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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五四”以后的近一百年来,随着马克思

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在“中国化”过程中,经历了播种期、同革命文艺实践结合的创造期、实践期和日渐边缘

化期。 新时代,则是再度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力图使其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伟业的探索期。 文章简要回顾了马克思主义文

艺批评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重点论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探索和发展的历程。 文章认为,坚持对中国化马克

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研究和实践,对推动我国的文艺创作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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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批评是以作家作品为主要对象的一种文艺

研究活动,在文艺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文艺

事业繁荣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文艺批评是

文艺创作的观察者、评判者、守护者和引领者。 正确

的文艺批评能够通过对文艺现象的精当剖析,给作

家艺术家及读者、文艺欣赏者提供有益的启示。 马

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以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继
承前人的优秀遗产,一百多年来以其丰硕的批评论

著和评论实践范例,为校正我国文艺航向、推动文艺

繁荣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厘清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思想中国化过程,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文

艺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形成及其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时代

需要出发,始终对文艺给予极大的关注。 他们在大

量的书信和哲学、经济学著作中,广泛地谈到文艺问

题,曾先后对几百个作家及其作品作过评论,提出了

许多精深的见解。 马恩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贡

献主要有:第一,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为文艺批评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第
二,提出了“美的规律” “艺术真实论” “艺术典型

论”等一系列文艺理论问题;第三,提出了“美学和

历史的观点”相结合的批评原则以及对具体作品进

行具体分析的观点。 第四,树立了在文艺批评实践

中“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风格。 第五,亲自

进行文艺批评实践,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经

典范例。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法国的拉法格 (1842—

1911)、德国的梅林(1846—1919)、俄国的普列汉诺

夫(1856—1918)、德国的蔡特金(1857—1933)等一

批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观点和方法,对文艺作品展开批评实践,对马克

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例如拉法

格是“第一个在法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考察和研

究文学现象的人” [1]145,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系统地

研究了法国文学,通过对都德、雨果等作家作品的批

评,“着重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作家的局限性;
普列汉诺夫则从唯物史观的观点出发,对“文艺的

本质和和社会功能” “文艺与现实” “文艺与无产阶

级”等问题作了深刻阐述,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

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世纪初,列宁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的党性

原则”“两种民族文化” “反映论”等学说,使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列宁总结

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工作和文艺斗争的经验,撰写

了大量的批评文章,用唯物反映论对托尔斯泰的创

作作了透彻的阐述,被称为是“把列宁主义方法运



用于文艺学的光辉典范” [1]273。 列宁的文艺批评,
“既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又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
比如,他“把对立统一的学说巧妙而娴熟地运用到

批评对 象 上 ”, “ 丰 富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批 评 艺

术” [1]279-283,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批评发展史

上的又一个高峰。 斯大林(1987—1953)、卢那察尔

斯基(1875—1933)、高尔基(1968—1936)等无产阶

级革命家、文艺理论家捍卫和阐述、宣传了马克思列

宁主义文艺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发

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探索和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

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在我国生根、发芽并不

断演变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与中国革命

和文艺实践相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

论的中国化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在中国的早期

传播

从“五四”前后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是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探索研究阶

段,这一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与中国

文艺实际初步结合的局面” [2]。 “五四”前后,经过

后期创造社成员的造势和论战实践,我国文艺批评

逐渐进入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为中心的一个长

期“中心化”时期。 这一时期,以鲁迅、瞿秋白、冯雪

峰、郭沫若、郑振铎、成仿吾、茅盾等为代表的一批理

论家、批评家,开始了对现代文学批评的专门研究,
比如《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1922) [3]、《“文学

批评”管见》 (茅盾,1922) [4]、《文艺批评浅说》 (周
全平,1927) [5]等论著。 这之中,较早运用马克思主

义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文艺批评及文艺理论研究最

突出的是鲁迅。 鲁迅译介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

论著,如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的

《艺术论》和《文艺与批评》、苏联的《文艺政策》和

日本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等;把马克

思主义作为批评的武器,写了大量富有民族精神和

战斗精神的文艺批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的方法论进行探索实践,例如提出“剜烂苹果”式的

批评方法,以及“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实事求是

的批评态度,提出“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的现

实主义文艺创作方法等。
这个时期,一大批学者和文艺批评家,大力提倡

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精神相一致的批评理论,围绕

文艺的发展方向、艺术创作的基本评价和对鲁迅等

人的评价等核心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主张。 比

如,瞿秋白 1933 年完成的 《〈鲁迅杂感选集〉 序

言》 [6],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对鲁迅

创作开展批评研究,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学说在中国的早期重要尝试,走出了马克思主义批

评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步;冯雪峰首次提出“革命现

实主义” [7]的主张,用文学批评自觉捍卫鲁迅的旗

帜,推崇鲁迅“战斗的现实主义精神” [8]。
同时,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与各

种非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展开激烈斗争,以阶级

斗争理论和政治话语为核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学逐渐成为中国文艺批评研究的中心。 从

1928 年起,创造社、太阳社以及 1930 年成立的左翼

作家联盟开始学习并陆续译介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著作,帮助革命作家和批评家运用马克思主

义文艺观来观察指导革命文艺运动。 据有关资料记

载,“左联”时期,翻译文艺理论的书籍,约计一百三

十九种[9],这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书籍。
因为处于探索初期,所以,这个时期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比
如在批评思维、批评方法以及文体方面都存在着一

种激进狂热、简单化、极端化、“左倾”的倾向。 无论

是批判鲁迅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左翼”
文艺批评可以说是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文风上主

观武断。 直到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一步

引进和得以科学阐释后,这种不足才逐渐得到克服。
(二)“毛泽东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

评思想的创造及实践期

1938 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论新阶段》
中,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

主张,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

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必须创造“为
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

派” [10],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化”特
色。 20 世纪 40 年代初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毛泽东《在延

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文艺为人

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新中国的文艺方

向”。 这两篇关于文艺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

文献中,毛泽东对“关于艺术本质” “文艺与政治的

关系”等文艺理论问题作了重要论述。 他指出,“文
艺界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 [11]。 毛泽

东强调要重视对文艺批评的研究,“文艺批评是一

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 [11]。 同时,毛

501第 1 期 孙　 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发展历程



泽东提出了批评标准问题,“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
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 [11],对无产阶级

革命文艺批评的艺术科学的标准问题作了重要论

述。 周扬、胡风等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一些问

题,如“艺术创作” 和 “批评主体” 等做了不同的

阐述[12]。
1951 年,毛泽东发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

的讨论》和《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对建国

以来文艺界存在的“忽视政治工作、脱离政治、脱离

群众、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倾向”等进行了批

判。 1956 年 5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倡导“艺术上不

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

可以自由争论” [13] 的学术氛围。 1957 年,毛泽东发

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

“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 1958 年 3 月,
毛泽东在党内一次会议上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

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两结合”创作方法。 周扬

认为“两结合”创作方法也是“艺术方法”,它“不只

适合于文艺创作,也适合于文艺批评” [14],自此“两
结合”成为我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和原则。
毛泽东“真正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真正

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升到新高度、新境界”,
“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说发生了一次飞跃” [2]。

这一时期,以周扬、冯雪峰、茅盾、何其芳、林默

涵为代表,涌现出蔡仪、王瑶、钱谷融、邵荃麟、陈荒

煤、陈涌、以群、蒋孔阳、程代熙、张光年、李希凡等一

批文艺理论和批评家,他们经历了无产阶级革命后

又投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造和建设事业,这
些经历决定了他们文艺理论和批评的无产阶级性

质。 比如何其芳在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近三十年中,
结合文艺运动和文学创作实践,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作了许多阐释和发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风格和学

术个性。
在“双百”方针提出后,学界就文艺批评理论展

开了多次理论冲突和激烈的争鸣。 如由第一次文代

会的报告和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而引发的“题材

和人物问题争鸣”,1956 年第 8 期《文艺报》开辟了

“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关
于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
等[15]603-635,陈涌、毛星、蒋孔阳、霍松林等许多批评

家都参与到各种争鸣、讨论中,撰文发表和阐述自己

的立场和观点。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当代作家、批评家从“喧腾

狂沸”到蒙受“天灾人祸”,经历了一次心灵的巨大

震撼。 时任的中国作协负责人邵荃麟等批评家针对

我国文艺现实,提出“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

物”的文艺主张,“以纠正文艺批评和创作中存在的

偏差” [15]658。 由此,文艺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60 年代初到 70 年代后

期,在“革命大批判”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错误路

线下,文艺理论批评变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我国马

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经历了一段曲折的时期。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

评思想的日渐边缘化期

改革开放后,随着对“文化大革命”及十七年文

艺工作中的“左”的思想和错误的总结和纠正,社会

主义文艺批评理论逐步回归正轨,广大文艺批评学

者进一步解放了精神,活跃了思想。 为适应社会主

义文化和文学艺术发展的新的需要,我们党规定了

“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16] 的方向,提
出了文艺批评新的政治标准。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

义对文艺的指导,在第四次文代会上的《祝词》中提

出,“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

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

论”,倡导建立“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的一种开

放、兼容的批评风尚[17]。 开创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我国文艺批评理论快速发展,新鲜的

血液不断注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队伍不断

壮大。 除了以前的许多中年理论家、批评家外,年轻

一代批评家不断崭露头角,如曾镇南、郑伯农等,年
轻的文艺批评理论家有吕德申、董学文、钱理群、严
昭柱等。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及理论研究成果开始

走向系统化,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学》 (唐正

序等,1999) [18]一书,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

义文艺批评学专著,比较全面、系统的总结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学的诞生、形成、发展和影响。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文艺批评理论经历着反

省和借鉴两个不同的环节,呈现出“新术语多” “流
派众多”“文体多变”等特点,文艺批评及理论思维

活跃、争鸣不断,对文艺批评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元化

态势。 例如有学者针对批评文体和研究方法,提出

“宏观研究”,倡导“对批评思维的解放,也是对批评

文体的解放” [19];有学者对文学批评研究中“那种

切刈的分析、单一角度的分析、静态的分析方法”提
出疑问[20],由此引发了一场以方法为主的文学批评

文体大震动; 有学者提出文学批评的 “文体革

命” [21]。
这一时期的文艺批评理论以开放性和建设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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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特征,表现为主动吸取和借鉴当代世界文艺理

论的成果,对文艺批评理论的研究更多地转向对西

方批评理论的梳理和跟踪、文献资料整理和介绍。
如英国的瑞恰慈的《文学批评原理》 [22],弗朗西斯

·马尔赫恩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3],美
国詹姆逊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24],美国

M. H. 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 [25],英国特里·伊格

尔顿的《批评家的任务》 [26]、《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

论》 [27]等。
这一阶段,由于各种西方文艺批评理论倾泻般

地涌入中国,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精神分析批

评、结构主义批评、比较文学批评、文体形式批评、印
象批评、生态批评等新的研究方法纷至沓来,我国文

艺批评理论在外来文学和理论的冲击、影响和碰撞

中,改变着它的观念和形态。 在扩大我国文艺批评

理论国际视野和“他者”视野,改变批评思维方式和

思维结构,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文艺批评理论和话语

体系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受到严

重冲击。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屡遭诟病、曲解

和质疑,失去了其本来的面貌,甚至被逐渐边缘化。
文艺评论日渐远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走向

空洞和形式主义,甚至走向自身的反面。 许多优秀

的批评家们都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转而

操练更为时髦的理论工具去了”,文艺批评难寻马

克思主义踪迹[28]。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媒介时代消费主义愈

演愈烈的情境下,我国文艺批评面临的种种挑战和

问题,各种讨论与争议层出不穷,文艺批评标准相当

混乱,甚至有人提出了“无文艺批评标准”的观点。
批评的失语、批评的无效、批评的缺席、批评的孱弱、
批评的泡沫化等种种问题,被不断地指出来。

三　 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新

发展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文艺与时代和人民相结合成为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

至高无上的要求。 党中央把文艺批评工作的重视提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对文艺批评工作提出了更清晰、
更科学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对我国当前文艺问题发表了一系列

重要论述。 习近平深入分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我

国的发展现状,他说:“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

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
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在建设以马克思主

义为指导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上功力不

足、高水平成果不多。 社会上也存在一些模糊甚至

错误的认识。 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

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

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
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
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 ‘失语’、教材中 ‘失

踪’、论坛上‘失声’。 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

重视。” [29]这一判断同样揭示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文

艺批评的状况。
针对文艺批评领域存在的“文艺吹捧”“文艺广

告”“批评西化”等现象屡见不鲜,习近平在文艺工

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

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

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
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红包厚度等

于评论高度’”,这就进一步精准地揭示出文艺批评

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今后如何改变的方

向。 习近平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

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

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
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

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

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

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
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

围” [30]。 习近平提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

鉴赏作品” [24]的文艺批评观,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

评中国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文

艺批评思想在 21 世纪的中国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研究开始正本清

源,恢复活力并逐步走上符合时代要求和民族伟业

的道路,不断取得较大的成绩。
从研究力量布局来看,国内高校学者是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研究的主力军,全国关于马克思

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研究的主力,体现在“三中心”,
又称“一所两中心”,是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

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研究中心,中国艺术

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现当代文学批评

研究中心。 2010 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关

于“文学批评”或“文艺批评” 研究的项目共审批

117 项,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项目 4
项,分别是重大项目两项,一项是由华中师范大学胡

亚敏教授主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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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2011)和由湘潭大学季水河教授主持的《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 (2011);以及

华南师范大学段吉方副教授主持的青年基金项目

《20 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范式与经验

研究》(2010);内蒙古大学王金山副教授主持的西

部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原则与维度问

题研究》(2014)。
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研究

成果丰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阐释研

究,如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批评方法的阐释

等;(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价值和意

义的研究,如对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等文艺批评

思想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国形态的研究等;
(3)对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
(4)对我国当前文艺批评“怪象” 的揭示和担忧;
(5)结合和批判地借鉴西方文艺理论,丰富和拓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如批判西方“强制阐释

论”,提出文艺批评“公共阐释论”等;(6)对当代文

艺批评家典型范例的研究等,这类研究多集中于硕

博士论文。
就目前的批评水平和批评现状来看,虽然“批

评范式和方法比以前格外的多样了;我们获得的批

评自由可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文艺批评队

伍在急剧地扩张,许多从前搞美学或文艺理论研究

的人也挤进了批评的行列。”但是,“文艺批评的功

能和有效性却在日益地降低”,这些问题亟待我们

深入探讨和反思。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文艺批评,虽然“再次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但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还低于世界同行的水

准” [31]。
四　 结　 语

通过疏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发展的脉

络,我们可以看出,近一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文艺批评思想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成果是丰富

的,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开放的,是马克思主义一元化

指导下的批评形态多元化的发展。 一百年的发展历

程,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发展积累了

丰富的实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高屋建瓴地分析了我国 70 年来文艺工作的成败

得失,透辟地总结和提炼了我国文艺实践的基本规

律与经验,开拓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学

说的新领域和新境界,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的发展推向了前进” [32]。 习近平指出:“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

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

以坚持。” [29]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批评工作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深刻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是

科学的,具有时代性的,是经得起时代考验的。 在新

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将焕发出旺盛的

生命力。 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与中国文艺实

践相结合,坚持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

的”文艺批评标准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引领文艺批评,推动文艺的繁荣发展,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为迫切。 深入发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

想的本质和内涵,不断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思想的发展,对当前我国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及

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时代,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研究提供

了广阔的空间,可以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

评恢复以前的活力,走向复兴的时期,是机遇,也是

挑战。 新媒体技术和形式的飞速发展在丰富传播载

体形式的同时,也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面临许

多新的挑战。 同样,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

评提出了新的要求。 当前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

批评思想的研究和实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一方面,需要广大的批评家、文艺理论工作者具

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学习和实践,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思想的

丰富内涵,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及风格,探
索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文艺批评方面的方

法和技巧,着力探索和解决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

国化建构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为推动我国的文艺

创作繁荣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 同时,我
们也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真理,是与

时俱进的理论,文艺批评必须立足于中国文艺实际,
以包容的、开放的态度积极鉴别和吸收各种中西方

新出现的批评形态中的合理主张,博采众长,不断丰

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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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Sinicized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Criticism Thought

SUN Y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In the past 100 years after the May 4th
movement,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Marxism into China,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has gone through the seedtime, the creation period,
the practice period and th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period in the process of Sinicization. In the new era, it is a period of exploration to
set things right again and try to make them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and the great cause of the nation.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the form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focusing on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rxist liter-
ary criticism. This paper holds tha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nsist on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Marxist liter-
ary criticism though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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