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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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面临

$被边缘化% $不及物% $休眠化% $失语化% $理论化% $娱乐化% 等种种遭际! 某种

程度上是其现实品格的自我遗忘而至 $自我放逐% 的表征" 在文学实践面前故步自封

于与现实化相对立的狭隘 $学术化%! 既割裂了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统一性!

也使文学批评退缩为疏离于文学现实的 $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批判种

种 $非现实化%! $文学的马克思主义% 为其当代形式" 回到马克思关于 $向现实本身

去寻求思想% 的深刻思考! 立足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代语境! 重铸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 恰当其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新时代& 现实品格& 文艺实践

!!鲜明的现实性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

基本品格之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

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中$ 中国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一直实践# 张扬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品格!

规导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基本格局与价值走向!

型构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在经济

全球化# 文化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中! 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发

挥着其他批评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 同时也不同

程度地面临现实性淡隐乃至遗忘等问题! 文学批

评时效性不足# 有效性弱化# 功能性降低等当代

症候不一而足$ 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 重铸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恰当其时$

一!症候性诊断与现实性问题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事实性描述

与症候性诊断! "被边缘化% "不及物% "休眠化%

"失语化% "理论化% "娱乐化%! 等等!

! 可视为

其中代表$ 这些描述与诊断绝非空穴来风! 在世

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视野中! #$ 世纪后期以来

的文学批评即便未必是明日黄花# 境遇不堪"

! 但

"批评的时代% 已然落幕! "亚历山大港的灯塔%

#

能否继续照亮文学阔步前行的道路! 在此问题上

见仁见智! 文学批评的 "被边缘化% 似正与 "理

论之后% 的文学理论$同病相怜$ 在中国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视域中! "被边缘化% 多被视为马克思

主义文学批评与文学实践之间现实性关系解体的

标志! 并与诸种症候性诊断相互支撑! 而进一步

的考察将表明! 这种事实性描述与症候性诊断无

不指向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问题$

历史地看! 新时期以来的 *$ 年间! 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在批评范式# 批评主体# 批评风格#

批评话语等诸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批评范

式看!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大体经历了从一元主

导! 到一元主导# 多元共鸣的转换- 从批评主体

看! 是从作家协会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二分天下!

到消弭身份分野# 批评学者化的转变- 从批评风

格看! 则是从专业批评! 到媒体批评# 网络批评

与专业批评共竞的转变- 从批评话语看! 是植根

于俄苏文论与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 思想资源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到奠

基于欧美文学理论资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

评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共存的转变%

$ 质言

之! 批评观念大调整# 大解放! 批评主体意识增

强! 批评观念方法纷繁多样! 批评家群体涌现!

批评反思性增强&

$ 文学批评经历了从 "一% 到

"多%! 乃至全方位的系列转变! 马克思主义文学

批评显现出开放姿态和强大活力$

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肇始处也可以看到!

(+'(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和发展是近百年历史

进程中耀眼的风景$ 起伏于文学批评历史地表的

既有对文学意识形态性的强调! 也有对美学的#

历史的批评方法的坚持! "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

评在中国的传播# 建立! 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这构成本时期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一条主要线

索%

'

$ 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 意识形

态性的强调! 成为特定历史时期文学批评的规范

标准与指导范式$ 但就理论谱系而言! 马克思#

恩格斯主张美学的# 历史的批评标准! 以 "莎士

比亚化% 反对 "席勒式%! 马克思之后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也罕有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泛政

治化# 唯一化乃至绝对化者$ 就世界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思潮的演变而言!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被列举为 #$ 世纪最具国际性的三大文学批评流派

之一(

! 其现实品格与影响凸显于当代学术视野)

!

并 "被大量的散播和内化%

*

$ 世纪之交! 当代文

学批评愈益包容广泛# 海纳百川$ 就此而言! 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被边缘化% 的看法! 准确地

揭示了当代文学批评实践某种程度的新变! 敏锐

地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现实性问题$ 因而! 这一事

实性描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主导地位动

摇的断言! 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过时论的

证明! 而毋宁说是其现实品格对当代文学实践新

诉求的理论回应与学术观察$

如果说 "被边缘化% 从事实性描述的层面指

认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问题! 那么! "不

及物% "休眠化% "失语化% "理论化% "娱乐化%

等判断则是对此问题给予的症候性诊断$ 这些症

候性诊断约略指向以下五个层面) 在对象性层面!

"不及物% 指向文学批评与文艺作品的关系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始于疏离# 终于逃避-

在功能性层面! "休眠化% 意味着文学批评缺乏介

入文学实践的自觉性与积极性- 在价值论层面!

"娱乐化% 直指文学批评在其意识形态性上的迷

失- 在接受性层面! "理论化% 表明文学批评遗忘

了对话语接受性的考量! 批评话语的密林令受众

望而却步$ 此外! 在批评文体层面! 不同程度地

轻视 "微批评% 等批评新形态- 在批评主体层面!

多多少少拒斥网络批评写手$ 这些诊断林林总总!

从不同角度揭示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际

遇$ 然而! 如果考虑到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文学

研究原本就具有一种在场研究的性质! 那么! 上

述客观而冷峻的诊断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将研究

主体问题有意无意地排除在审思视野之外$ 如果

说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确然存在着批评实践

与文学实践关系上的现实性问题! 那么缺失了对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主体的考察! 在结构上

是不完整的! 在思维方式上则是以对研究对象的

关注遮蔽了研究主体的自我反思$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性视域中! "职

业的批评% 曾是文学批评的三大主力之一+,-

! 其后

更有学者指出! 相对于艺术家失之于非理性! 哲

学家局限于概念演绎! 唯有特定职业批评家似乎

更有资格建构 "行之有效的批评标准%

+,.

! "专业主

义% "精英主义% 打开了文学批评的隐士世界$ 这

多少与今日新媒介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世

界相似) 一方面! 职业批评在大众读者那里似显

多余! 而业余批评却以大众化的方式争取认同-

另一方面!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似乎只是马克思

主义! 远离文学世界而去! 而文学批评又仿佛仅

仅是文学! 避马克思主义唯恐不及$ 这些马克思

主义文学批评家或可被称为 "文学的马克思主义

者%! 他们从真实世界中遁隐! ".文学/ 和 .马克

思主义/ 被认为是他们著作中不涉政治的内容和

方法) 文学批评仍就 .只是/ 文学批评! 马克思

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 政治主要是文学评论家们

既渴望又夹杂着绝望的情绪所谈论的东西%

+,/

$ "文

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批评! 固然不无对理论的

偏见以及个体性因素+,0

! 然而! 以此来概括当代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品格的退隐! 却不失为

生动$

二!"学术化# 与 "现实化#

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未有直接的集中阐述! 但

对其他相关问题的思考为此提供了重要指引$ 马

克思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 "学术化% 倾向时曾写

道) "喜欢幽静孤寂# 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

我直观%! "它不是通俗易懂的- 它那玄妙的自我

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

古怪- 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 若有其事地念着咒

语! 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

+,1

$ 马克思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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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德国古典哲学 "学术化% 倾向的三个层面)

一是在现实的层面! 画地为牢! 独处于 "纯粹%

理论领域- 二是在话语的层面! 他们在小圈子内

自说自话- 三是在接受的层面! 他们的话语既远

离了现实! 也远离了受众$ 马克思在 '%++ 年谈到

工人脱离劳动的理论研究时提出 "理论上的灾难%

问题)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

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 他们就会不断制造 .理

论上的/ 灾难$%

+,2理论之于工人而为灾难! 其原因

在于理论离开了实践而无根化为 "纯粹% 理论$

无论是画地为牢的 "魔术师%! 还是面临 "理论上

的灾难% 的工人! 无不以 "理论化% "学术化% 的

形式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紧密关联! 钝化了马克

思主义的现实品格$ 马克思的深刻思考对反思当

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问题具有指导

意义$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同程度地

延伸了马克思对消弭现实性的批判$ #$ 世纪 #$ 年

代! 柯尔施概括了将马克思主义 "学术化% 的倾

向) "声称他们的任务是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

者用康德# 狄慈根# 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哲学

来 .补充/ 马克思主义$ 然而! 正是因为他们认

为马克思主义体系需要哲学的补充! 他们也就使

人们明白了! 在他们的眼里!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

缺乏哲学内容的$%

+,3在柯尔施看来! 这样的马克思

主义既对社会生活与革命作了静止理解! 又割裂

了实践与理论的有机联系$ 佩里(安德森则将之

概括为 "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 "理论与实践

的割裂%

+,4

! 他痛心疾首地指出! 历史唯物主义曾

经努力完成的从哲学向政治学经济学的转换! 在

这里又被扭转回去$ 如今! 距安德森的反思又过

去了 *$ 年! 时过境迁! 左派运动早已落回低潮+,5

!

资本主义世界本身已是今非昔比! 然而! 安德森

反思中回响的马克思的批判依然振聋发聩$ "批评

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它自身! 而且! 如果默认这

一悖论的话! 批评! 只要它开始成为有组织的教

条的时候! 也就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它自身了$%

+67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将自身视为批评对象之一!

正体现了其现实品格! 而消弭现实性的批评则是

教条化的当代形式之一$

概言之! 遗忘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将文学批评与马克思主义割裂开来! 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退缩为疏离于文学现实的文学研究! 文

学批评的现实性退缩为 "学术化% 的不干涉! 批

评的实践性退缩为理论的实践性! 批评话语沦为

晦涩难解的密室低语$ "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并

非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专利$ 毛泽东在

+$ 多年前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曾提出 "公式的

马克思主义者%! 批评他们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的关

系! 甚或以理论取代了实践! 结果 "只是对于马

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

+6-

$ 鲁迅则批评 "革

命文学家% 缺乏正视现实的勇气) "是斗争和所谓

超时代$ 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 倘自己没有正视

现实的勇气! 又要挂革命的招牌! 便自觉地或不

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 身在现世! 怎

么离去* 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 就可以离

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

+6.逃避现实! 抑或躲进小

楼! 总归画地为牢+6/

! 既无利于革命! 也有害于文

学$ "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革命文学家% 在

"文学的马克思主义者% 那里获得当代重生$

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 提出并讨

论文学批评现实品格的遗忘问题! 绝不是要文学

批评拒绝理论# 排斥理论! 恰恰相反! 回到马克

思# 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文本与

基本范式! 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

态+60

! 正是当代核心使命之所在$ 重建马克思主义

文学批评理论与批判实践的有机联系! 关键在于

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 事实上!

以批评理论遮蔽批评实践的现实性! 是当代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尤其需要警惕的不良倾向! 其典

型表现有三) 一是将学理性# 理论性研究机械地

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仿佛只有在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本研究中才能真正回到马克思主义#

回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结果却只能得到阉割了

现实性的 "理论% 的马克思主义$ 二是虽承认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 同时又趋向于片面

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性! 使得鲜活的

文艺现实沦落为理论真理性的证物$ 三是 "什么

都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来说话%! "根据

需要找一大堆语录! 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 恩

格斯当年说过了%

+61

! 简单僵化# 庸俗化地抬高马

克思主义! 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 恰恰相反!

它沦为马克思主义早就批评过的对象! 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成为 "人们盲目膜拜的理论偶像! 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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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成为并不起实际作用的抽象原则%

+62

$ 迷失现实

性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或导致马克思主义的

简单僵化! 或导致批评家沦为马克思曾批判的庸

俗化的 "社会主义美学家%! 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

评脱离实际# 远离现实! 现实品格被阉割$

三!"向现实寻求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不离开现实社会生活!

单纯就理论而理论! "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 而且

一刻也离不开这种前提$ 它的前提是人! 但不是

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 离群索居状态的人!

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 现实的# 可以通过

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 11思辨终止的

地方! 即在现实生活面前! 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

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

方%

+63

$ 马克思在 '%(+ 年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从

理想主义! 000顺便提一提! 我曾拿它同康德和

费希特的理想主义相比较! 并从中吸取营

养! 000转而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64马克思曾

自称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但当他一旦意识到黑格

尔哲学的唯心主义! 就毫不犹豫地转而 "向现实

本身去寻求思想%! 与唯心主义决裂$ 马克思也批

评 "旧唯物主义% "不了解 .革命的/# .实践批

判的/ 活动的意义%! 提出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

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65

! "只有在

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

解放%

+87

$ 终止纯粹的思辨! 走进现实的生活! 这

为思考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现实性问题提供了思

想和方法论的指引$

首先! 脱离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 将沦为马

克思所批评的 "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

观%! 在 "学术化% "理论化% 借口下沉溺于 "幽

静孤寂%# 满足于密室低语! 即便如此! 一来如鲁

迅所言! 外面的文学世界依旧精彩# 吸引力难

拒+8-

! 二来如此这般 "学术化% 的学术在何种程度

上存留了学术本身的真实性! 难免令人存疑$ 然

而! 如果关注文学现实的文学批评仅仅停留于#

满足于现实层面! 同样是对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偏

离! 因为它不仅忘记了文学批评对文学现实的关

注! 忘记了文学批评既非图解现实! 也非例证理

论! 也忘记了把现实问题提炼为理论问题的内在

规范$ 就此而言! 阿多诺的提醒对后批评的某种

倾向来说尚未过时) 体系化 "严重瘫痪了哲学%!

即便康德和黑格尔那样的理论家! 如不考虑其纲

领而单就其体系结构的琐碎来看! "都是一种先验

的不可避免的失败的标志%

+8.

$

其次! 并不存在某种 "纯粹% 的# "客观% 的

文学现实! 只要谈论 "现实%! 就难免是用概念来

谈论的现实$ 任何进入文学批评话语的文学现实!

都不能不是特定的理论框架与问题式所照亮的现

实$ 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而言! 现实即为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问题式+8/中的现实$ 但是! 马克思

主义文学批评之为马克思主义! 还在于它要求自

己并不停留于现实本身! 也不讳言概念之于现实

的 "污染%! 而是坚守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品格! 此

即马克思所言! 只有具有现实性的思维才有力量#

才有真理性$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不仅要穿透文

学现实! 也要越过概念的泥淖! 用批评之光照亮

现实$ 马克思关于哲学的现实性的思考同样适用

于文学批评)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

的精华! 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 那时哲学

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 而且从外部即就其

表现来说! 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

互作用$ 那时! 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

不再是一定的体系! 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

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

+80

再次!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内在地

包含了自我反思与批判$ 例如! 马克思的文学批

评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关系如何* 如何再思考

马克思的文学批评关于审美# 形式与倾向性关系

论述的当代意义* 如何厘清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美学# 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关系!

是否存在以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美学# 文化研

究遮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倾向* 等等$ 事实

上!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 就曾出现以下现象!

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在个别时代所强调的阶级

性# 倾向性思考被抽象化# 普遍化! 结果特定时

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被普遍化为超越时代的

文学批评$ 构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当代形态#

中国形态! 应强化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实践品

格! 切实恢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性+81

$

最后!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内在

地要求本土经验$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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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

联系! 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

+82经

验是当代的! 但不是线性时间观的当代- 经验根

植于历史! 又不是与当代绝缘的历史- 经验立足

于当代! 又不是倒退着走向未来$ "历史唯物主义

所要求的是一种打破历史连续性的现在的意识$

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性理解看作被理解的事物的

延存! 直至现在仍能感觉到这些被理解的事物跳

动的脉搏$%

+83走出纯粹思辨# 消弭神秘性! 就必须

从当代出发# 从现实出发$ 就此而言! 强调文学

批评立足本土文学经验! 认为当代文学理论危机

是 "脱离文学经验的结构性危机%

+84

! 实为清醒洞

见$ 文学经验不限于传统的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

文学活动经验! 而应包括新时代语境中一切具有

文学性意味的语言符号活动- 文学实践也非过往

的传统文学实践! 还应涵纳互联网媒介下的文学

活动及其结果- 文学实践主体也不能局限于传统

的作家# 读者# 批评家等范畴! 也应考虑网络写

手群体$ 这些构成了新时代更为广泛的文学经验

现实$ 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直面鲜

活的文学现实! 担当起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这一社会使命$ 更为重要的是! 文学作品要经

得起人民# 批评家和市场的检验! 文学批评也应

接受人民的批评# 生活的检验$ 恩格斯在谈到马

克思主义如何进入美国工人阶级精神世界中时就

提出) "越多由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的经验 +在德国

人的帮助下, 去检验它! 它就越会深入他们的心

坎$%

+85那种迷失现实性的批评! 满足于小圈子内的

密码般低语! 或者流于图解生活# 例证现实的理

论灌输! 或者陷于无关生活# 无关人民的隔靴搔

痒! 都无法真心走进本土文学经验! 更遑论走进

心坎了$

综上所述!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

现实品格!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所面临的

"被边缘化% "不及物% "休眠化% "失语化% "理

论化% "娱乐化% 等种种处境! 无不是其现实品格

的自我遗忘而至 "自我放逐% 的表征$ 故步自封

于狭隘 "学术化%! 抑或止步于现实本身! 都难免

遗忘了马克思关于 "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 的

深刻思考$ 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

代语境中! 重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

具有当代必然性$ 此外! 重申马克思主义文学批

评的现实品格! 并不与张扬其批判精神相互抵牾!

恰恰相反! 二者相辅相成! 既不能混同! 也不能

割裂$ 混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和批判

性! 当代文学批评实践则既难以从文学现实中提

出有价值的当代理论问题! 也难以将对文学现实

的直面上升到超越的层面- 割裂二者! 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的现实性因缺失超越性维度而堕入马

克思曾批判的 "社会主义美学家% 的庸俗社会主

义者行列! 批判性则因凌空于现实之上而流于萨

义德所批判的专业主义小圈子的自说自话$ 混同

与割裂的结果! 是导致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

既不现实# 也无批判的泥淖$ 现实品格与批判精

神都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鲜明品格! 是马克

思主义的革命性# 实践性的具体体现$ 在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当代语境中!

重铸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与

批判精神恰当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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