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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
相结合的异质同构之维

赖大仁

（江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 要］ 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文论形态，一方面存在着现代性与古典性的异质

特性，另一方面具有彼此契合的同构性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表现为：唯物史观的宏阔视

野，意识形态论和社会实践论的文艺观念，人民文艺观念的突出地位，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美学思想等。

中华传统文论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表现为：人文化成与经国济世、言志抒情与文以载道、修身养性与伦理教化、

美善兼济与道艺合一等方面的文艺观念。两种文论精神彼此契合的同构性之维主要在于：基于宏阔社会历史视野

观照说明文艺现象，基于“大文学”观理解阐释文艺本质特性，基于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认识文艺价值功能，基于社

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理念的文艺人文精神，基于艺术规律和美学理想的艺术价值观念等。我们要系统梳理和把握两

种文论形态各自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努力寻求两者能够彼此契合的同构性基础，切实推进两种文论形态相结

合的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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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和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并且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其中着重

阐述了“第二个结合”的基本要求和重大意义，强调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秉

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

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①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来看，同样需要全面贯

彻“两个结合”的精神和要求。如果说以前在“第一个结合”方面讨论较多，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经验，那么在“第二个结合”方面，则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认识和切实加以推进。应当看到，马克思

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是两种来源不同的文论形态，前者是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以及现代美学

和文艺思潮背景下产生的，属于从国外传入中国的现代文论形态，具有十分突出的现代性特征；后

者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和中华传统文化系统中传承发展下来的，属于中华古典文论形态，具

有相当鲜明的古典性特征。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异质特性。然而，自从 20 世纪初马

克思主义文论传入中国以来，一方面同中国现代社会实践和文艺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也同中华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 40 年文学理论问题论争研究与文献整理”（项目编号：

19AZW002）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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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论现代转化相结合，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这样就显然有值得总结

的历史经验。从“第二个结合”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虽然是两种具有异质性

的文论形态，然而两者能够相互结合，就应当存在着彼此契合的同构性因素。因此，本文试对马克

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各自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探讨两种文论精神的

同构性，以求为推进两种文论相结合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照。

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 
产生于欧洲 19 世纪中后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总体而言应归属于西方现代文论系统，但比通

常所谓现代西方文论形态更具有先进性。一方面，它在西方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秉承了 18
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现代美学和文论传统，同样十分重视文艺审美论、艺术想象论、艺术创造论，

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现代文艺观念，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都有充分体现。另一方面，它又

跟西方现代美学和文论偏重于倡导审美化、艺术化、无目的性、非功利性等倾向根本不同，马克思

主义反对把文艺审美从社会历史实践中分离开来，反对孤立地、纯粹地认识和研究文艺现象，始终

坚持从唯物史观视野进行观照和阐释，极为重视文艺审美的社会实践特性及其价值功能。因此，

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对西方现代美学与文论的超越，具有更突出的现代性和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像黑格尔、康德这样专门的美学家或文论家，没有他们那样专业化、体

系化的美学或文论著作，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在唯物史观思想体系中生成，融合和体现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体系之中，但其思想内涵十分丰富，理论见解独特而深刻。其中包含许多富有独创性和显

著标识性的重要元素。比如：文艺意识形态论、艺术掌握方式论、艺术生产论、精神生产论、人民文

艺观、美学观点和艺术观点，以及具有特定含义的文艺审美论、文艺创作论、文艺批评论等。从马

克思主义文论的系统性文艺观念及其突出特性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

唯物史观的宏阔理论视野。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创造，不仅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

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而且把各种人类社会现象都置于这种宏观视野中

加以观照和说明，其中也包括文艺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宗教和政治经济学等都是人的头

脑以专有方式掌握世界，从而形成各种专门的观念形态或理论形态；文学艺术是一种特殊的艺术

掌握世界方式，它一方面表现出艺术掌握方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归根结底是人的头脑对世界

的掌握，因此就跟其他掌握世界的方式及其观念形态相通。从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视角来看，文

学艺术还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即艺术生产。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断发

展，这种艺术生产从古典形态演变到现代形态，从而成为一种专门的生产，带来了艺术生产的个人

创造性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们对艺术特性与艺术规律的更深刻认识。在资本主

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艺术生产更具有由资本支配而形成的“生产性”特点，从而跟艺术本身的自

由创造特性构成彼此冲突的复杂关系。把艺术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来看，它跟社会物质

生产发展之间既在总体上相适应，但某些特殊时期和特定时代条件下又会出现不平衡现象，由此

构成艺术生产跟社会物质生产以及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

论不是像某些专门的现代文论那样，极力把文学艺术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分离出来进行专业化

的理论阐释，而是始终把文艺现象作为整个社会文化系统中一种特殊对象和有机组成部分来认

识，在总体上阐明文艺的本质特性和艺术规律，以及在整个社会结构系统和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体现出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

意识形态论的文艺观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是把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

都归入社会上层建筑，视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它们共同之处是都属于观念上层建筑，

在整个社会结构系统及其社会历史发展中发挥作用。文学艺术作为其中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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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方面当然具有艺术创造性、想象性、审美性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的特点，另一方面显

然还具有跟其他意识形态形式相通的方面，即意识形态特性与价值功能，只不过它是通过艺术特

性来表现和实现的。意识形态论文艺观念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独特创造，也是跟其他现代西方文

论形态相区别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以独特的唯物史观哲学思维方式，建构了意识形态

论文艺观的理论范畴，另一方面是在对各种文艺现象的观照和分析阐释中，始终体现了这种独特

的观照视角和思想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作中引入许多古代的民族史诗、神话和传奇故事等

进行阐释分析，从中看出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特性，发现和揭示特殊的历史文化意义。他们特别

关注当时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经常拿来进行评论分析并且给予很高评价，所着重阐释

的是此类文艺作品的真实性、典型性和现实批判性，实际上是从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与价值功能

方面，充分揭示和阐发它们的艺术意义和社会意义。他们以极大的热情赞赏和推崇如《国际歌》

《帮工之歌》《西里西亚织工之歌》等反映被压迫阶级生活和情绪、表现社会主义倾向的文艺作品，

更是由于看到了这类作品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唤起人民群众觉醒和争取自由解放的意义价

值。这种意识形态视角的文艺评论阐释，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标识性特点。

社会实践论的文艺观念。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①“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

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②人们常把马克思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正在于看到了其中

极为突出的实践精神。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重视对世界的认识解释，但它始终以社会实践论为基

础、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出发进行认识解释，并且根本目的是为了作用于社会实践去改变世界。

马克思主义文论同样如此，它一方面并不缺少对文艺现象的宏观认识和本质规律性的理论阐释，

但归根到底还是以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作为根本。一方面，从文艺实践而言，本来就是从人类社

会实践中产生和演变的，是社会实践的一种特殊方式，即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或艺术生产方式，要

从社会实践基础上对其做出合理解释；另一方面，文学艺术的意义价值不能从它们自身来说明，而

要从文艺实践的特性与价值功能着眼，看到它在推动社会变革发展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文论历来

关注不同时代文艺在社会历史变革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视当时现实主义文学和具有社会

主义倾向的文艺实践，正在于看到了它们在推动现实社会变革进步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当中的积

极作用，其实践性特点十分突出。

人民文艺观念的突出地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时代，并且成为唤起

人民觉醒走向争取自由解放的思想指南，它空前突出了人民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进步中的主体

地位和作用。同样，马克思主义文论既着眼于普遍性文艺现象的观照阐释，同时更重视和强调人

民文艺的特殊性和先进性。恩格斯在谈到现实主义文学时，希望一些作家更加重视描写工人阶级

反抗压迫的积极方面，认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

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

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③。马克思针对有些作家对被压迫阶级的歪曲描写给予激烈批评，并

在关于作者写作是否“够资格”的辩论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

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④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观，更加明

确地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

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5-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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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①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大概没有哪种文艺理论或美学特别

突出这样的人民文艺观，这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显著标志。

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统一的美学思想。这跟通常所谓形式与内容统一的文艺观不同，具有

更加丰富深刻的独特含义。马克思主义文论一方面秉承了现代西方美学和文论的艺术审美精神，

显然十分重视艺术审美规律，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观点；另一方面又将文艺现象及其艺术审美规律

纳入唯物史观视野来观照，把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联系和统一起来，全面认识文学艺术的审美规

律。从文艺创作以及文艺作品的内容意义而言，恩格斯认为应当达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

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②，这样才能产生深入人心

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既明确反对背离历史真实描写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反对脱离现实关系描写现实生活，也反对文艺创作的抽象化或观念化等，要求思想观点和艺术倾

向应当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达到历史内容、思想深度和艺术审美的有机统一。

从文艺批评即对作家创作和文艺作品的分析评论而言，体现为独特的观照视野和评论眼光，即要

求具有唯物史观的社会历史视野，文艺发展史的艺术视野，以及从莎士比亚等历代经典作家作品

的艺术鉴赏中涵养而成的艺术审美眼光等，这样才能达到对艺术家和文艺作品的全面深刻认识和

准确切实评价。这样的要求应当比一般的文艺创作论或文艺批评论的要求更高，因而具有更深刻

的意义。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性文艺评论来看，就体现了这样的要求和特点，不仅具有

理论观点的思想启示性，而且具有文艺批评实践的示范性，其意义和影响十分深远。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显而易见，这跟那些以文艺审美论为主要

特点的现代西方文论相比，无疑具有更突出的现代性和先进性。

二、中华传统文论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 
中华传统文论是一种古典文论形态，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和中华文化系统中孕育而成和

传承发展，具有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中华传统文化从早期文史哲不分涵育发展而来，三教九流

各家各派既各擅其长独特创造，同时又相互激荡彼此影响，形成极为丰富复杂而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系统。在这个文化系统当中，从早期基于诗乐舞合一现象的认识，阐明“诗言志，歌永言，声依

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③的特点，生成最初的文艺观念；到后来孔子精心编诗、解诗和论

诗，形成精到点评式的诗歌理论；再到后来辞赋诗文等各类文体都发达起来，形成诗、文两大系统

既适度分立又彼此交织的演进，各种诗文理论也都随之繁荣发展起来。唐宋以后传奇、词曲、戏剧

和小说等也逐渐发达，戏剧小说理论等也相应繁盛起来，跟诗文词曲理论彼此呼应交织，构成中华

传统文论历代传承发展的整体系统。

通常认为中华传统文论总体上是一种“杂文学”（也有人称为“大文学”）观念，跟现代西方文论

传入之后产生广泛影响的“纯文学”观念大不相同。这种文论形态在漫长的传承发展中融会了三

教九流各种文化资源和思想观念，其内容无疑极为丰富和博大精深。其中显然有不少标识性的重

要元素，如诗言志、诗缘情、文以载道、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言近旨远、寓理于情，形神兼备、意境深

远等。如果从宏观系统性方面着眼，也有一些在长期历史传承发展中占重要地位和起主导性作用

的文艺观念，显示出这种古典文论形态的突出特性。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人文化成与经国济世的文艺观念。中华传统文化在早期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独特思维方

①转引自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57-558页。

③杜泽逊主编：《尚书注疏汇校》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37-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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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及其文化观念，从“天文”与“人文”或“天道”与“人道”的密切关系和相互作用来认识人类社会的

发展规律。《周易》中说：“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在中华

传统文化中，各种文化形态都可以纳入到这种“天人合一”和“人文化成”的视野中来认识，从而看

到它们在推动社会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早期形成的诗文艺术到后来发展成熟的戏剧小说

等作为比较特殊的文化形态，当然也应该置于这样的文化视野和人文观念当中来认识。春秋时期

孔子精心编诗、删诗、解诗和评诗，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②，以及诗可以兴、

观、群、怨和事父、事君等，主要就是出于以诗歌来教化天下而实现人文化成的目的意图。在魏晋

“文的自觉”时期，曹丕《典论·论文》明确主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③将包括诗文在

内的各类文章功用提升到了经国济世、经世致用的高度，其影响十分深远。北宋张载呼吁文人学

者应当担负神圣使命，追求“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④，这种经国

济世的人文情怀引起历代文人广泛共鸣。这种倡导以天下为己任和追求经国济世、人文化成的文

艺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各种意同而言异的表述和阐发，形成了历代传承不绝的相当强大的

历史传统。

言志抒情与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在中华传统文论中，“诗言志”和“文以载道”可以说是影响

最深远的两个概念命题或文艺观念。就前者而言，早在《尚书·尧典》中就出现了“诗言志”的说法，

从先秦以来，“诗言志”一直被人们反复阐述而影响极大，因此朱自清在《诗言志辨》中将其称为“开

山的纲领”⑤。然后到魏晋时期陆机《文赋》又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⑥的观点，与前者意有不同然

而精神相通，此后“诗言志”与“诗缘情”常被交互阐释，所谓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吟咏性情、发愤抒

情等，形成言志抒情文艺观念源远流长的传统。“文以载道”的说法出现较晚，并且同样有各种意同

而言异的表述，然而从文与道有机联系的一种文艺观念来看，同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深

远影响。从先秦以来，中华文化就形成了对于“道”的不懈追问，各家各派都有对“道”的独到理解

与阐释，包括天道（天地自然之道）、人道（人文伦理之道）、天人合一之道，以及天下大道、人间正道

等，涉及对自然界和人间社会各种事物本性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这种对于“道”的理解与

阐释历来表现在文史哲不分的各种文献典籍之中，当然也突出地表现在诗词歌赋和小说戏剧等各

种文类当中。所谓“文以载道”，既可以从比较宽泛的文化学方面理解，也可以偏重从诗文艺术观

念方面来理解，比较而言，由于文学艺术具有形象生动和言近旨远等艺术性特点，因此对于“道”的

表现和传达就具有独特优势，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由此来看中华传统文论，历来都有“文以载

道”的观念，只不过不同时代各有原道、明道、传道、贯道、载道等不同说法，而且各家各派对于“道”

的理解和阐释也各有不同内涵及其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言志抒情与文以载道作为相对而言的命

题，虽各有偏重强调的意义内涵，但两者并非互不相关。如果以为“诗言志”（诗缘情）只是就诗体

而言，好像诗体长于言志抒情而无关乎载道；以为“文以载道”是就文类而言，好像文类旨在载道而

无关乎情志，恐怕都是严重误读。朱自清就很不赞成将“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对立起来，把它们

看成中国文学史演变中两种相反的力量或潮流的观点⑦，认为“‘言志’的本义原跟‘载道’差不多，

①尚秉和著，张善文点校：《周易尚氏学》，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08页。

②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1页。

③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页。

④章锡琛点校：《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20页。

⑤朱自清：《诗言志辨·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⑥于景祥，李贵银编著：《中国历代碑志文话》，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⑦参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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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者并不冲突”①。实际上，诗体既长于言志抒情，其中无疑包含了诗人对于天人万物之道的深刻

感悟；文类旨在载道，其中同样融入了文人丰富深厚的人生志趣和思想情感，因此，对这两个重要

命题应当进行“互文性”的读解阐释，才能真正领会其内在精神。

修身养性与伦理教化的文艺观念。这跟上面所说言志抒情与文以载道的文艺观念密切相关，

如果说上述命题主要是从诗文创作以及本体特性方面而言，那么这里则主要是从诗文效用或价值

功能方面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修身养性与伦理教化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它们都

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即人性修养完善与社会合理健全发展的有机统一。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偏

重于诗文艺术对于个体人性修养完善的作用，后者偏重于诗文艺术对于社会伦理风尚的教化影响

作用，两者相互作用所指向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历来重视人性修养：

儒家以修齐治平、治世安邦为人生理想，因而把修身养性和修己安人放在首位来强调；道家主张超

然物外和顺世安命，就要讲究人性修炼和存心养性；佛家追求超然世外和人生解脱，当然也要倡导

自觉修行、明心见性。各家各派虽有各不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但从修身养性而言仍然彼此相

通。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极为重视伦理教化，倡导以文化人，注重教而化之，各家各派以及各

类文化形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扮演自身角色，以各自的文化观念和方式进行

伦理教化，通过“内修外化”以求改善人性和形成良好社会风尚。其中诗文艺术显然也要在这个文

化系统中发挥作用，体现其特殊价值功能。由于诗文戏剧小说等特有的艺术特性，因而古人一方

面常把言志抒情与修身养性关联起来，有关诗文艺术作用于怡情悦性、陶情冶性之类论述层出不

穷；另一方面也常把文以载道与伦理教化关联起来，有关要求诗文艺术寓理于情、寓道于艺之类论

述同样屡见不鲜，所涉及的伦理教化方式，则又有兴、观、群、怨，以及美刺、讽谕、劝诫、警世等种种

不同。然而跟前面所说道理一样，这两个方面无论在哪种诗文艺术形态中都是可以相通的。如孔

子论诗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应当是基于诗对于修身养性与伦理

教化可以互通。汉代形成以“温柔敦厚”为基本精神的“诗教”，认为诗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②，把言志抒情与修身养性的诗歌功能提升到了“诗教”的高度。正如朱自清所

说，从先秦“诗言志”作为开山的纲领，到汉代提出“诗教”而广泛流行，并且与“六艺”的教化相提并

论，对后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③。诗圣杜甫不仅执着于抒情言志而作用于自己和他人的陶情

冶性，而且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④，体现出这种一以贯之的“诗教”精神。宋元以后理学

兴盛，对于诗文戏剧小说等提出了“文以载道”以推行广泛伦理教化的更高要求，其实也仍然要通

过言志抒情影响陶冶人们的性情来实现。所以，在中华传统文论中，诗文艺术的修身养性与伦理

教化看似两个不同方面的功能，其实始终是相互作用和相辅相成的。

美善兼济与道艺合一的文艺观念。中华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辩证思维，无论对于天地人文和世

间万物，都主张要看到事物的复杂性以及内在关系的不同方面，以辩证思维方式认识事物和作用

于知行合一的社会实践。从中华传统文论来看，涉及诗文艺术的美善兼济与道艺合一等文艺观

念，同样体现了这方面的突出特点。先秦时期孔子经常论及诗乐，如“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

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⑤。这反映了他要求美善兼济、尽善尽美的辩证艺术观和美学观，影

响十分深远。就其精神内涵而言，一方面关涉诗乐作品所表现的情志不能粗俗淫邪，应当做到平

①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第5页。

②孔祥军点校：《毛诗传笺》，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页。

③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序》，第4页。

④杜甫著，（清）仇兆鳌详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74页。

⑤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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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雅正、符合礼义规范，这样才能达到“尽善”，孔子论诗赞赏“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①，应当也是这

个道理。另一方面关涉诗乐作品的艺术表现，要求语言音律典雅优美，使人赏心悦目怡然自得，这

样才能达到“尽美”。因此，美善兼济、尽善尽美应当说是诗乐艺术追求的最高审美理想。以这种

美学观念来看待诗文辞赋戏剧小说等，那就要尽可能处理好言与意、文与质、艺与道等有机统一的

关系。一方面，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情、志、意、道等思想情感内容应当丰富深厚、真诚良善和趣味

纯正，才能引人向善向美，真正起到陶情冶性和伦理教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从艺术审美特性而

言，则还有对于语言修辞和艺术表现的更高追求。中国古代早有所谓“言意之辨”，写文章必然要

讲究语言修辞，要求“修辞立其诚”②，主张“立象以尽意”③，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④“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⑤，等等。对于诗文辞赋等艺术性作品，则更是在语言艺术上提出更高要求，历来都有许

多经典性论述，如诗赋欲丽：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近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见

于言外：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归结起来，就是要求文艺作品把尽可

能丰富深厚的情志意道内容，跟尽可能完美的语言艺术形式有机统一起来，达到道艺合一、美善兼

济和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其中既包含了古圣先贤对于天道与人道、物理与人情的深入感悟和博

大智慧，也体现了古典文论对于语言艺术以及美学规律的深刻理解与独特认识，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不断积淀传承和影响深远。

中华传统文论的内涵极为丰富，这里难以全面概括，只是对其主要文艺观念加以归纳阐释。

由此可以看出中华传统文论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十分鲜明，具有不同于其他文论形态的丰富

性、深刻性和独特民族性，至今仍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价值。

三、两种文论精神彼此契合的同构性之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结合’不是硬凑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⑥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虽然是

两种不同的文论形态，但它们的内在精神是彼此相通和高度契合的，具有进行相互结合的同构性

理论基础。这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或维度来认识。

其一，基于宏阔社会历史视野观照说明文艺现象。从唯物史观的宏观视野观照说明文艺现

象，是马克思主义文论最根本的特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来不把文艺看成是可以从社会文化系

统中分离出来认识和研究的东西，而是始终将文艺置于社会结构系统和社会历史进程中去观照和

说明。比如，把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跟哲学、宗教、实践精神等掌握方式联系起来观照说明；把艺

术生产跟社会物质生产、精神生产联系起来观照说明；把文学艺术跟哲学、政治、法律、宗教等联系

起来，作为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放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整体结构系统中观照说明，

如此等等。这就一方面凸显出了文学艺术在整个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另一方

面又从文学艺术在这个社会历史大系统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来认识其意义价值，体现了独特的思想

方法。中华传统文论同样不是孤立地看待诗文辞赋戏剧小说等文艺现象，历来是基于这些文艺现

象在中华文化大系统中生成与发展起来的事实，在这个本来就彼此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大系

①杨伯峻：《论语译注》，第30页。

②尚秉和著，张善文点校：《周易尚氏学》，第12页。

③尚秉和著，张善文点校：《周易尚氏学》，第307页。

④尚秉和著，张善文点校：《周易尚氏学》，第306页。

⑤（清）阮元：《春秋左传正义》，第3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311页。

⑥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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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加以观照和说明。比如，把文艺视为人文现象置于“天人合一”的宏观视域中，从“天文”与“人

文”、“天道”与“人道”的相互关系去观照说明；把文章视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跟经世致

用、经国济世的盛事大业关联起来观照说明；把诗文作为可以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的特殊方式，跟

人文化成、教化天下的目标联系起来观照说明，如此等等，这样的视野显然也是极为宏阔的。虽然

两种文论形态体现出不同的社会历史观，但从宏阔的社会历史视野而言是颇为相通的。

其二，基于“大文学”观理解阐释文艺本质特性。总体而言，两种文论形态都属于“大文学观”，

即不是从某种专门划分出来的文艺对象着眼，以某种“纯文学”观念来理解阐释文艺特性，而是将

文学艺术视为特殊的文化形态，把文艺的艺术审美特性与社会文化特性统一起来理解阐释。马克

思主义文论从总体上把文艺视为“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并且在许多文艺论述中都有充分体现；

同时又在总体上把文艺看成是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式”，充分论述了文艺的意识形态特性，并且

联系各种文艺现象或文艺作品进行评论阐释。文艺的艺术审美特性与社会意识形态特性辩证统

一，构成马克思主义文论独特而深刻的文艺观念。中华传统文论的“杂文学”观也正是一种“大文

学”观，它既把诗文等艺术形态从中华文化大系统中逐渐区分出来认识，即通常所谓“文的自觉”，

同时又始终将其置于这种大文化系统中理解阐释，阐明诗文艺术独特而丰富的根本特性。这一方

面是不断认识说明诗文艺术本身的艺术特性，如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

亮；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如此等

等；另一方面是深刻阐明诗文艺术的社会文化本质特性，如历代传承的“文以载道”理论系统，把诗

文艺术与天地自然之道、人文伦理之道、天人合一之道、人性人情人生之道等联系起来理解；把文

艺跟社会生活实践联系起来理解，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②等；还有把文艺跟时代变迁联系起来理解，如“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③等。以上两

种文论形态的理论内涵虽不相同，但作为“大文学”观的内在精神应是相通的。

其三，基于文艺实践和社会实践认识文艺价值功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体现在文艺观念

上，就是特别重视和强调文艺在社会实践中的特殊作用。这首先表现为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现实

主义文学的价值功能，认为它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能够引起人们对现实关系和现存事物

的永恒性怀疑，达到对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启发人们认识和反抗现实的思想觉悟；如果是

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品，更能够以先进的思想性唤起人们的革命热情，以积极的革命

实践改变现实、解放人民和推动社会进步。其次还表现为从宏观视野中看到，艺术生产或艺术创

造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在社会实践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包括艺术审美创造对于文化创新发展的意

义，以及对于实现人的审美解放和丰富人的本质力量的作用。中华传统文论历来把诗文艺术纳入

修身养性与伦理教化的社会功能系统来认识。从主张诗可以兴观群怨和事父事君，到形成经夫

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诗教”观念；从历来重视诗文艺术的美刺、讽谕、劝诫、教化

等多方面作用方式，到近代小说理论系统阐述熏、浸、刺、提的特殊功能，以及在“新民、新政治、新

道德”等社会改良实践中的独特作用，这种基于经国治世、经世致用理念的文艺观长盛不衰，形成

强大的历史传统。可见两种文论形态所体现实践精神彼此相通。

其四，基于社会关系和人的本质理念的文艺人文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从社

会关系的角度把握人的本质，中华文化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都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

体。”④这种彼此相通的人学思想体现在文艺观念上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把握

①（清）阮元：《春秋公羊传注疏》，第16卷，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65页。

②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24页。

③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5页。

④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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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本质，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要求文艺创作把不同人物的生活和命运，放到他们的

生活环境和现实关系中去描写，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不合理社会关系对底层人民的人性压迫，另一

方面唤起人民觉醒起来反抗阶级压迫和争取自由解放。马克思主义提出人的解放目标，包括每个

人和一切人的自由解放，一切属于人的关系的全面解放，还包括人的审美解放和艺术天性在内的

自由全面发展，如耳朵成为音乐的耳朵，眼睛成为感受形式美的眼睛等。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历来

反对把人看作孤立的个体，要求把人放在家国天下的社会伦理关系之中，主张“仁也者，人也”①“仁

者爱人”②“修己以安人”③；倡导从自我人性觉悟出发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④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⑤等，体现了特有的古典人文关怀精神。同时还有十分突出的“民本”思想观

念，主张“民为邦本”，对庶民大众的人生命运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等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关注和

人性关怀。还有从人生观念来看，也是十分重视人性修养，主张把人生志向与天下家国情怀统一

起来，如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统一，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统一，等等。因此，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

论所体现的现代人文精神，还是中华传统文论所体现的古典人文精神，都是彼此相通和相互契

合的。

其五，基于艺术规律和美学理想的艺术价值观念。马克思主义文论要求文艺从深厚的社会历

史潮流中认识把握和深刻描写社会生活，达到反映社会生活真实性、典型性和思想深度的有机统

一；要求文艺创作重视艺术审美规律，反对观念化、抽象化的创作倾向，主张以尽可能完美的“莎士

比亚化”艺术方法，写出生动丰富的故事情节和真实典型的人物形象。这些方面的文艺观念汇聚

起来，就是历史观点与美学观点相统一，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对于艺术规律的深刻认识，以

及所追求的艺术审美理想。中华传统文论也表现出独特的美学理想和艺术观念，如追求美善兼

济、尽善尽美，主张道艺合一、臻于至境，深刻影响了历代文艺实践发展，形成了特有的内涵极为丰

富的中华美学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

现中华审美风范。”⑥这种中华美学精神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艺术观念和美学精神也是彼此相通

的，可以从中获得深刻启示。

总之，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相结合的研究，就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把握马克

思主义文论与中华传统文论各自的重要元素和突出特性，既要认识到两者的异质性所在，也要努

力寻求两者能够彼此契合的同构性基础，才能切实推进两种文论相结合的创新性研究。与此同

时，还有必要认真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历史经验，包括不同

历史时期两种文论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以求获得历史启示，从而为当今推进“两结合”

研究提供借鉴。

［责任编辑：李 炜］

①郑训佐，靳永译注：《孟子译注》，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245页。

②郑训佐，靳永译注：《孟子译注》，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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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ological Basis，， Historical Retrospect and Value Impl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reating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MEI Jinghui,ZHANG Q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with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ety, Marx and Engels provided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underlying principles of human      
civilization.This analysis laid a strong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its pursuit of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Throughout its century-long struggle,the CPC has skillfully integrated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Marxism with the specific realities of China and the rich traditions of Chinese culture.The result is a unique historical  
legacy that combines profound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with a fresh approach to China's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is       
innovative form of civilization reflects the CPC's forward-thinking approach to the ever-changing times and the             
advanc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t upholds the principle of prioritiz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while             
highlighting the core values of the Chinese nation's modern civilization. Furthermore, it constructs a new vision of          
civilization for all members of the human community.

Textbook Compilation：：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AN Haoz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is an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par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theory is certainly and firstly          
presented in its blending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hich are visible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criticism, literary cre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s. They cater to the needs of liberal arts         
education and have gained popularity in society. The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s in the last centu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40s, witnessed a transition from the importation of 
Western textbooks to independent compilation.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began to dominate, 
and initial attempts at combining Marxis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emerged. The second stage, from the 
1950s to the early 1960s, saw a shift from importing Russian textbooks to widespread independent compilation. During 
this time, the paradigm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extbook compilation emerged, showcasing the self-awareness and 
rich development of combining Marxis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era marked 
a period of reflection, adjustment, research,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etical concepts. This led to the creation of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s, including disciplinary, academic, discursive,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systems. The   
emphasis on combining Marxist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became more pronounced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demonstrated the increasing promin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tyle, and manner. Notably, the compil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textbook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apting and modernizing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The ongoing and future-oriented creation 
of theoretical works and textbook compil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in China can benefit from valuable references 
and inspirations drawn from past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with Different Nature But 
Similar Approaches
                                                                                                                                                                                 LAI Dare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re two distinct forms of literary theory that have 
unique origins. Despite their differences in modernity and classicism, they share a common foundatio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 emphasizes the broa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perspective, the concepts of ideolog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litera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people's literary concept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esthetic and historical views. Chinese traditional    
literary theory highlights cultural achievements, statecraft, lyrical expression of emotions and belief, self-cultivation and 
ethical educ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art with the Tao. Both forms of literary theory share common dimensions,         
including explaining literary phenomena from a societal perspective, understanding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great literature, " recognizing the value of literary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acknowledg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literature and art in social relations, and valuing artistic laws and aesthetic ideals. 
It is important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and grasp the important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forms of literary  
theory, explore their isomorphic foundation, and promote innovative research by combining both form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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