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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宪光编写的《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论述的对象是全球化的、整体
的、源流结合、多元流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把源和流结合起来，完整地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论从伟大
源头走向宏阔潮流的基本文学理论思想。

《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十章，史论结合，在历史梳理基础上，从历
史唯物主义文学观、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人的解放、文学与艺术反映、文学与形式、文学与身份
政治、文学与现代性、文学生产理论以及向文化研究的延伸、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入手，全
面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论思想。

本书在每一章论述之后，附录“原典精粹”，选取与本章论述相关的一些著作的精粹段落，提供给读
者阅读，以加深理解，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马克思主义文论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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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经济结构作为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并对它们起决定性的作用，不是直接地和似乎自动
地产生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的简单机体。
从这个基础向其余一切过渡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有时是微妙的和曲折的，不是总能够被揭示出来。
”①文学艺术与社会经济基础的关系是有机而复杂的，对于文学艺术的科学研究，“为了从构成基础
的结构过渡到一定的具有各种各样形式的历史过程，必须求助于概念和知识的综合。
由于找不到另外的术语，我们把这种综合称为社会心理学。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要和社会心理学的学理知识结合起来，才能避免教条主义，才能准确地把文学
艺术作为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来认识和研究。
这种社会心理学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在现成科学知识格局中“十分明显和具体，记述型的历史
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小说家和各种思想家一直只把它看作是他们自己研究和思考的对象”②。
要建设马克思主义文论，就离不开人类研究文学艺术的这种社会心理学的知识领域。
马克思主义文论不是脱离人类文学理论领域的研究，而是在这个领域中开辟出一种新的道路，创立一
种新的学说。
所罗门说，拉布里奥拉1896年发表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恩格斯以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一次
阐述”③。
他关于如何用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文学艺术的见解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始终坚持把文学艺术放置于整
个社会系统之中，始终把文学艺术产生、存在、发展、变迁的原因归根结底地基于社会经济基础去认
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二是始终坚持在上述基本前提之下，面对文学艺术特殊的社会心
理学问题，进行知识、学理上的讨论。
拉布里奥拉的这两个观点，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的主要路径，对当时的梅林和普列汉诺夫的理
论研究有重要影响。
弗兰茨·梅林，45岁才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但因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较为准确的把
握获得列宁的赞誉，列宁称他“不仅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④。
他1919年出版的《马克思传》是最权威的马克思传记著作。
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又对美学和文学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在第二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堪称文
艺理论家，他留下了四大卷文艺论文，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初始建构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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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马克思主义文论》是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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