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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
文论的守正创新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 41 届年会综述

王银辉∗①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 三中

全会精神, 推动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 话语

体系建设, 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3 日, 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 41 届年会

暨 “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守正创新” 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大学

召开。 本次会议由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和河南大学文学院共同主办, 河

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联合承办。 来自中国社

会科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大学、 四川大学、 浙江大学、 兰州大学、 上

海社会科学院、 华中师范大学、 湘潭大学等近百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140 余

名专家学者参会。 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两个结

合” 研究、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创作与批评实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话语构建、 文明互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阐释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题研究五个方面, 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守正创新这一核心议题, 展开了深入而富有成效的研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两个结合”
研究

“两个结合” 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论断, 为我们在强国建设和民

族复兴的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基于实践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江教授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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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场革命, 坚持 “两个结合” 就意味着中国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与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同中国当代具体实际和中国古代

文艺理论相结合, 进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理论体

系。 他强调,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分析当代中国文学实践、 文学活

动、 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党圣元教授围绕

“ ‘第二个结合’ 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传承发展使命”
这一主题展开探讨。 他指出,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学科建设

的中心任务是深入学习研究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 特别是全面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并将之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实

践中。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谭好哲教授强调, 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论相结合, 可以开拓我国当代文论研究的理论创新空间, 广大

文艺理论与评论工作者必须积极探索、 奋力前行, 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的互相成就, 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文论新形态的

历史创构迈向新阶段、 新境界。 山东大学 (威海) 文化传播学院张红军教

授聚焦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指出这一重要讲话

将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体现了对中

华文明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 为 “第二个结合” 等命题的提出做了铺垫。
西安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韩伟教授指出, “两个结合” 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精华, 是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思

想路线的理论结晶, 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中

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必须坚持 “两个结合” , 立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实践中提炼新理论、 熔铸

新智慧。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孙书文教授以中华当代诗词创作为研究对象, 通过

分析经典诗词作品的创作实践, 发现将新词融入传统文学形式, 能够为解决

“词穷” 问题提供有益借鉴; 以 “两个结合” 为根本途径研究中华当代诗词

的当代价值、 创作机理和发展动力, 将会实现眼界上的新突破。 上海大学文

学院汪一辰博士发现, “两个结合” 已成为文艺与美学研究的热点。 以此为

切入点, 他认为, “两个结合” 分别从历史与未来两个维度为中国文学理论

研究注入了新的血液。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任大认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

导向, 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为新时代的文

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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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创作与批评实践

与会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 对包括文学、 舞剧、 电影、 网

络游戏等在内的新时代文艺创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校长张政文教授认为, 只有继承中国古代文学精

神的主体性并不断创新,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精神才能更好地引领当代中国的文化

发展, 进而影响世界。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张宝贵教授强调, 应重新

认识情感生产力的表现形态; 当前, 传统美学的话语形式已不足以描述新

兴的审美活动, “悲剧” “喜剧” “崇高” “优美” 等概念已成为束缚, 我

们必须重视在物质生产和生活中不断涌现的新情感话语形式, 即亚审美

情态。
杭州师范大学原校长杜卫教授指出, 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 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键节点是审美和文学艺术的人生

价值, 既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指导美育理论的构建, 又

要利用中国传统美育思想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美育思想。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黎杨全教授认为, 网络游戏反映了消费文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玩家对游戏

的沉迷表明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精神控制力, “玩中有玩” 的现象促使我们

重新审视对网络参与文化的过度乐观看法, 对 “所有类型的活动都是劳动”
这一提法, 不应夸大和泛化。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胡俊研究员回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的百年发展历程和成就, 并从中总结出实践化、 中国化、 大众化等基本特

征, 认为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 未来要以实践

化、 中国化和大众化为取向, 遵循文艺创作规律, 创作出更多精品, 服务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河南大学文学院裴萱副教授指出, 马克思主义空间

生产理论建构的空间符号及其审美特征已成为文学艺术文本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未来要立足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 建构主体、 社会和空间的 “三元辩证

法”, 进而凸显空间的精神文化属性及符号意义属性。

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话语

构建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既是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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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文艺理论守正创新的前进方向, 也是此次学术会议热议的内容。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守义教授指出, “守正” 与 “创新” 应被视为有

机统一的整体, 其与古代的 “正变” 观有相通之处: “守正” 和 “正” 构成

了基础, 而 “创新” 和 “变” 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

院邢建昌教授围绕艺术理解中的美学问题进行探讨, 认为新审美主义与新形

式主义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美学的复归, 但这种复归并非简单回归到

鲍姆加登、 康德、 黑格尔等人的思想, 而是在接受后现代艺术创作冲击的基

础上为艺术解释寻找新的可能性。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李艳丰教授指出, 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要激活文艺

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活力与文化价值, 就必须转变人文主义批评和形式审美

批评的话语范式, 结合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和社会性内涵反思并建构文艺审美

意识形态的 “物性” 诗学维度。 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邓海丽教授通过分析

西方汉学界及英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界对中国文艺思想的误读、 误解和强

制阐释现象, 强调要以中国立场辩证看待西方多元化理解和接受的重要性。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曾仲权副教授以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践生产的哲学

维度为切入点, 通过追溯西方哲学传统, 探索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交往

维度及其双重转化的重要意义。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海龙副教授以 “国潮” 审美为分析对象, 指出在

从 “国潮” 走向 “国际潮” 的过程中, 必须重视新媒介的作用, 在不断创新

艺术形式的基础上, 借助新媒介的高效传播手段宣传和打造 “国潮” 审美的

民族特色与普遍价值, 同时必须警惕和反对形式主义、 跟风主义、 民粹主义以

及保守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陈龙副教授从方东美的 “生命情调与

美感” 问题出发, 分析中华美学精神中的 “中和之理”, 指出方东美对中华美学

精神的阐释有一个隐秘的变化过程, 中华美学精神在儒释道等不同资源滋养下

不断丰富发展, 这一进程彰显了中华美学精神的发展性、 开放性、 包容性与丰

富性。

四、 文明互鉴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

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如何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研究的路径和方法, 亦是与会专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胡亚敏教授聚焦马克思主义的 “人自身的生产 ”

这一命题及其当代价值, 指出这一命题引发了对文学性质及存在价值的

重新思考, 为反思当前主流文学批评方法提供了新的视角。 上海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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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马驰研究员通过研究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一封信, 发现恩格斯在晚年

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状况悉心指导各国无产阶级运动, 捍卫无产阶级的

民主权利。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段吉方教授从学术史角度研究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现实主义批判, 并以 “ 莎士比亚化 ” 和 “ 席勒式 ” 为核心概

念, 对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守正创新的具体实践提出富有建

设性的建议。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赵炎秋教授以环境问题为切入点, 强调要深入研究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 用辩证和发展的眼光把握人与环境

及其相互关系。 这种动态发展的视角为人与环境关系的探讨以及中国特色文

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新思路。 山西大同大学文学院凌建英教授强调要以马克

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立足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语境, 增强马克

思主义文论对中国文化实践的影响力, 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形成

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临沂大学文学院李红梅教授指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的广泛传播既有历史契机的推动, 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脉络逻辑发展

的必然结果。 她以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 “乐与政通” 为例, 展现了具有道

德和政治内容的音乐艺术与儒家精神形成话语蕴藉和审美图式, 并逐渐演变

为中国人的公共意识和审美文化的内在机理。
湘潭大学副校长刘中望教授指出, 《中国青年》 的文学主张代表了中国

共产党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初步实践经验。 该刊物通过构建 “为革命” 的文

艺路线、 重新设定文学的社会结构节点以及重构文学与青年之间的关系三种

策略, 确立了革命文学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这些文艺话语具有鲜明的 “文学

批判” 意味, 展现了 “对立” 和 “预设” 的修辞方式, 传播了党的文艺思

想, 团结了进步的文艺界知识分子, 培养了革命青年。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

学院高树博副教授以 《文学世界共和国》 为切入点, 结合帕斯卡尔·卡萨

诺瓦的作品文本, 从方法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评估其文学社会学的渊

源及独特之处, 描述其对世界文学空间结构的基本假设和论证方式并进行反

思。 河南大学文学院王银辉副教授指出, 物化是卢卡奇在 《历史与阶级意

识》 中揭示的现代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的核心观念。 通过福本和夫的努力,
该观念从欧洲移植至日本, 继而被李初梨、 鲁迅、 施复亮等引入中国, 随后

经历了一段特殊的理论旅行, 这一观念被遮蔽和淡化的历史境遇是当时经

济、 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柴焰教授指出, 电影研究是詹姆逊文

化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 詹姆逊以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方法论为指导分析经

典电影文本, 剖析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表征与乌托邦幻象、 道德冲突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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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言等, 展现了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批判和反思。 还应注意, 詹姆

逊通过将电影艺术置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图式, 建立起 “形式 -
历史” 的批评路径。 河南大学文学院杜智芳副教授以 《未来考古学: 乌托

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为中心, 分析马克思主义未来诗学与詹姆逊后现代

乌托邦的话语建构, 认为詹姆逊的科幻批评可被视为一种马克思主义未来诗

学, 而其科幻批评专著 《未来考古学: 乌托邦欲望和其他科幻小说》 含蓄

地表达了某种超越晚期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语境的审美政治新构想———后现代

乌托邦。

五、 阐释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题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文论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同阐释学及西方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傅其林教授认为, 21 世纪的批判理论是传统

批判理论的转型, 这种理论形态具有文本性、 现实性、 历史性和感性等特

点, 是一个全球性的理论框架, 旨在帮助人们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

实, 不仅有批判性, 而且具备建构性。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研究所刘永明研究员聚焦马克思于 1847 年创作的 《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

的道德》 一文, 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选本史上, 对这篇文章的

研究和对其史论价值的认识均不够充分。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万娜教授着眼

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的历史演变和主导范式, 认为开展这项研究一方

面为理解俄罗斯 (苏联)、 东欧、 西方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体系

在不同方向上的演变, 提供了具有参照意义的理论基础和学术依据; 另一方

面对探究这些话语在欧洲美学思想谱系中的位置以及它们在人类文明史中的

历史意蕴, 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李永新教授以斯图亚特·霍尔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为议题, 指出前者在将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相结合的实践中转向后结构主义

的语言论述, 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 同时偏离了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志雄教授从布

洛赫的 “前仿真美学” 研究谈起, 肯定他在审美的本质、 机制和效应三大

议题上提供了具有创造性和科学性的解答,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涵,
认为其 “前仿真美学” 提炼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

启示意义。 郑州大学文学院王天保教授借助本雅明的理论表述, 从技巧革

新、 启发式教育以及技术进步与政治进步的关系三个层面深入分析布莱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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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生产论, 为学界理解该理论提供了独特视角。 河南大学文学院史晓林

博士以审美资本主义的理论域为对象, 指出审美资本主义的研究推动马克思

的精神不断显现, 昭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复兴; 从审美资本主义的角度理解审

美和艺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有助于推动中国美学经济和文化产业的

发展。
与会专家还探析了阐释学中国化的现实进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

学院李俊教授论述了 “温故而知新 ” 的阐释学意义, 他着重从中国古代

的三种不同理解入手, 引申出阐释学的三重意义, 指出对同一文本的阅读

必然要在不断温故中扩展阅读的视域, 通过新见的提出逐步揭示文本的含

义, 从而拓展文本的阐释边界和公共性。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廖述务教授

指出, 本体阐释论是本土 “后理论 ” 的新理论形态, 要开展基于文学实

践的、 相对客观且局部化的阐释, 以 “语言现实 ” 为释义中心探索文本

在特定语境中的事件化意义, 尊重个性化解读, 从而激发文学阐释的意义

生成能力。
综上所述, 本次学术研讨会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守正

创新, 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观点、 方法解释中国的文艺现象、
文艺作品与创作实践, 致力于解决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同时,
全体与会者致力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将之同现代文明相结合。 这对推

动具有中国特色、 时代精神和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创作, 促进新时代中国文

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增强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 彰显中国话语, 均具有重要

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 延 　 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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