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

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

的那些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和抄袭模仿、千

篇一律以及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等问题之所以存在，

那些迷失方向的、低俗的、表现欲望和单纯感官娱乐等现

象之所以存在，应该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一些文

学创作者、文学批评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

本原理。所以，今天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是自成体

系的文学批评，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独特魅力
□刘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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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王彬的文艺理论专著将传统的“红学”研究，与

现代叙事学实践进行了成功的接轨，在对待传统的

小说研究方面，作者不仅没有抛弃以往学人的研究

成果，而且予以了承前启后发扬光大。在运用叙事

学等新的理论方法方面，作者没有照搬西方理论去

套用中国文本，而是针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特点

有的放矢灵活运用。《红楼梦叙事》的主要研究对象

虽然是《红楼梦》，但在分析过程中凭借着作者对古

典小说深厚的学识，旁征博引举一反三，对《三国演

义》《水浒传》《三言》《二拍》等有代表性的文本都作

了精妙的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有系统的“中

国叙事”研究。因此可以说《红楼梦叙事》实质是一

本以《红楼梦》为载体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研究，

或者说是一部凸显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特征的理论

著作。

二

在对叙述者的分析中，《红楼梦叙事》下了很大

的工夫，因为在叙述者的运用方面，《红楼梦》较之

其他古典小说，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正是《红楼梦》

独具匠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红楼梦》不是简

单的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事，而是虚构了一系

列的叙述者和转述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叙述集

团”，即：1.“顽石”（自称“蠢物”）；2.空空道人，手稿

的抄录者；3.吴玉峰，改《情僧录》为《红楼梦》；4.

孔梅溪，改书题为《风月宝鉴》5.曹雪芹，批阅十

载，增删五次；6.脂砚斋，抄阅、再评，复改回书名

《石头记》。

这种复杂的叙述方式，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实

在是不多见的，甚至都有几分接近所谓的“后现代

叙事”了。这样的叙述集团，从单一解构为复杂，王

彬认为，为对叙述者的解放提供了一条通道。小说

形态的发展与变化，归根结底是叙述者的变化。王

彬认为，叙述者形态发生了变化，其文本必然发生

变化。以叙述者做切口从而颠覆小说的叙述模式，

是作家的基本手段，这是一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

真理。

在分析《红楼梦》叙述结构的基础上，王彬进而

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其他古典小说相比对，分

析了《红楼梦》在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向文人化

写作过渡的文本特征，他指出《红楼梦》中的超叙述者虽然在总体上依

然没有摆脱“拟书场格局”，但又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不同，让“顽石”

以“按语”的形式显身出现，这对于传统的“拟书场格局”是一重大突

破。《红楼梦》在白话小说的叙述模式中引进了文言小说的超叙述结构，

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方式。

《红楼梦叙事》从叙述者出发，对《红楼梦》的作者问题以及续写问

题，进行了现代阐释，这在《红楼梦》研究中是一个突破。尤其是在后四

十回的“续写”问题上，书中以大量坚实的文本分析做出结论：后四十回

为高鹗续写无疑，因为高鹗根本就没弄懂“顽石”作为叙述者在《红楼

梦》中的作用，不仅将原有的顽石自述删略干净，而且在他续补的后四

十回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三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样式全盘西化，中国传统文学被边缘化了。但

是，有一点应该指出，分析中国小说的叙事经验，传统小说的叙事经验

十分重要，从中梳理出中国的叙事经验，是一个非常重要、紧迫的历史

性课题。

为此，有人提出“中西转化”，也有人提出“古今转化”，核心是“本土

话语”的建构问题。《红楼梦叙事》正是这个语境下的优秀产物。《红楼梦

叙事》在吸收传统“红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现代叙事学的方法，对

《红楼梦》的文本做了深邃、精微分析，进而以《红楼梦》为载体，游弋于

叙述语与转述语，叙述者、叙事动力、话语漫溢等范畴，提出了一些发人

深省的新观念与新方法。

其中，“动力元”与“漫溢话语”，是对叙事学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

创新。西语 theme 在汉语中译为主题，而 motif 则被译作母题，然而

theme 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我们汉语语境中的所谓“主题思想”，而

motif更兼有动力、动机之意。母题是情节的最小单位，其直接构成了

故事与人物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把motif译为“动力元”应该说是更为

贴切的。“动力元”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叙述者动力元”，即由叙述

者出面讲述来推动情节；另一种是“人物动力元”，即叙述者隐退，由文

本中的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这与格雷马斯所谓的“施动者”有某些类

似的地方。《红楼梦叙事》以“动力元”来分析古典小说的故事与叙事，让

我们看清了“中国叙事”中的经络。在小说的观念上，中国传统小说与

西方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传统中，小说并不是单纯讲故事，往往伴随

话语漫溢，《红楼梦叙事》指出，“漫溢话语”不仅是有价值的，甚至可以

成为衡量一部小说“文学性”的重要标准之一。因为文学是语言的一种

自觉，而“漫溢话语”则是这种语言自觉过程中的一种具体表现。可以

说，《红楼梦叙事》对“漫溢话语”现象的发现，弥补了西方经典叙述学的

一个重要缺失，从而更逼近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根本所在。可以

说“漫溢话语”是考察小说“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不仅对研究《红楼

梦》是必要的，对现代小说的研究更有着重要意义。张爱玲的小说为什

么好看？钱锺书的《围城》为什么让人感到妙语连珠？还不是因为他们

的叙述话语会时不时地从故事中“漫溢”出来，而极尽“奢华”！

当代文艺批评透视

近日，第三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在南京举

行。活动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联合承办单位有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东南大学艺术学

院、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

所。王一川、仲呈祥、王廷信、尹吉男、李新风、周

宪、夏燕靖等专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共同出

席。

与会青年学者，就论坛的三个主题“艺术学理论学科

的学理构建与新视阈拓展”、“中外经典艺术理论的挖掘

与研究”、“艺术史的存在形式与艺术史研究”进行了深入

探讨。整体看来，本届论坛上涌现的青年学者具备敏锐

且广泛的学术视角，在新方法的介入和尝试上既具有勇

气，又能够细腻的对其掌控和把握，表现出了充分的学术

实力，是构建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多元性发展空间与

自主性体系的生力军。从学科角度看，艺术学理论学科

已逐渐摆脱了以往一些无谓的争论，真正进入到学术研

究的状态当中。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学者在研究中

还存在着诸多不成熟之处，例如论文和发言中的介绍

性、描述性内容过多，理论阐释稍显不足，以及西方理

论介入痕迹过于明显等问题较为突出；而多对中国传统

艺术理论展开深入挖掘，并回归到艺术本体问题的讨论

中，则是青年学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急待重视和加强的环

节。总而言之，先后三届青年论坛的成功举行，在造成

学界影响的同时，也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基。有理由相

信，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将

会继续延续下去，真正成为具有品牌效应和学术价值的

艺术学理论高地。 （赵 笺）

（上接第1版）
马识途的文学创作早在中学时就开始了，后来在西南联

大中文系读书时，他从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等文学大家那

里习得了受益终生的教诲，文学素养不断提升。为了抗日，他

和从延安来的张光年一起办杂志，写抗日题材的小说，“写了

一点东西后，就有信心了，人家也觉得，你还可以写点儿东西

嘛。”根据地下党工作安排，他曾以《湖北日报》记者身份赴前

线采访，天天跟着战士们摸爬滚打，那时才知道真打起仗来是

怎么一回事，“炮弹就在你眼前爆炸，咣咣的，到处飞，吓得我

哟。但战士们不害怕，还教给我怎么躲炮弹，说炸过的地方是

最安全的，因为敌人不会再炸那里了。”

后来，师部派人找他，一听跑到战壕里去了，立马急了，

“怎么回事？记者怎么跑到前线去了？出了问题怎么办？”马识

途说，我就那么稀里糊涂地到前线去了。晚上，趴在战壕里能

听到对面日本人在唱歌，咿咿呀呀的，听调子很悲伤，他们好

像很思念家乡的样子。我们的战士也很有意思，有个战士拿炮

弹壳当花盆，栽了一棵不知道名字的植物，还开着花，“在炸弹

里开花，这不就是《战争与和平》嘛。”他说着，爽朗地笑起来，

好像那些生死攸关的瞬间都是别人的故事。离开昆明时，为了

遵守组织纪律，马识途把之前的全部作品付之一炬，这其中就

有后来出版的《夜谭十记》。2010年，导演姜文把其中的《盗官

记》改编成电影《让子弹飞》，引起轰动。但当初那时候，马识途

是不愿意去写小说的。

1959年，《老三姐》在《人民文学》发表后，邵荃麟、张光年

找到他，认为革命老同志能写作品的人不多，希望他能写下

去，并动员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马识途不乐意，他愿意做的

依然是革命工作。是邵荃麟说动了他，“你写革命文学作品，

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

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此后，《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

系》等革命题材文学作品相继发表，长篇小说 《清江壮歌》

中对人性的挖掘和书写还让他一度遭受批判。不过，就像他

自己说的，在离休之后，他才成了“专业作家”，有了大把

的时间搞创作。说到这儿，马识途总觉得遗憾，觉得没有可

以传世的作品。

文学作品终究还是要留给历史去评说，同行者或许很难

给出真正客观的评价。对自己的作品，马识途说一本都不满

意，他总是说自己没有终身成就，只有终身遗憾。“我所经历过

的20世纪，所看到的、经历过的故事非常多，都可以变成很好

的作品，许多作家都没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而且我在西南联大

学了4年如何写小说，也有写东西的本事了。但因为工作忙，没

办法写。一直到后来，年纪大了，现在虽然有时间写，但创作高

峰已经过去了。虽然脑子里还有大量的故事和素材，但拿不出

来。本来我应该写一本传世之作，但是我一本传世之作也没

有。不惭愧地说，我是个革命家，要说文学家只能算是革命文

学家，为宣传革命写了一些东西。”

智者马识途：“我们的文学假若没有一种
很高的思想，这是有问题的”

如今，这位已逾百岁的老人安居成都家中，院子里绿树葱

笼，太阳再大也只透下丝缕，看得出是有些年岁的。每天，他作

息规律，时间大都用在阅读和创作上，说起现在的文学并不陌

生。我提到的报刊、人物，甚至文章题目，他都基本知晓，有些

还知道是在哪家报纸上刊发的。他用 iPad，用电脑打字，对网

络文学也有自己的看法。这让我有点儿吃惊，便会想，如果自

己能活到100岁，是不大可能像他这样与时俱进了。

马老拿起书桌上的一份报纸，指着副刊上的一篇文章说，

这个就还可以嘛，有真感情嘛。谈起当下的文学，他觉得的确

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文学的低俗化、媚俗化倾向就不太好，金

钱似乎成了衡量文学作品的标尺。文学评论文章也不少，是在

评论作品，但好像没人敢真正谈问题，谈问题的也说不透彻。

马识途还很关注网络文学，他希望文学界积极发展、引导网络

文学，因为有些网络文学的内容被金钱所裹挟，很难写出真正

的好的文学。“网络文学不是这个路子啊，可惜那些青年了，本

来能写出好的东西的。我们要引导他们往好的路上走，多写点

儿好的作品。批评也要敢于发出声音。”

今年是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

那场战争的亲历者和记录者，马识途对抗战题材的文艺作品

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他觉得，现在这类题材还没有特别经典

伟大的作品，挖掘战争的复杂性和战争中的人性，在他看来至

关重要。他说，我深深感受到，现在有些东西写的是假的，根本

没有那回事，（他们）根本不知道抗战对中国人民多么重要。所

以才会出现戏说抗战的雷剧、神剧，抗战不是简单的说我要抗

战，就胜利了。内外部的矛盾、斗争都非常复杂、激烈。现在的

抗战文艺作品没有真正反映抗战的复杂、作家没有真正经历、

研究过抗战，知之太少，所以才写不好。在他眼中，当代中国有

许多需要表现、描写的人物，好的作品应该从思想上推动人类

进步，影响世道人心。“我们的文学假若没有一种很高的思想，

这是有问题的。”

历经风云，却不忘初心，终归于极简与至真。在他回忆

起出生入死、起起落落的往昔时，我看到的是历史、是信

仰，却不单单是对历史和历史中自己的追溯。那是一个人走

过整个20世纪后的记录和思考，其中，深藏着一个国家百年

来的挣扎与奋起。问起他去年制定的“五年计划”进行得怎

样，老人认真地告诉我，没有食言，正在写《那样的时代那

样的人》，写了5类人，分别是家人、名人、洋人、文人和凡

人，都是这辈子怎么也忘不掉的人。是呵，历史、方向、胜

利，这些无法称量的关键词，也终究是要由每个时代的那些

人去承担和推动吧。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是一般的批评方法，也不是一般的批评模式，而是包括了很多批评方法、很多批评模式的一种开

放性的包容性的批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