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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著，书中包括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艺术生产理论的发展、马克思主
义艺术生产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批评、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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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毋庸置疑，黑格尔的观点有抽象、唯心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对悲剧是不同力量之间的“矛盾
冲突”并且是“不可避免”的强调，又无疑是深刻的，揭示出了悲剧冲突的本质及其必然性。
另外，他对悲剧冲突体现普遍的理想性的强调，对悲剧人物对自我伦理理想的坚持精神的肯定（尽管
他是通过对这种片面的肯定来达到最后的毁灭，在个体的毁灭中来确认普遍的和谐，实现永恒正义的
胜利）等，同样也给后来的学者以很大的启发，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在黑格尔之后，西方悲剧学说的发展趋向了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以叔本华、尼采等为代表，否定黑
格尔对悲剧所作的纯粹理性的理念观照和哲学阐释，将目光投向了人的内在生命，探求人的存在和生
命的悲剧意识；另一则是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立足于黑格尔的矛盾冲突及和解的观点，从人类
社会的历史和发展实践出发，对其悲剧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和改造，并对悲剧的根源和美学特征进
行了相应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谈论过现实和艺术中的悲剧问题，但关于悲剧艺术问题的集中论述则发
生在1859年。
这一年他们分别致信（1859年4月19日和5月18日）斐迪南·拉萨尔，就其历史悲剧《弗兰茨·冯·济
金根》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思想观点和艺术观点进行了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论题就是悲剧。
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是一出历史悲剧，它以德国16世纪初一次以济金根和胡登为首的骑
士反对皇帝和诸侯的暴动为题材，着力塑造了济金根的悲剧英雄形象，并借以表达他的悲剧观念。
在拉萨尔看来，济金根的悲剧根源在于他企图用“狡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目的”，是“观念的
无限的目的和妥协的有限的狡智之间的辩证矛盾”，简单地说，即革命的目的和外交的手段之间存在
着冲突。
作为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信奉者，拉萨尔认为：“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热狂的思辨观念与表现上十分狡智
的有限的理性之间，看起来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解决的矛盾”，它是一切“革命行动的性质所固有的
深刻的辩证的矛盾”。
因此，他要在历史悲剧《济金根》中表现的“并不是某一过去的特定的革命本身，而是革命行动中最
深刻的、永远重复出现的冲突和它的必然性⋯⋯目的是想写出一个出类拔萃的正式的革命观念的悲剧
”。
从这种观念出发，拉萨尔以其剧本《济金根》实践着他对革命及其悲剧性的认识，并据此设计悲剧冲
突，传达他所认为的关于革命的深刻的、永恒的悲剧本质和必然性。
从这个意义上看，拉萨尔的这个悲剧剧本可以说是黑格尔悲剧观念的一种具体运用，他是通过既合理
而又有片面性的悲剧人物的失败和毁灭来揭示一种黑格尔式的抽象的革命悲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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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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