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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般比较 

阎国忠 

( 台洲学院,艺术学院,浙江,台州,317000;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 

中图分类号：B83-0 

摘 要：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是科学,也是意识形态.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注重美学的科学性,而忽略它的意识形态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
则注重美学的批判和否定的功能,实际上即意识形态功能,而忽略它的科学性.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学科建设上做出了贡献,但具有"学院
化"的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没有找到真正的哲学根基和逻辑归宿,作为一门科学没有形成整体的理论的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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