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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理论构建 

读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口洪亦蔚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文学理论家、文 

化批评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早年毕业 

于剑桥大学。2O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批评 

生涯，著述颇丰。《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 

是 1976牟他 为伦敦梅休 因出版公 司的 简介 

性研究丛书编写的一本小册子，虽然只有 

一 百 多页．但它介绍的基本论点却是“根本 

性的”①．不失为一部通俗的入 门经典、 

此书以《文学与历史》《形式与内容》《作 

家与倾向》《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为“四个中心 

论题”。纵览全书，人们会欣然地感到，作者在 

阐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 评的基本原理的同 

时．也在娴熟地运用着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 

首先，作者从文学的社会性出发，有力 

地论证了文学及文学批评与经济基础、上 

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马克思主 

义认为 ：“思想、观念 、意识 的生产最初是直 

接 与人们的物质活动 ，与人们的物质 交往 ， 

与现 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 

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 

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 

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 

神 生产也是 这样。”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 

一 基 本观 点．"-3代 西方文论界往往是怀疑 

和反对的。伊格尔顿在本书第一章开门见 

山地引用这一论述，结合马克思在《<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 

系的著名论断③．明确地把文学艺术称为是 

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他告诉人们，透过文 

学是可以观察到现 实世界 ，理解社会 的发 

展过程。同时，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及其演 

化也“并不能归纳为仅仅是阶级斗争或者 

经济状况的表现”④。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批 

评方 法不能机械地 “从 ‘作 品 ’到 ‘意识 形 

态’．到 ‘社会 关 系’。再到 ‘生产力 ”’，而应 

着眼于“这些社会‘方面’的统一体”锡。 

作者还认为 ，意识形 态拥有“一定的结 

构上 的连贯性 ”．才能成 为批评的对 象，文 

学属于意识形态一分子．科学的批评就应 
"

-3“依据意识形态的结构阐明文学作品”， 

而在这 方面 马克思主 义批 评方法是做得 

“最优秀”的 。作者如此旗帜鲜明地阐述这 

一 观点的真理性 ，袒示 自己的学术态度 ，与 

当代其他西方文论在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 

上的有意掩饰和回避形成鲜明对照。 

“文 学生产论 ”是 作者 重要 的 文学主 

张，本书有章节专论，在同年出版的《批评 

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也有进一步拓展。作者 

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也是经济 

基础 的一部分 所谓的“文学生产”，一是作 

为一般社会生产的文学生产 ，二 是作为对 

意识形态的文学生产。不仅包含积累、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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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创作和传播等狭 义的生产过程．而且 包 

含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广义的生产 

环节。与一般社会生产一样 ．文学生产力决 

定着文学分配、交换、消费的方式．而文学 

生产方式反过来又影响文学生产力。因此． 

所谓的作家、艺术家是“文学生产”者。文学 

创造是一种制造业，文学作品就是商品。在 

他看来 ．艺术 中的“基础”和 “上 层建筑”的 

关 系．就是“作为生产的艺术”与“作 为意识 

形 态的艺术”之 间的关 系．它是“马克思主 

义批评 当前面临的最重要的 问题之一”⑦。 

其次。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 

整体观和发展观对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进 

行了表述、评价和批判。作为一个自觉的西 

方马克思主义者 ，他认 为。“马克思主义批评 

是依据产生文学的历史条件来分析文学的， 

同样，它还需要了解它本身的历史条件”，要 

“讨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最有效方法．应该 

是对从马克思和恩格斯起直至今 日的这类 

批评作一个历史的考察～。因此 ，在本书中， 

作者试图让不应该完全被称作“学科”的马 

克思主义批评，脱离纯“学院式”的束缚，突 

破“书斋式”的局限，走向现实，走进历史，并 

且将其置于改造人类社会的“更大的理论分 

析体 系”．以此 来通过 文学去“理解意识形 

态”，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 

同时他还提 出．马克思主义批评应立 

足于作品、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等 

社会各种 因素 ，，它一 方面要将 “过去 的文 

学”同今天“反对剥削的斗争”结合起来．从 

而有效地改变现状：另一方面也要更好地 

“弄通作品”．从而产生“适应更优 秀的艺术 

与美好 的社会”的艺术形式⑩。 

在 “勾画 出植根于历 史的这 类批 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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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线路”中．作者也非常 

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质疑和批判。如在《作 

家与倾向》一章里作者从历 史到现实 ．从 国 

外到本 国(英国)，对斯大林 、列宁托洛茨 

基、卢卡契、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三四十年代 

英国文学界有关文学政治倾向的观点进行 

了反思 ，尽管言辞激烈 ，但言之坦诚恳切 。 

作 为创作方法 ．“社会主 义现 实主义 ” 

是上个世 纪30年代 苏联文艺界提 出、斯 大 

林确定的．曾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文艺产 

生强烈的影响。伊格 尔顿称之为布尔什维 

克革命在文化上的最大损失 ．是文艺以“社 

会解放的理论与 实践这 一名义”．经受的 

“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摧毁性打击”@。文学 

阶级性和党性，最早出现于列宁《党的组织 

与 党的文学》一文@。伊格 尔顿认为这一所 

谓的创作原则，只适用于党的文学。是“党 

的理论著作”而不是“小说 ”。其文学趣味是 

“保守的”，只适合于“欣赏现实主义”@。然 

后他 又强调 了恩 格 斯认 为政 治倾 向应 该 是 

“自然的流露 出来”。而“不应当公开地表 

现”，因而．他表示文学作品“表现出明显的 

政 治倾 向显然是 不必要 的”．政 治倾 向也 

“不能 当作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基础～。 

对于文学的“反映论”。伊格 尔顿也持 

质疑态度。在他看来，文学“反映”现实的公 

式是粗略的．很不确切的．文学与客观社会 

的 关系不是反映式的 、对称的 、一对一的。 

他赞同马舍雷的观点：“这是一面破碎的镜 

子．放在朝 向现 实的某一个角度 ．显示 出来 

的形象是残缺不全的⋯⋯”借助卢卡契的 

理论．他还提 倡现代作 家不应 当只是反 映 

“后期资产阶级社会的绝望与厌倦 ”。而更 

应努力地“拙制这种无能为 ’进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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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提 出新的积极的希望”@。 

第三．作者运用马克恩主义的实践观时 

前辈的理论进行批判地继承与超越。伊格 尔 

顿的文学思想深受许 多西方马克思主义以 

及其他思想家的影响 ，如乔治·卢卡契、安 东 

尼奥·葛兰西、瓦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 

尔诺、赫伯特 ·马 尔库塞和保罗·萨特等。然 

而他并不沿袭复制，人 云亦云 ．而是对现成 

理论进行重新阐释．这正是伊格 尔顿对马克 

思主义美学的一大贡献。例如 ．从总体而言， 

在分析研究社会生活方式上．他借用了自己 

老师威廉斯的文化动态发展方法．但他却扬 

弃 了老师的经验主义立场：他虽然十分推 崇 

阿尔修塞和 马舍雷对文学与意识形态所揭 

示的结构联系．并提 出“正因为它具有这种 

相时的连贯性．它才能成为科 学分析 的时 

象。”与此同时．他却不赞成阿尔修塞“艺术 

不能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的观点@。再如在 

“文学生产论”上，他接受 、肯定了本雅 明和 

布菜希特在一般社会生产意义上的艺术 生 

产理论 ．但他 又认为他们没能解决“把作品 

当作一种生产方式来分析与把它 当作一种 

经验方式来分析’ ．提醒人们更应重视 两者 

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的问题。 

他还以古代部落的行吟诗人、中世纪 

“庇护人”体制下的诗人、资本主义市场供 

需体制下的诗人为例，说明在不同时代存 

在着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而同一时代、同 

一 社会 。也存在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 ，文学 

样 式之 间也具 有支配、从 属地位甚至排斥 

的不同地位。而同样的文学生产又可以分 

属不 同的意识形 态．不同的文学生产方式 

亦可能承载着同样的意识形态。这些论述 

都与他的前辈不相一致 ．是作者原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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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 内容与形式问题上 ．他一方 

面反时文学的形式主义，抨击那些纯技术 

性而剥夺其历 史意 义的“审 美游戏”：另一 

方面．又重申马克思主义文学不只是一种 

“文学社会 学”，它还要“敏 锐地 注意 文学作 

品的形式 、风格 和含义”，批评一味地探 索 

政治 内容的“庸俗马克思主 叉”ll8 

此外 ．作者的论述很 注重对 本土 实际 

的联系(如《作家与倾向》一章里专门评述 

了“文学倾向与英国马克思主义”)．资料翔 

实充分 ．耳 熟能详的具体文本与经典理论 

相联 系．条分缕析 、评述结合。文笔深入 浅 

出，语言通俗 易懂，“努力做 到不冗长乏味 ， 

也不神秘化，Iaq，很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 

伊格 尔顿的理论构建．在 当代 西方文 

论界具有重要地位， “他为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批评在新的形势下仍保持旺盛的生命 

力、从而使之成为 当代 西方各种批评理论 

中的重要一 支立下了汗马功 劳”∞ 尽管此 

书写于三十年前 ．作者的学术思想也有 了 

发展 ．但作为一本从 内容到方法都是马克 

思主义的经典原著 ．它对于人们认识20世 

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流 派．至今仍 

是很有益的。啊 

注释 ： 

格尔顿：(-q兜思 

主义 j文学批评’第1 I7 12．23、8I、I、2～3 82．43．46 5I 55— 

57．2I～22、8O、2 27、I页，文宝译。̂、民文学m版社198o~-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 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1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贞，人民出版社 

I972年版 

列宁选集》(第1卷)第 5I贞，人民Ⅲ版礼lq6Ofg版， 

④E 宁： 特里·伊格尔顿和他的马克 主义批评理 

论”，载《南方 文坛》20o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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