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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科学发展论》由袁学骏著，主要内容包括：文艺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文艺科学发展的动力—
创新、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文艺规律与民族化风格气派、以人为本与和谐文化、关于文艺批评的话
题、关于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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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学骏，1945年12月出生于河北晋州。
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河北省民俗文化协会会长、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石家庄市文联名
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文艺评论和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领域多有建树。
创作出版长篇小说《金镖记》（与人合作），文学理论集《石门文谭》、《与时文存》，散文集《西
柏坡凝思》，文化理论集《大文化对话》、《耿村民间文学论稿》、《耿村民间文化大观》、《民间
文艺论集》；发表各种作品和评论文章480余篇，150余万字；主编、编辑民间文学、文艺理论书籍60
余部。
获得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全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河北省文艺
振兴奖等省级以上奖励3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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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科学发展观与文艺的进步（代序） 绪 论 一、科学发展观的产生及其重要内涵 二、文艺科学发展观的
提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 三、文艺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 （一）“回归马克思” （二）走出后现
代 （三）创新发展，规律与平衡 第一章 文艺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文艺科学发展的哲学基础 一
、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二、文艺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它具有反作用 三、古
今中外文艺发生机理论述 第二节 文学艺术的性质和主要特征 一、文艺与政治、时代的关系 二、文艺
的人民性、民族性 三、文艺的主要特征：形象性、真实性和典型性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
国化 一、一篇《讲话》，一座里程碑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 三、文艺的现实基
础、环境和创作实践 （一）我们已经有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优良传统 （二）随着经济腾飞，
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正在形成 （三）几代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实践基础 第二章 文艺科学发展
的动力——创新 第一节 创新是文艺发展的灵魂和动力 一、“质文代变，时运交移”：中外文艺史就
是创新发展史 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艺创新理论的建设 三、文艺创新发展的动力和主力军 四、要克
服文艺创新的各种阻力 第二节 必须弘扬主旋律 一、主旋律的提出，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重大
意义 二、大力弘扬核心价值体系 （一）在创作中体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二）表现改革开放的时
代精神与共同理想 （三）弘扬伟大民族精神，塑造英雄人物形象 （四）表现“八荣八耻”的社会主
义荣辱观 三、当代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创新 （一）当代现实题材为主 （二）革命历史题材为主 四
、关于文艺作品思想政治内容的三个层次 第三节 必须提倡多样化，大力拓展文艺创新空间 一、多样
化的内容和道德底线 二、加强对传统题材和另类创作的引导提升 第四节 创新的重点体裁和创新形式 
一、大时代应该出大作品，要在“三大件”上出精品 二、创新文艺形式与高科技手段运用 第五节 改
编的得与失，更要提倡原创 一、改编创新的成败得失 二、焕发创造激情，激发原创能力 第六节 学习
、继承与借鉴 一、望今制奇，参古定法 二、要警惕作家的非学者化倾向 （一）生活型作家要向学者
型作家转化，呼唤大师与巨人 （二）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 （三）从实践上看借鉴创新 第七节 生
活源泉问题与“三贴近” 一、要深入生活、体验生活 二、“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
群众 第三章 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 第一节 百年文艺现代化发展路线图 一、19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
代性发轫 二、五四以来现实主义的传播与发展 三、新时期多种文艺思潮起落与现实主义的嬗变 （一
）从伤痕文学到先锋文学的更迭演变 （二）多元化发展中的新现实主义 第二节 现实主义回归及其主
导地位的重新确立 一、世纪之交的新现实主义实践成就 二、关于现实主义的最新总结 第三节 孪生兄
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两大文脉 二、现代变形创作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
四节 两种不良创作倾向批判 一、极“左”文艺路线的危害 （一）“写中心，唱中心”，主题先行，
排斥艺术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爱情列为禁区 （三）过分强调写工农兵，普遍贬低知识分子 （
四）要求写英雄典型，造成“三突出”盛行 （五）过头地强调运用民族形式，学习外国只是一句空话
（六）结构和情节的公式化 （七）到处充斥着标语口号和空洞的说教 （八）缺乏大文化观念，将中
国传统文化剔除在外 （九）违背文艺规律，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原意 二、新时期文艺创作中出现的
一些弊端 （一）非意识形态化，告别革命 （二）反对体验生活， “主题先行”，与极“左”异曲同
工 （三）告别崇高，消解诗性，将人物矮化、非英雄化 （四）反历史，消解历史意识 （五）反理想
，消解价值观念，鼓吹娱乐至上 （六）反理性，欲望化 （七）鼓吹暴力、展示死亡 （八）“语言革
命”，形式主义 （九）在创作态度上，生吞活剥地模仿 第四章 文艺规律与民族化风格气派 第一节 文
艺的本质与规律 一、文艺的本质与规律 二、三大文艺规律：源于生活、形象思维、继承创新 第二节 
拥抱和把握形象思维 一、古今中外关于形象思维的经典论述 二、形象思维离不开逻辑思维 三、保持
活跃的想象力，提高艺术表现力 第三节 倡导各种艺术风格流派 一、风格即人：提倡各种各样的艺术
风格 二、关于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传统要求 三、当代文艺发展中流派纷呈 四、关于“有地方色彩
”的“世界的文学” 五、树立文体意识和加强作品文体探索 ⋯⋯ 第五章 以人为本与和谐文化 第六章 
关于文艺批评的话题 第七章 关于文艺理论体系的建设 第八章 维护文艺生态平衡 第九章 文艺产业发展
势在必行 后 记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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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新世纪以来进一步提倡主旋律，有关创作仍然连绵不断，通过主流媒体广泛传播，也使许
多生涩的矮化人物的后现代创作相形见绌。
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亦是一种互补，共同形成了我国新世纪文艺的多样化。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庆祝建国60年的文艺展演中，革命文艺、各种现实主义力作表现非常突出。
对马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姿态，形成了新的阵容。
大家面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拿出了一批有分量的理论创新成果。
同时加强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成为我国文论发展的重要参照。
虽然争鸣不断，但我国文艺和文论事业正是在这种争鸣甚至论战中发展前进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传统的红线，仍然在中国大地上贯穿发展着。
 （二）随着经济腾飞，一系列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正在形成 中国经济GDP已经超过日本上升为世界
第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这是我们文学艺术发展的基础条件和宏观环境。
我们的文化也正在走向世界。
两三年间，500余所孔子学院已在世界各国建成，中国年、中国节在英法美俄诸国盛况空前。
第29届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更是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文化地位。
人们在赞扬中国成就的同时自然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作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的政治文化因素的
作用。
所以处于经济萧条中的西方人又走向马克思，捧起《资本论》，寻找治世良方。
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指导意义体验更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发展的信心更足，对祖国光明前途的憧憬更为乐观。
在这种大环境下的中国文学艺术自然是在相对自觉的学习传统和学习西方中悄悄向左转，而不是在后
现代的影响下继续滑向委靡。
新一轮国际马克思主义升温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运用自然合流，形成一个更为自觉的、互动的、
建设性的国际政治文化大气候。
 十分重要的是，我们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摸索与实践，已经有了“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最基本
最稳定的文艺方针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形成，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原则的确定，知识产权和著作
权法的颁布与修改等等，都体现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文艺观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势和特色，体
现着中国作家艺术家的良知和集体意志，更体现着中国公民的文化愿景和国家民族的文化利益。
这些，成为我国文学艺术能够相对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指导和有力保障。
近几年，全国打击文艺低俗之风的力度加大。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又出台了网络管理法规，将在净化网络文化市场方面起到重要的
约束和清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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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艺科学发展论》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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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袁学骏处于文化的自觉，用数年心血著成了这部文艺论著，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研究的一个
新鲜成果。
 ——著名文艺理论家、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陆贵山 
该书作者能把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思想贯穿于对文学发展的研究中，力图揭示其中的经验与教训
，树立文化的自觉与自信。
这样的探索是有价值的。
 ——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博士生导师 雷达 这是一部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
书，一部勘于思考、勇于探讨的书。
由于它抓住了文艺发展繁荣之魂，因而充满清醒的睿智。
 ——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学文 《
文艺科学发展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直面纷纭繁杂的文学现象与文化热点，以独特的视角对我国
文艺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学理性的省察和远瞩。
本书在理念上的突出亮点：一是文艺改革和发展要坚持正确的方向，二是倡扬时代精神和创新精神，
三是努力实现导向性和多样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包明德 这是一本具有开创意义的书。
 ——著名文艺理论家、中国解放区文学研究会会长、《求是》杂志原副总编辑 刘润为 作者立足于今
天，回望历史，直击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难点热点，形成这部具有创新意义的文艺论著。
希望大家读读此作，对于认识文艺发展的规律和道路肯定不无帮助。
 ——著名文艺理论家、《文艺报》总编辑 阎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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