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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代社
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丁国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天津市美学会共同举办的“马克思主义

美学与当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8-19日在天津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

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市社会科学院等全国各地研究机构、大学，以及美国、斯洛文尼亚等国的专

家学者共约7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就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本理论、马列文论中国化，以及马克思

主义美学的复兴与建构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广泛的交流。  

  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与理解。杜书瀛在发言中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用来研究问题、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文艺理论和美学）应该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要

做到与时俱进。徐恒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观点和方法来从事美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空间。靳大成认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契机

下，回顾与总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认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赵利民

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世界观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具有重要

的意义。刘成纪通过对“自然人化”的诸种向度的理论阐释，探讨了一种“自然美”存在的本体论可

能。国际美学学会前主席、斯洛文尼亚科学院研究员阿莱希·阿尔雅维茨认为，只有那些新的、有活

力的、富有回应现实能力的社会理论才会真正拥有未来，他期待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复苏。  

  对马列文论中国化的理论思考。李思孝对马列文论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反思，他希望有更多

的学人能认清眼下的形势，切实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复苏做出贡献。党圣元认为，在思考马克思

主义文论中国化问题时，必须防止学科闭守，要从问题意识出发，克服单纯的经学研究方式。范玉刚

认为，只有从自身的问题情境出发，以本土话语形态去参与全球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对话，才能在一种

相互融通中建构切合中国当下历史语境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学派。胡继华认为，文学只有担负起意识形

态批判、文化批判的责任，才能呈现出文学的政治性，同时也才能够成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

与持久效力。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文学系教授泰鲁斯·米勒认为，当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的本

土化时，比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美国时，虽与马克思、列宁讲的不同，但我们在精神

上应该是忠于他们的。  

  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理论建构。钱中文认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中，我们必须首先对

消费主义、后现代、物-体美学进行反思，我们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将西方理论移植到中国，面对

当下娱乐泛化的现象，我们应提倡一种反思与批判的人文精神、美学精神。刘方喜以“审美生产主

义”立论，对当下消费主义理论思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他呼吁在消费时代要重建马克思经济哲学语

境中的美学话语。李志宏通过对人的审美机制的深层阐释，指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必须吸取自然

科学的成果，要将美学理论应用于广泛的社会生活领域。  

  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研究与探讨成为此次会议一道亮丽的风景。丁国旗以马尔库塞对

“反艺术”的分析与批判为基点，对“当代艺术”的社会对抗功能及其地位做了分析。泰鲁斯·米勒

在全球化语境下，对阿多诺的“文化工业”概念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今天“文化工业”已成为一个

跨越政治、民族和文化边境的全球现象。傅其林指出，赫勒美学内在的多元主义文化政治学，使她的

批判理论和美学实现了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复兴到后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嬗变。李世涛对詹姆逊的马克思

主义研究的身份定位问题进行了研究，段吉方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孟登

迎、王进进则从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捕捉到了对于当下文艺发展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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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建平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

现代、后现代的语境中，我们要拓展眼界，从现实出发，展开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全方位研究。他认

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应该有两种态度：一是现实的态度，一是对话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美学

研究应该跟上时代，研究新的问题；要加强与国外学者的对话，国内老中青三代学者之间的对话也要

加强，这对走向开放的、有建设性的、充满活力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十分重要。 

【原载】 《文艺报》2008-1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