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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德威尔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基础

殷曼楟    2008-3-28 11:03:10    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理解考德威尔，如果执着于他是不是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定性的判断，我们无疑会疏漏

他思想中大量有价值的成分。因此，本文意从考德威尔思想的上述三种理论资源着手看待那些“缺

点”，从而把握他与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关系。 

1930年代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这是一个政治和文学充分弥合的年代。

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使政治日益成为英国文坛的主潮。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揭

示、及其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吸引愈来愈多的英国知识分子加入到其阵营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

英国文学的创作和批评实践成为一项重要工作。尽管此时英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相当僵

化，但是1930年代却是英国“革命诗学”和文学批评蓬勃兴起的年代，它对于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美

学传统的建立相当重要。当时，考德威尔、拉尔夫·福克斯、艾立克·维斯特是最有影响力的三位人

物。而考德威尔在文学理论上获得的成就又尤为突出。他自觉地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和主客体辩证统

一的认识论，讨论文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分析文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开创性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

艺术批评观。 

首先，其《幻像与现实》一直被视为英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中的重要著作，这主要表现为它首

次理论鲜明地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学史观，这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诗学的基础。考德威尔的历史唯

物主义有着强烈的经验性成分：“对自由性质的认识，并不是简单地思考某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

是在一定的社会状况中作到像一个人一样的生活和行动。”这促使他以语言为中介，通过以人类学的

眼光分析集体意识如何转向社会意识（阶级社会的诗），通过把诗定位于特殊的社会产品和社会组

成，从而正式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史标准。在《幻像与现实》中，考德威尔对诗的起源和发展的

讨论，尤其是对现代诗的评述都立足于这一文学史观。具体地说，他的核心工作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

成果之一，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兴起、兴盛、乃至衰微的历史脉络中揭示现代诗主客体二元对立的认

识论本质，并评述其“自由”幻像。而他随后出版的几部著作：《论垂死的文化》、《物理学的危

机》、《再论垂死的文化》、《传奇与现实主义》也都贯穿了这一主题。 

其次，考德威尔的文学批评涉及一个美学标准的问题。这就是他从主客体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出

发，所确立的“综合的世界观”的美学评价标准。 



 

关于这一综合的世界观，考德威尔并未具体论述，它只是散见于考德威尔的书信及其著作中。或

许我们可以用一个事实来加以解释：作为一名坚定的、自觉地追随苏联共产主义的英国共产党人，

“综合的世界观”的立场应该是不证自明的。它源自于列宁的一个判断：共产主义如果没有意识到全

人类遗产，那它就是空洞的。对于这一问题，《传奇与现实主义》一书的编者海因斯做过相当到位的

论述。他指出，这一综合的世界观是考德威尔在思想上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在给友人的信

中，考德威尔作了自我剖析，认为自己最大问题就是情感、科学、艺术在个体身上的分裂，即缺乏一

种综合的世界观。而《幻像与现实》便是为建立这一世界观所做的努力。 

该视角不仅决定了考德威尔理论的内容，也决定了他所采取的理论形式。考德威尔论述的一个鲜

明特点，就是其理论的庞杂性，这是同时代的其他批评所无法企及的。而这也正是早期研究者认为考

德威尔不像一位马克思主义式的理论家的原因之一。但是，“综合的世界观”恰恰是考德威尔做出这

一选择的重要动因。在他看来，资产阶级的错误就在于它将物理学，生物学、美学、伦理学和哲学等

视为各自独立、彼此分离的领域，这造成了文化上的混乱。而马克思主义的优越性则在于它把所有人

类知识、人类价值整合起来的视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危机不仅只表现在经济、文学、物理或是其

它某一特定领域，而是弥漫于一切形式的社会关系中。只有在这种新的世界观视野下的分析和综合，

才能真正地剖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为汤普森等人所赞誉的对资产阶级文学中主客体二元对立模式

和资产阶级自由的剖析均源于这一思想基础。 

再次，把上述美学标准用于评价资产阶级诗歌，这就是其文学批评中占相当笔墨的资产阶级文化

的主客观二元对立说。在广泛地阅读各个领域的最新成果之后，考德威尔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在近

五十年里，资产阶级文化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为什么它还是令人失望？考德威尔试图找到深藏于

资产阶级文化中的某种思维模式，向人们解释其原因。在《幻像与现实》，以及其后的《论垂死的文

化》中，考德威尔集中分析了这一混乱状况共同的思想根源：即主客观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模式。这一

视角并非考德威尔的创见，但是考德威尔却是创造性地实践了这一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这方面

的贡献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1970年代以后的研究者，如汤普森、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海伦娜·席汉等人的充分肯定。 

考德威尔指出，资产阶级文化领域中的所有分裂都来自于这种彼此相分离的主观和客观。而科学

与艺术的分裂则是这种二元对立世界观的最佳症兆。文学危机也是这一对立的产物，30年代的英国文

坛相当混乱，机械唯物主义的文学观剥夺了对象的某些主观性；而唯心论者则片面强调艺术家内心的

主观感受。这不仅表现在资产阶级文学中，甚至于弥漫于共产主义的文学创作。考德威尔所想做的，

就是在主客观辩证统一的视野下，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清理这一混乱的局面，并提出治疗的良方。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自《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先行者考德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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