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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熊元义的文艺理论专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即将出版，希望我能写一点感想。
我和熊元义有近30年的交往，他的每一个新的创获，都使我感到高兴。
熊元义20世纪80年代中期毕业于我所供职的学校，以热衷于研读哲学原典和爱好思辨而为任课教师所
瞩目。
其后，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师从陆梅林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习上打下坚实根基。
多年来，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都没有放弃对文艺理论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在科学研究中，如何认识和处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我们有过不少经验和教训。
文艺研究领域也是如此。
文艺理论是文艺评论的基础，没有文艺理论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艺评论的稳步提高和持续发展。
周扬早说过，“如果文艺理论是正确的，可以推动文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是错误的，便会引导
文艺向错误的方面发展。
当然，一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趋向，有它深刻的社会原因，不单是文艺理论所能决定的；可是文艺理论
对于文艺运动的发展，会起一定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文艺理论，有着指导作用。
”①多年之后，他更强调：“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理论建设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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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熊元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以及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实践出发的，他着力研究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发展和内容特征，并在这个
基础上深入地把握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批评运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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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元义，笔名楚昆。
文学博士。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南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湖南理工
学院中文系研究员，中国作协会员，现为《文艺报》理论部主任。
十几年来，在哲学、美学、文艺理论、文艺评论等方面发表论文160余篇，出版著作3部。
先后在中国悲剧理论、当前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国作家精神寻根理论上形成了鲜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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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胡锦涛提出的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观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发展。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无产阶级文艺批评进行了科学的界定：“文艺家
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
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
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①在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过程中，促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
就必须在弘扬主旋律和发展多样化的基础上强调进步文艺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
这种科学的艺术发展观首先认为艺术发展从总体上来说是进步的。
胡锦涛指出：“文艺历来是陶冶人们道德情操、抒发人类美好理想、丰富人们艺术享受、推动社会发
展进步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
的精神文明发展史。
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②这种文化进步也包括文艺的进步。
当然，这种艺术的进步不是直线的。
马克思在把握现代艺术的发展时明确地指出：“进步这个概念绝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
”③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认为艺术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
改造而改造”，另一方面又看到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和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
精神生产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艺术是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文学、艺术等的发展
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因此，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艺术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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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有些作家在抵制文艺批评时提出：“在怎么活的问题上，没有应当怎样不应
当怎样的模式，谁也不能强求谁。
”他们强调了选择的自由，但却忽视了人在自由的选择时所应承担的责任。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理论思维的局限，即我们在引进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时往往只是截取我们
所需要的一些东西，而不是完整地准确地把握这种思想并进行深入的批判。
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是，这种选择是有价值高下分别的。
萨特指出，人就是人。
这不仅说它使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且也是他愿意成为的那样——是他（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之
后愿意成为的那样。
人除了自己认为的那样以外，什么都不是。
但是，人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篇著名论文中指出：“只要我承担责任，我就非得同时把别人
的自由当作自己的自由追求不可。
我不能把自由当作我的目的，除非我把别人的自由同样当作自己的目的。
”①萨特认为，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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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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