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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进的思想永远站在社会与文化的前沿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当代文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 

  6月18日，由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文艺报社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共同主办的“马克

思主义文艺观与当代文学发展研讨会”在京举行。整整一天时间，数十位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聚集一堂，

热烈讨论。与会者在表达各自观点的同时都表示，很长时间以来，像今天这样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学

习、继承、发展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不多，这是一次非常及时的会议。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是内容丰富而宝贵的思想、理论和学术的宝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关于文艺问

题的精神与认识的智慧结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先进文化的正

确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年3月，由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编译局选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

论文艺》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读丛书”的一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也

是中国作家协会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习和建设的重要举措。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代表中国作协并受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

主席李冰的委托，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研讨会的召开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也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在当今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下，需要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审视文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处在社会与文化的前沿，永远是向着不断变化

的社会历史和人类生活经验而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作家的论述，需要我们时时刻刻的重温。

如果我们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变化，也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学中真正地反映时代

生活本质，获得更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的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与

当代文学发展研讨会”的召开，是一个良好契机。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从新的

思想角度认识我们的现实，认识我们的时代，认识我们的生活，从而对文学发展起到积极有力的推动作

用。 

  张炯、李书磊、阎晶明、彭学明、张小平、李准、雷达、刘润为、顾骧、梁鸿鹰、包明德、董学文、

范咏戈、何西来、吴秉杰、汪守德、吴元迈、丁临一、张陵、吕先富、何向阳、潘凯雄、张颐武、李建

军、贺绍俊、白烨、范玉刚、王干、吴义勤、李云雷、梁鸿、杨庆祥、岳雯等与会者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

观的整体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当代性意义，如何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看待当代

文学创作，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批判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当代

中国文艺界的运用与发展，如何理解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论述及其当代价值等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大家认为，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就是和当代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它作为一种精神遗产，在整个二

十世纪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也一直活跃在文化领域。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

就要把它看成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既要追溯到它的源头，也要重视它的运行，看到它是随着时代而不断

发展变化的。应该把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学习和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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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牢固树立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观念，并将学习成果转化为从事文学创作、评论和管理的

实际能力，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大发展大繁荣。作家、批评家只有建设成为一支学习型的队伍，

才会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语境下有更新的发展。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论著，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

环节，这是提高作家、批评家思想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有效途径之一。 

  与会者谈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它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

于基本原理的正确性，更在于它能不断地面对新情况，回答新问题，作出新结论，在实践的前进中不断地

丰富和发展着自己。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内涵丰富，深入把握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首先必须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上做好基本功。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

上、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内在联系中去把握经典作家的文艺论述，与时俱进地从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联系中去把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今天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时代，各种思想

观念相互碰撞，使得我们文学的方向感和路径依赖以及它的自身风格和价值取向，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和挑战，这关系到中国文学可持续发展的命运。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应该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更

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批评原则，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更科学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本

质规律，令人更深刻理解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学和社会历史意义，从而使文艺理论批评深入广大的人民群

众，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文学艺术，与民族命运、文化发展以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精神需求都密切相关，

从而吸引他们更多关心文学艺术，理解文学艺术，更广泛地参与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造。当前，从文艺创

作到文艺思潮，从文化市场到中外文化交流，有越来越多的前所未见的新课题摆在面前，诸如文艺创作和

人们文化生活格局的大变化、新媒体文艺的出现与发展、娱乐化大潮和文化消费主义对文艺的性质与功能

提出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和跨国资本运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挑战、高科技的运用在文艺发展中的

两重作用等，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作出新的回答。这样的过程，应当是从新的实践中汲取新的营养和智

慧的过程，是开阔眼界和开拓思维空间的过程，是吸收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一切积极成果的过程，是大胆创

新的过程，因而也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向前进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的过程。 

原载：《文艺报》2010年06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