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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两卷：文学卷和哲学、宗教与语言学卷，书中收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部委
员2008～2010年间发表的优秀学术论文，集中展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哲学学科的优秀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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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学是人学”是针对教条主义把人当作描写的工具而说的，主张文学应该描写活生生的人，张
扬了文学的人道主义。
这一很有针对性的观点，开了解放文学思想风气之先，扩大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使文学与真实的人
结合起来，有力地批判了高大全、假大空这类虚假的文学主张，功莫大焉。
主体性文学理论是人性、人道主义讨论的必然继续与具体表述，与“文学是人学”也是相互呼应的。
文学主体论认为过去主体在反映论中完全是消极被动因素，所以那是客体文学，是没有主体的文学，
现在要重建具有首创精神的创作主体，建立新的主体文学，纠正过去创作中创作主体的缺失，强调创
作主体的创造地位与巨大功能，这是文学理论的一大进步。
有的作家有感于此，曾说，读了阐释文学主体论的文章，真有一种解放之感。
同时这一观念对于促进文学理论框架的反思，影响很大，这都是应该肯定的。
而庸俗社会学派对此理论至今仍然耿耿于怀，予以贬低。
自然，论述文学主体论的文章，理论自身有许多缺陷：首先，它自称是一种政治批判，批判的对象是
反映论，并且它不顾反映论的应有之义，没有弄清反映论的原意，却对被长期庸俗化了的反映论再度
庸俗化地大加挞伐，从而使得对反映论的批判变成双重庸俗化的批判。
其次，把现实主义文学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一种僵死的反映的代表，这自然与大量创作实践不符，在
理论上缺乏必要的知识支撑。
再次，它把作者主体实际建立在浪漫的想象之上，把主体变成不受客体任何约束、无所不能的主体了
。
关于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的研究，80年代影响不大，或者说没有什么影响，主要在计划经济时期，一般
认为资本主义与艺术生产是敌对的而未顾及其复杂性。
但是进入90年代，当我国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之后，这一问题就显得复杂化了，特别是文化产业的兴起
与实施，与艺术生产的关系如何协调，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艺术生产与商品生产以及各种生产目的
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了不断争论的问题。
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虽有不少理论著作、经验可供借鉴，但毕竟语境不同。
整体来说，由于思想准备的不足，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通过文化建设与艺术实践给以充实与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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