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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视学好的中马克思思格斯美学思研想究

从 2 0世纪 2。
、

3 0年代苏联的庸俗社会学学派到当前我国学术界
,

80 多年

来
,

始终有人在怀疑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过系统的美学思想
。

产生这种怀疑本身

其实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
,

因为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没有写过一篇美学论文
,

甚

至也没有以任何非公开的方式 (笔记
、

书信
、

谈话等 ) 正面阐述或勾勒过 自己的美

学理论
,

他们的美学思想以一种零散的形式
,

存在于一些哲学手稿
、

政治经济学 手

稿和著作
、

政论文章以及私人通信的字里行间
。

这种探讨美学的方式确实非常罕

见 ! 不过
,

如果我们因为这种探讨方式的独特性就怀疑他们美学思想的系统性
,

那无疑是浅薄的
。

事实上
,

自第二国际时代以来
,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大址文献手

稿的发现和公开发表
,

人们对他们美学思想的认识越来越深人
、

越来越全面
,

以 至

任何一个负责任
、

无偏见的研究者 (不管是前苏联东欧学者
,

还是欧美学者 )都肯

定他们的美学思想 具有内在统一性
,

差别只是在于如何重构
、

评价这 种内在统

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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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
,

他们的家人
、

战友和同志
、

学生以及其他同时代人曾写

下大量的回忆性文字
。

川
、

z[] 通过这些纪念性材料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
在这些同

时代人眼中
,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艺术修养
,

而且对某些具体的文

学艺术问题还具有极其深刻的认识
。

不过
,

即便是那时代最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生

平与思想的三个人
,

即考茨基
、

伯恩斯坦和梅林
,

也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拥有完整

系统的美学思想
。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首先
,

随着马克思主义不断

取得胜利
,

现实斗争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
、

新问题
,

有些还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研

究过
、

甚至都没有想像过的
,

它们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

以至人们在很大程

度上忽略了对马克思恩格斯除政治策略
、

政治经济学
、

哲学之外的其他思想进行

深人系统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

其次
,

第二国际领导人不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著

作手稿的编辑
、

整理和出版工作
,

让数量 巨大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沉睡在黑暗的

档案库中
,

长期不为人所知
,

从而严重妨碍 了包括他们 自己在内的人们对马克思

恩格斯思想的全面认识和准确评价
。

最后
,

考茨基和梅林可以说是第二国际中对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最有发言权的两个理论家
,

但因为他们在思想上受到同时

代资产阶级哲学不同程度的影响
,

因此在不少问题的判断上都是不正确的
。

所

以
,

在整个第二国际时代没有出现一本专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著作
,

也就

不足为奇了
。

尽管如此
,

第二国际理论家还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研究的开展作出了

实质性的贡献
。

他们的贡献包括两个方面
。

首先是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

著作集和通信集
,

为人们更全面地 了解他们的生平和著作 (尤其是不为人所熟悉

的早期生平和著作 )提供了便利
。

这其中最突出的成就是梅林编辑出版的四卷本

《卡尔
·

马克思
、

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
、

斐迪南
·

拉萨尔遗著 ))( 斯图加特
,

19 0 2

年 )以及倍倍尔与伯恩施坦编辑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 斯图加特
,

1 9 13 年 )
。

其次是出版了翔实可靠的马克思恩格斯传记
,

使他们的完整形象首次

呈现在人们面前
。

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具权威的党史专家和文学评论家
,

梅

林曾被恩格斯指定负责出版马克思全集
。
[ 3〕̀ ” 胜 “ 5

一

“ , ’

尽管梅林没有全部实现恩格

斯的嘱托
,

但他终究是将恩格斯最关心的马克思早期文献编辑出版了
,

并且创作

出第一部权威性的《马克思传 )) ( K a r l M
a r x :

G e s e h i e h t e s e i n e s L e b e n s ,

L e ip z ig
:

1 9 19 )
。

在此后 四分之一个世纪里
,

这本《马克思传》一直是人们了解
、

研究马克思

的必读书目
,

也因此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
,

其中中译本出版于 1 9 6 5 年
。

闭 不过
,

必

须指 出的是
,

尽管这本传记第一次 向人们展示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文学世界
,

并

充分肯定
一

r 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对美学研究的重要指导意义
,

但它也存在明显缺

陷
:

首先
,

由于历史原因
,

梅林对马克思著作特别是手稿和书信的掌握并不全面
,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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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1 4 8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德意志意识形态 》
、

《 1 5 7 8一 1 85 8年经济学手稿》
、

马克思《致斐迪南
·

拉萨尔 ( 1 85 9年 4 月 1 9日} ))等包含重要美学思想的文献他

都不知道
,

因此也就未能给予相应介绍和评价
; 因此

,

其次
,

他只是承认唯物史观

对美学研究的指导价值
,

而并不认为马克思存在系统的美学思想
;
第三

,

他是拉萨

尔的同情者
,

所以他对马克思批评拉萨尔的一些著作的评价具有明显的偏向性
。

古斯塔夫
·

迈尔 ( G us t va M a ye r ,

1 8 7 1一 19 4 8 年 )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相对年轻

的党史专家
,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
,

他就因为发现恩格斯 1 8 4 4 年以前的匿名

著作
、

改写人们对恩格斯思想发展 史的认识而闻名
。

在 1 9 20 年
,

他曾出版了
一

个

两卷本的《恩格斯传》 ( F r i e d r i e h E n g e l s
: e i n e B i o g r a p h i e )

,

不过其中相当多的内

容是他所发现的恩格斯早期著作
。

14 年后的 1 9 3 4 年
,

他在荷兰海牙用德语出版

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两卷本《恩格斯传》
,

并在两年后出版了一个单卷本的英语缩

略本 ( F ; is d ir hc E ,
ge l 、

: “ ib o g r “ p h y )
。 「5 ]它的 出版使人们完整认识恩格斯包括

美学思想在内的思想发展成为可能
,

并因此得到东西方世界的广泛推崇
,

成为此

后 4 0 年间研究恩格斯的必读书目
。

1 9 4 2 年
,

郭大力曾根据英文本出版过 一个节

译本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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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视好中的马克思.格斯美学思想研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

苏联成立之后
,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中心就从德国转

移到了苏联
。

1 9 21 年
,

在列宁的推动下
,

苏联成立 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
,

动用

年轻的苏维埃稀缺的黄金去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
、

著作
、

书信及其相关著作
,

从而使得苏联成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文献中心
、

出版中心和研 究中心
。

不过
,

在整个 20 年代
,

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比较紧张
,

所以
,

苏联理论界在马克思恩

格斯研究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成果出现
。

而在 30 年代初期斯大林牢固地确立 r

自己的领导地位之后
,

为了全面推进 马克思 主义在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领 导地

位
,

苏联官方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

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

马克思恩

格斯美学思想研究在苏联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
。

1 9 3 3 年
,

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 50 周年
,

苏联出版了卢那察尔斯基 主编
、

里夫

希茨 (M ikh a i l L i f s h i t s
,

19 0 5一 1 9 8 3 年 )和席勒尔 ( F r a n z P
.

S e h i l l e r )编辑的 (( 马克

思恩格斯论艺术 》
。

尽管这个版次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收集的素材还有相当

大的局限性
,

但却是历史上第一本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专题摘编
。

它的问世充

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是有系统的美学思想的
。

此后几十年间
,

里夫希茨不断充实

完善选编内容
,

终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成为一个得到国际学 界普遍尊重和广

泛使用的善本
。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

冷战期间
,

欧美主流学界通 常不使用苏联理

论界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专题文献摘编及其译本
,

但却给予《马克思恩格斯论艺

术》以高度评价
,

并在自行选编相应的文献摘编时
,

大多参照了《马克思恩格斯论



艺术 》
。

1 9 60 年
,

我国曾分四册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中文本
。 〔’

一

}

作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积极成果
,

1 9 3 3 年
,

里夫希茨出版了自己

的研究专著《论马克思艺术观的发展 》
。

这是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美学

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著作
。

它因为资料翔实
、

线索清晰
、

立论准确
、

论证有力而得到

包括欧美在内的国际学界的普遍赞誉
,

被公认为马克思美学研究中的一部经典
。

早在 1 9 3 8 年
,

它就被翻译成英文
,

以《卡尔
·

马克思的艺术哲学》 ( T h e p hi lo so p h y

o f a r t o f K a r l M
a r x )为题出版

,

此后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

1 5 8 3 年
,

我国曾根

据 1 9 7 9 年的第二版出版了它的中译本
。

阁需要指出的是
,

在创作完成《论马克思

艺术观的发展 》时
,

里夫希茨才 28 岁
。

虽然 自古英雄出少年
,

但这么年轻就作出

如此重大的成就
,

仍不免让人惊叹
。

究其原由
,

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值得一提
:

第

一
,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主要编辑
,

里夫希茨全面掌握了马克思恩格斯

的美学文献
,

从而使得他的研究获得了别人无法比拟的坚实文献基础
;
第二

,

30

年代初期
,

苏联刚刚开始加强理论领域的意识形态控制
,

虽然教条主义已经形成
,

但尚未深人人心
,

这就使得他的研究更少些教条主义意识
、

更多些历史真实
;
第

三
,

他有一个深藏不露的合作者
,

这就是卢卡奇
。

19 30 一 19 31 年间
,

卢卡奇流亡

苏联
,

期间主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第 一版的编辑工作
,

这时他结识 了年轻的里夫希茨
。

从卢卡奇后来的记述中我们

可以看出
,

他当时与里夫希茨合作很深
,

他们在
“

力图揭示马克思真实的美学并进

一步发展它时
” , “

获得了一个真正历史的系统方法
” 。 「9 1̀ p

·

v
lll) 有了卢卡奇这个具有

深厚德国思想史传承的大哲学家的襄助
,

年轻的苏联学者里夫希茨能够在马克思

美学思想的发展这个非本土课题上取得重大成功也就可以理解了
。

1 9 3 3 年
,

《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 》的另外一个编辑席勒尔出版了《作为文学批

评家的恩格斯 )) ( E n g e zs 走a 走 l i z e r a r u r n i j 走r i t ik )一书
,

对恩格斯的美学思想进行

了系统梳理
。

1 9 4 5 年
,

该书被翻译成德文收录于纪念恩格斯逝世 5 0 周年的文集

《作为思想家的恩格斯 》一书
。

阳 1

1 9 3 3 年 3 月
,

卢卡奇被法西斯德国政府驱逐
,

再度流亡苏联
,

直到 19 4 4 年 12

月才
`

返回解放了的匈牙利
。

在此期间
,

除了创作《青年黑格尔 》
,

卢卡奇将所有精

力都投入到对 19 世纪欧洲文学史的研究
,

其中一个核心课题就是马克思恩格斯

的美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

依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丰富的文献资料
,

他完

成了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研究论文
。

19 37 年
,

他在莫斯

科出版了题为《 19 世纪文学理论 和马克思主义 》的论文集
,

其中就收录了两篇专

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 的论文
: 《卡尔

·

马克思和 F
.

T
.

费舍
:

马克思的费舍

《美学 》摘要 》 ( 1 9 34 年 )一文是对 当时刚刚发现的马克思 1 8 5 7一 18 5 8 年间的一份

美学摘要的专门解读和评价
; 《马克思

、

恩格斯与拉萨尔关于济金根的争论 》 ( 1 9 30

年完成
,

1 9 3 3 年发表 )则依据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通信重申了对拉

萨尔的批判
。

1 9 4 8 年
,

也就是在重新将研究重点转向哲学之后
,

他在柏林出版 了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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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题为《作为文学史家的卡尔
·

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 》的论文集
,

向世

人集中展示了 自己此前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主要成果梦
” ]除了《马克

思
、

恩格斯与拉萨尔关于济金根的争论 》
,

该文集还收录了《作为文学理论家和文

学批评家的弗里德里希
·

恩格斯 》 ( 19 3 5 年 )
、

《马克思 和意识形态 的衰落问题 》

( 1 9 38 年 )
、

《护民官还是官僚主义者? 》 ( 1 9 40 年 )三篇长文
。

在这 两个论文集外
,

1 9 4 5 年的《马克思
、

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一文也很有代表性
。

综观卢卡奇的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研究
,

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特点
:

第一
,

卢卡奇高举现实主义

的旗帜
,

明确地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定位为一种现实主义美学 ;因此
,

第二
,

与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相比
,

卢卡奇更关注他们的美学思想的
“

原

理
” ,

并着力再现
、

重构这种
“

原理
” 。

唯其如此
,

是因为与里夫希茨和席勒尔这种

青年学者不同
,

卢卡奇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哲学家
,

他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研

究是自觉服务于他本人的理论建构的
。

也就是说
,

他的研究更具理论性
,

而其思

想史价值反倒要淡漠一些
。

这也正解释了他的成果为什么反倒不如里夫希茨和

席勒尔的著作更受后 世学者的重视
。

卢卡奇上述论 文 中有三篇 已经 被译成

中文
。
r ’ 2 ]` p卜

”
,

·

2 2 , 2” “
,
2 7 3 一 30 : )

除了上述三名学者
,

30 年代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学以及流亡苏联的马克思 主

义学学者投身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研究事业
,

并作出了相应的贡献
。

Okl/匕J/八j
了

文似学视好中的马克思思格斯魏学思想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
,

特别是 50 年代以后
,

苏联一度中断的马克思恩格

斯美学研究工作重新发动
。

此时
,

除了苏联 的学者
,

新兴 的东欧社会主义 国家的

马克思主义者们也加人这个阵营
。

必须承认的是
,

苏联东欧学者在这个历史阶段

的研究成果从数量上看是相当丰富的
, 「’ 3 〕̀ ” p

·

’ ` ’
一

2 , ”
但在质量上则多少有些差强人

意
。

总的说来
,

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成果中
,

我们总是可 以发现以下模式化的

教条主义特征
:

第一
,

将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化
,

认为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

理
,

一切新现象
、

新问题都可 以在他们的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科学解答
;
第二

,

强调

马克思恩格斯开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
,

列宁是这条道路的完成者
,

苏联

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则是这种真理的看护者和诊释者
;
第三

,

社会主义现 实

主义是美学的终结者
,

这一道路永放光芒
,

除此之外的一切选择
,

或者是背叛
,

或

者是腐朽的
、

没落的
、

反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

较之于里夫希茨的《论马克思艺

术观 的发展 》
,

这显然是一种停滞甚至是倒退 !

那么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 首先
,

在斯大林主义最终确立并在苏联 东

欧形成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之后
,

苏联东欧的整个理论界实际上已经彻底僵化并

丧失进行独立
、

客观的科学研究的能力
,

而只能按照教条主义 的方式去思考和进

行研究了
。 「’ `〕其次

,

经过 30 年代的不断尝试
,

苏联学界 已经在斯大林主义的哲学



基础上建构出了一套完整的
、

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旗帜的
“

马克思主义美学原

理
”

体系
,

阐述
、

论证这种体系成为苏联东欧理论界的主要任务
,

而这种体系在理

论上的源头
,

即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
,

反倒成为一种极其次要的事情
。

于是我

们看到
,

在代表苏联官方观点的卡冈《马克思 主义美学史 》中
,

马克思恩格斯的篇

幅只占了 20 页
, 「’ 3 1̀ 体 20 3 9 ,

而苏联从 1 9 1 7 年到 1 9 50 年代初的美学理论发展却占

了 5 6 页 ! 「̀
’
饰

p ` 5 `月。 ,

最后
,

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历 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结果的

苏联
“

马克思 主义美学原理
”

体系
,

反过来成为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的出发

点和 目的论终点
,

于是
,

在这种新教条的强力压制下
,

马克思恩格斯真实的美学思

想发展史消失了
,

存在着的只有按照
“

原理
”

分割好的一块块躯体 !「
’ 5〕

当然
,

如果像欧美学界那样一概否定苏联东欧理论界这一阶段的研究
,

也是

不客观的
。

事实上
,

苏联东欧学界这一阶段还是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出色成果

的
。

首先
,

苏联东欧理论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研究问题上取得了实质

性突破
,

使人们清楚掌握了他们这 一阶段的美学思想发展
。

科尔纽 (尽管他是法

国人
,

但通常被认为是苏联东欧理论界的一分子 )卷轶浩繁的三卷本《马克思恩格

斯传》尽管只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 ( 1 81 8一 1 8 4 4 年 )思想
, [ ’ 6〕但却在将梅林

的《马克思传 》
、

迈尔的《恩格斯传 》送进故纸堆的同时
,

为人们提供了关于马克思

恩格斯早期文学创作活动和美学思想发展的最详尽的文献报道
。

乌尔利希的《恩

格斯的青年时代》 ( 1 9 61 一 1 9 6 6 年 )
、
f ’ 7 1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形成 》

( 1 9 6 4 年 )
、
f ’ ` 1拉宾 19 7 6 年出版的 (( 马克思的青年时代》 ( 19 7 6 年 ) [” ]虽然在方法

论上存在某些问题
,

但却对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 (特别是包括美学在内的哲学

思想 )发展提供了清晰而明确的总体呈现
,

这为人们正确认识 《 18 4 4 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的美学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史基础
。

其次
,

苏联东欧理

论界也涌现 出了诸如费舍的 《艺术的必然性
:

一种马克思 主义的审视 》 ( 19 6 3

年 )
、
[20] 科赫的《马克思主义与美学 》 ( 1 9 8 5 年 )

、
2[ ’ 1弗里德连杰尔的《马克思恩格

斯和文学问题 》 ( 1 9 8 4 年户幻等个别值得称道的
、

专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

著作
。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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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与同时代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
,

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

义者们
,

即我们通常称为
“

西方马克思 主义
”

者的那些思想家
,

基本上不把 马克思

恩格斯的美学思想作为一个课题来对待
,

—
至于卢卡奇

,

尽管他被公认为
“
西方

马克思主义
”

的鼻祖
,

但在 30 年代
,

特别是 1 9 3 3 年再次流亡苏联以后
,

就 已经放

弃自己原先的
“

西方 马克思 主义
”

立场了
。

之所 以会如此
,

原因大致如下
:

首先
,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认为
,

较之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
,

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

生了重大变化
,

如何认识这些新变化
,

进 而找到新的革命途径
,

这是作为思潮 的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首要关注的问题
;
其次

,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坚决反对第二国际

、

第三国际传统的教条主义倾向
,

努力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

命本性
,

因而更关注发掘马克思 主义哲学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
,

并运用它去解释

发生变化的世界
;
再次

, “

西方马克思主义
”
强调

,

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已经超

越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现实主义转型为现代主义这种新形态
,

因此
,

固守马克思

恩格斯的既有结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

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方法
,

建构

出可以有效解释现代主义这种新现象的新的美学理论形态
。

所以
,

虽然
“

西方马

克思主义
”

不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历 史发展的研究
,

但却非常重视对其

精神实质和内在方法的开拓和发展
,

并形成了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成果
。

旧 1

第三
、

五
、

六章在这个方面
,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研究
、
! 2 , 1` ll)) ’ 20 ” 5 ’

威

廉斯对马克思 主义文学理论的重建
、

陷 〕伯明翰学派对马克思 主义文化理论的建

构
,
{川都已被公认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经典之作

。

尤其值得
1

提的是
, “

西

方马克思主义
”

是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

序言 ))}) 等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

来进行自己的理论再创造的
,

这与苏联东欧学界立足于 20
、

30 年代苏联马克思 主

义美学家们的当代诊释建构出来的
“

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
”

体系形成 了鲜明对比
。

五

叹U/qd
,

文献学视野中的马克格思恩斯美学思想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随着西方
“

马克思学
”

的兴起
, 〔’ 7 1欧美发达资本 上义

国家的学院派学者也开始涉足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研究
。

虽然作为
·

种学

术潮流
,

西方
“

马克思学
”

更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
、

哲学思想
、

经济学思想和政

治思想等主题
,

研究他们的美学思想的学者始终不多
,

但集腋成裘
,

几十年间也涌

现 出了若干颇具影响的成果
。

捷克裔学者戴迈兹是美国知名的 日尔曼文学家和 比较文学家
。

19 5 9 年
,

他

用德文在联邦德国出版了一本题为《马克思
、

恩格斯和诗人
: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的起源 》的著作
,

按照历史顺序
,

对马克思
、

恩格斯与曾出现在他们笔 下的作家们

的关系进行了逐一梳理
。

1 9 6 7 年
,

他出版了该书修订
、

扩容后的英译本
。
(跳飞即便

是这样
,

该书的篇幅也不大
,

但它 因为线索清晰
、

分析精到
、

评价中肯而得到 西方

学界的高度重视
。

1 9 70 年
,

墨西哥左派学者桑榭一 瓦廷用西班牙文出版 了《 马克

思的美学卜
一

书
,

主要探讨了马克思《资本论 》及其手稿中关于艺术的社会起源和

社会本质的思想
。

4 年后
,

此书在英国被翻译成英文
,

得到人们的关注
。 ` z叫柏拉威

尔是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 日尔曼文学家
,

主要研究德国近代文学史
,

曾出版过多

部受到主流学界好评的专著
。

《马克思和世界文学 》是他于 19 7 6 年出版 的一本大

部头的专著
。
「3叼 该书按照历史顺序

,

详尽探讨了马克思与其笔
一

「的作家和文学的

关系
。

它因为视野开阔
、

文献 丰富
、

可读性强而得到人们的广泛赞誉
。

美国学者

凯恩 1 9 8 2 年出版的《席勒
、

黑格尔和马克思
:

国家
、

社会和 占希腊的美学理想 》着



重探讨马克思的美学思想与席勒和黑格尔的继承关系
,

并认为他们三人美学思想

的核心都是古希腊的美学乌托邦
。「川

` p卜 ’ 5 2 ’ 5吕,

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西

方
“

马克思学
”

学者中
,

澳大利亚学者玛格丽特
.

罗斯是一个颇为引人注 目的后起

之秀
。

1 9 78 年
,

她出版了《解读青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
:

诗歌
、

模仿和审查 》一

书
,
『3 2〕对青年马克思的文学创作

,

以及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著作中的模仿问

题进行了专题探讨
。

而在 6 年后 出版的《马克思失落的美学
:

卡尔
·

马克思和视

觉艺术 》一书中
,

阳了她则史无前例地从视觉艺术史的角度出发研究了马克思 以

《 1 8 4 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美学思想及其对 2 0 世纪 20 年代苏联先锋艺

术的影响
,

认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的本质不是现实主义的
,

而是现代主义的
。

作为一股以还原客观真实的马克思恩格斯为旨归的学术潮流
,

西方
“

马克思

学
”

学者避免进行价值判断
,

但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总体立场还是非

常清楚的
:

第一
,

他们秉承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思想
,

反对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

学思想作为一个统一体来对待
;
第二

,

他们通常认为马克思的美学思想接续了西

方美学传统 (或古希腊的或弥赛亚主义的 )
,

因而还具有某种持久的当代价值
,

而

作为典型的 19 世纪现实主义美学产物的恩格斯的美学思想是陈腐的
、

教条的
,

已

基本不再具有现实性 ;第三
,

与关注马克思成熟时期以后的美学思想的苏联东欧

学术界不同
,

他们通常更加关注马克思青年时代
,

尤其是 《 1 8 4 4 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的美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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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研 究兴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联

,

里夫

希茨
、

席勒尔和卢卡奇对此项研究的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
,

苏联东欧学术界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研 究日渐僵化
,

与此 同时
, “

西方马克思

主义者
”

和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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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则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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