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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文艺育德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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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艺育德问题

,

有一 系列重要论述
,

散布在他们卷恢浩繁的著作

中
。

本文通过对马恩原著中文艺育德观点的辨识和梳理
,

以及对相关资料的研究
,

分析 了马克思

恩格斯文艺育德思想产生的背景
、

主要内容和理论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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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

既没有写出过一本关于 批判这些社会思潮的消极和欺编作用
。

再如
,

德国

文学的专著
,

也没有写出一本关于德育①的专著
,

小资产阶级文学家卡尔
·

倍克 ( K
.

B ec k ) 等人掀起

当然更没有写过一本文艺育德专著
,

但正如我们不 的
“

美文运动
” ,

其实质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思

能以此否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德育理论的存在 潮在文学领域的体现
,

其 《穷人之歌 》 等文学作品

一样
,

我们也不能因此否认或漠视他们对文艺育德 表现出狂热地讴歌抽象的人性和抽象的爱的保守主

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其中蕴含的深刻智慧
。

在马克思 义
、

唯心主义的政治思想倾向
。

恩格斯发表了 《真

恩格斯卷轶浩繁的经典著作中
,

组涵着丰富的文艺 正的社会主义者 》
、

《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

育德思想
,

需要我们去研究
、

去思考
,

从而掌握其 义 》 等论文
,

对这种思潮的消极作用和反动倾向进

精做
,

以其为理论工具
,

指导现实的思想政治教育 行了揭露和批判
。

马恩在与这些形形色色的文学思

实践
。

潮进行论战的过程中
,

对文学的思想倾向
、

文学批

(一 ) 马克斯恩格斯文艺育德思想产生的背景 评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

产生了文艺育德的重要

1
.

阶级斗争在文学思潮中的体现
。

19 世纪三四 思想
。

十年代
,

欧洲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

社会内部 2
.

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及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固有的矛盾逐步暴露
,

阶级斗争日益尖锐
。

阶级斗 的需要
。

随着西欧工人运动的兴起
,

无产阶级开

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得到了体现
,

而文艺思潮又是 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

一方面
,

社会思潮形象化的呈现和张扬
。

比如当时的欧仁
·

无产阶级需要通过教育而认识 自身的处境和所承

苏的 ( E
.

S u e ) 小说 《巴黎的秘密》
,

就是以文学 担的历史使命 ; 另一方面
,

一批无产阶级的文学

手段演绎了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
、

基督教伦理道 家和文艺作品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
,

并在斗争

德思潮
、

崇 尚改 良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
。

在无产阶 中发挥了巨大的教育和宜传鼓动作用
。

如德国西

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时
,

这些思潮对群众具有很 里西亚的织工之歌
、

维尔特 ( W七e rt h ) 的诗
、

许布

大的愚弄性和禁锢性
。

马克思
、

恩格斯写了 《神圣 纳尔 ( H ue b en
r ) 的画和鲍狄埃的 ( 国际歌 ) 等

,

家族 》
,

通过对小说 《神圣家族 》 的分析
,

揭露和 一批作家开始主动关心无产阶级运动
,

哈克奈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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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文的
`

嗯育
” 、 “

育德
” ,

指思想政治教育
。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
、

政党
、

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
、

政治观点
、

道德

规范
,

对其成员施加有 目的
、

有计划
、

有组织的影响
,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杜会
、

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

其内容

十分广泛
,

包括思想 (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教育
、

政治观教育
、

道德教育
、

心理健康及人格教育
,

等等
。

与
“

思想政治教育
”
比

较接近但又不能等同的一个概念是
“

德育
” 。 “

德育
”

与
“

思想政治教育
”

的差别体现在两方面
:
一是德育一般指学校教育范围内的思想政

治教育
,

与智
、

体
、

美
、

劳诸育相并列 ; 二是德育也经常被理解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道德教育
。

近年来
,

学术界提出了
“

大德育
”

的概

念
,

其愈既在沟通学校德育和社会性思想政治教育
,

也强调道德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诸方面的相互关系
。

因此
, “

德育
”

与
“

思

想政治教育
”

两个概念尽管有差别
.

但实际上经常也被等同使用
,

在理论界这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事
。

需要说明的是
,

笔者这里所研究

的马克思思格斯文艺
“

育德
”

思想
,

指的是
“

大德育
” ,

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

在本文中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
,

不用
“

思想政治教育
”

而使

用了
“

德育
”

或
“

育德
”

的提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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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rn k ess ) 写了反映无产阶级生活状况 的 《城市

姑娘 》
,

奥地利女作家敏
·

考茨基 ( M in an K au t
-

s

称 ) 写了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 《旧人与新人》
。

马

克思恩格斯对这一情况给予了热情的关注
。

马克思

高度赞扬西里西亚的织工之歌
,

他认为这首诗歌证

实了他对无产阶级的创造能力
、

阶级觉悟和革命意

志的信念 ; 恩格斯要求作家如实描写工人阶级对旧

制度的反抗和斗争
,

塑造能表现他们积极本质的典

型形象
,

他在给哈克奈斯的信中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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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极度的努力— 半自觉地

或自觉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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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 11 4 62无产阶级文学的

产生和对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教育的现实需求
,

也促

使马恩关注和研究文艺育德问题
。

3
.

马克斯恩格斯对文学的喜爱和运用
。

马克思

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运动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有代

表性的文艺作品始终非常关注
,

他们和当时的很多

文学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

尤其是马克思
,

他一生

都保持着对文学的浓厚兴趣
,

保尔
·

拉法格 ( P a u l

la fa gr u e ) 回忆马克思时说
,

马克思是一个小说爱好

者
,

他能背诵海涅和歌德的许多诗句
,

并且常在谈

话中引用他们的句子 ; 他特别热爱莎士比亚
,

连莎

士比亚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都很熟悉 121 32 7 。

值

得注意的是
,

正如拉法格所说的
, “

书籍是他的思想

工具
,

不是奢侈品
。

他常常说
, `

它们是我的奴隶
,

必须按我的意志为我服务
。 ” ,

151 53 7
作为无产阶级的

理论家和革命导师
,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仅仅把

文学当成一种个人爱好或消遣
,

他们始终关注的是

文学对于工人阶级革命运动所起的作用
。

柏拉威尔

( 5
.

5
.

P r

aw
e r ) 这样评价文学在马克思生活中的地

位
: “

马克思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完整的美学论文
,

也

从来没有发表过一篇扎实的正式文学批评
。

但是从

一开始起
,

他就对文学表示了强烈的兴趣
,

这种兴

趣后来从来没有减退过
,

导致了大量的附带批评
、

暗喻和引述
。

,,l 邓 37 马克思借助文学来提出和证实

他的观点
,

从文学作品中寻求精神的支持和论战的

弹药
,

文学成 了他有力的战斗武器
。

可以这样说
,

利用文学进行革命宣传并教育无产阶级的思想
,

既

产生于马恩对文学的喜爱
,

也成为马恩喜爱文学 的

原因
。

(二 ) 马克斯恩格斯文艺育德思想的主要内容
1

.

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及文艺育德的理论依

据
。

文学具有育德功能的理论依据取决于文学的本

质
。

马克思在其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和 《政治

经济学批判导言 》 中
,

从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和精

神生产两个角度揭示了文艺的本质
。

( 1 ) 文学艺术之所以具有育德功能
,

在于文学

是一种意识形 态
。

卢纳卡尔斯基曾指出
: “

到现在

为止
,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特别注意的正是艺术的

意识形态性质
。 ”
阅 75这是因为

,

文艺是意识形态
,

这是马恩对文艺本质的基本规定
。

马克思在 《政治

经济学批判序言 》 中指出了法律
、

政治
、

宗教
、

艺

术或哲学属于意识形态的形式
,

而意识形态是属于

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
,

它既具有社会意识形式

共有的本质即反映社会存在
,

又具有自然科学
、

语

言学
、

形式逻辑等意识形式所不具有的功能
,

即其

上层建筑功能
。

在阶级社会里
,

意识形态斗争是阶

级斗争在观念领域的展开
。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

中
,

马克思强调了文学和哲学的阶级根源和阶级

斗争
,

指明文学和哲学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一部

分
。

马克思将文艺界定为意识形态
,

指出了文学艺

术具有强烈的思想政治倾向性
,

总是这样那样地反

映着一定阶级
、

社会集团的需要
、

意志
、

人生观
、

价值观等
,

而这种倾向性通过文学深刻的认识功

能体现出来
。

正如柏拉威尔所言
,

马克思
`

湿然认

为
,

文学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产生文学的那个社会的

情况
,

它的组织
、

制度
、

生产方式
、

思想和感情方

式
。 ”

1215 4 9恩格斯曾说
,

巴尔扎克
“

在 《人间喜剧 )

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
`

社会
’

特别是巴黎
`

上流社

会
,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

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
· ·

…他看到了

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 ,,l 水
l一` “ 。

文艺的倾向

性还体现在文艺思潮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上
,

从某种

文艺思潮中
,

往往可以反观其背后隐含的各种社会

思潮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

文艺是意识形态
,

就具有对社会存在或经济基

础的反作用
。

恩格斯指 出
: `

政治
、

法
、

哲学
、

宗

教
、

文学
、

艺术等等的发展是 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的
。

但是
,

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

用
。

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
,

才是积极的
,

其

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
。 ”

111 7 32 但是与政治
、

法

律等上层建筑有所不同的是
,

马恩认为
,

文学艺术

与哲学
、

宗教等一样是属于
“

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

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 ,,l `】70 ” ,

这就决定了文学艺术与

经济基础之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
,

一般是通过

服务于政治
、

法律
、

道德
、

心理等中介环节而间接

实现的
。

由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

比较接近经

济基础
,

所以
,

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
,

有时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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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密切
。

马恩认为
,

文艺作为意识形态所具有的认

识功能和阶级倾向性
,

使之可以影响社会心理
、

教

育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
,

乃至进行政治斗

争
,

并以此实现对经济基础的推动
。

( 2 ) 文学艺术之所 以具有育德功能
,

在于文

学是一种精神生产
。

从社会生产与消费的角度认

识文学艺术
,

马恩把文艺界定为一种精神生产
。

马恩认为 ; 艺术生产不仅仅是一种表达的手段
,

更

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全面对象化
,

是主体自我构成的

手段
。

主体的生产对主体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满足其

生存需求
,

更在于是主体获得自我确认的过程
,

所

以从事劳动
, “

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川中
7 , “

一

方面
,

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 ; 另一方面
,

为

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

适应的人的感觉
,

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来

说
,

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
。

,,l 6 ]` 26
“

随着对

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说来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

t 的现实
,

成为人的现实
,

因而成为人 自己的本质

力 t 的现实
,

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它自身的

对象化
,

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
,

成为他

的对象
,

而这就是说
,

对象成了他自身… …因此
,

人不仅通过思维
,

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

己
。 ,,

16 ] 12 5

而根据生产与消费的关系
,

艺术产品又生产了

主体的艺术消费能力
。 “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

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
,

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
。

因此
,

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
,

而且也为对象生

产主体
。

,,l 刘`” “

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
,

你本身

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l 6! ’ ” “
。

马克思在 《导

言 》 中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生产包括艺术生产过程中

的主
、

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
。

艺术生产既是
“

生产

者物化
”

的过程
,

也是
“

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
”

的过

程
。

一方面
,

艺术产品的品位和质量
,

随着主体素

质的提高达到更高的水准 ; 另一方面
,

艺术产品质

t 的提高又不断促进主体艺术欣赏能力和思想境界

乃至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

在 (l 84 4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 》 中
,

马克思多处从审美活动举例说明人的

本质力 t
、

人的感觉和真正人的需要
,

并明确指出

审美活动是对人的本质的肯定
。

他对共产主义的历

史使命做了初步的论述
,

他说
: “

这种共产主义… …

是人和 自然界之间
、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

决
,

是存在与本质
、

对象化和自我确立
、

自由和必

然
、

个体和类之间的抗争的真正解决
。 ”

161 1 20 在 《共

产党宜言》 中
,

马克思明确提出
,

人的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正是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
,

而审美能力是人

的全面发展的体现之一
。

由此可见
,

作为精神生产

的文学作品
,

是人获得自我确立的一种方式
,

它能

够不断提高人的艺术消费能力
,

从而不断提高人的

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
,

乃至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和

解放
,

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
。

2
.

关于文艺育德的目标
。

马恩对文艺育德的 目

标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论述
:

( 1) 教育无产阶级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
。

马恩

对教育无产阶级十分重视
, “

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

处
,

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
。 ”

151 37 ” 74 他

们认为
,

把领会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从大学

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合起来是不能教育无产阶级

的
。

与此同时
,

他们却热情洋滋地称赞文学艺术对

无产阶级教育所带来的重要贡献
, “

只有在我国的

文学中才能看出美好的未来 ,,l 例6 34
。

马克思赞扬西里

西亚织工之歌
, “

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
、

工

厂
、

地区
,

相反地
,

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

毫不含糊地
、

尖锐地
、

直截了当地
、

威风凛凛地厉

声宜布
,

它反对私有制社会
。

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

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

的事
,

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
。 ”

110 ]’s 3
恩格

斯 《致敏
·

考茨基 》 一文中指出 : “

如果一部具有

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
,

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
,

动摇资产

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
,

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

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
,

那么
,

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

出任何解决办法
,

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

自己的立场
,

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

的使命
。 ”

[“ ]3 8 5

( 2 ) 鼓舞无产阶级的斗志
。

马克思认为一批

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使社会开始逐渐关注无产者

的状况
,

他称赞这个关注
、

描写无产 阶级的新流

派是
“

时代的旗帜
” , “

近十年来
,

在小说的性质方

面发生 了一个彻底的革命
,

先前在这类著作中充

当主人公的是国王和王子
,

现在却是穷人和受轻视

的阶级了
,

而构成小说内容的
,

则是这些人的生活

和命运
、

欢乐和痛苦
。

,,I 10 ]59 4
但是马恩认为

,

仅仅

描述工人阶级的生活现状还不够
,

而应该在作品中

表现出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他们光辉的未来
,

以此来

鼓舞无产阶级的斗志
。

恩格斯在评论卡尔
·

倍克的

《穷人之歌 》 时明确指出
,

新时代的文学
,

应当塑

造
、

表现和
“

歌颂倔强的
、

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

者
”
l[ 2 ]22 魂

。

随着工人阶级愈益成为历史的主人公和

创造者
,

他们作为新兴生产力和新的社会发展方向

的代表
,

理应在文学艺术中占有一席之地
,

因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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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和新生活方式必然
“

需要完全不同的人
,

并

将创造出这种人来 ,,l l
alz 42

。

新历史条件下的文学艺

术应该塑造和表现这种以实现人类解放为历史使命

的社会新生力量
。

( 3 ) 提高人的道德感
。

马恩既肯定文学作品

带给人的消遣和愉悦的功能
,

更肯定优秀的文学

作品应该宜扬无产阶级的道德观
,

提高人的道德

感
。

对当时一些文学作品所宣扬的不利于革命的道

德思潮
,

马恩进行了批判
。

与此同时
,

他们呼唤适

应时代
,

宣传新的道德观的优秀文学作品
。

恩格斯

曾说
,

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让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

余
,

傍晚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
,

振奋精神
,

得到慰

藉
,

但是这类书更大的使命是提高人的道德感
,

应

该道德纯洁
,

具有健康的
、

真实的德意志精神
,

并

适应 自己的时代
, “

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
,

这就

是同圣经一样使农民有明确的道德感
,

使他意识到

自己的力量
、

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
,

激发他的

勇气并唤起他对祖国的热爱
。

,,l 14 l]’

3
.

关于文学艺术的特点及文艺育德的方式
。

马克思在 《导言 》 中列举了人类几种不同的思维方

式
,

即哲学或理论思维的
、

艺术精神的
、

宗教精神

的和实践精神的掌握世界的方式
。

艺术作为人类掌

握世界的方式之一
,

有自身的特点
,

这就决定了文

艺育德不能等同于理论育德
。

( l ) 文学艺术的特点
。

从艺术思维的特点看
,

马克思认为它是富于想象和幻想的情感化思维
。

马克思在 《导言 》 中不止一次地指 出了艺术思维

的特性和功能
,

特别强调诸如
“

意象
” 、 “

想象
”

和
“

幻

想
”

在艺术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
。

他指出
,

艺术生产

和艺术思维所创造的对象
,

首先作为内心的意象而

存在着
, “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

然力
,

支配 自然力
,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

,,l 刀29 当

然
,

马恩也强调
,

这种想象
、

情感都是富有思想内

涵的
。

艺术精神的掌握
,

同理论精神
、

宗教精神
、

实践精神的掌握一样
,

所掌握的世界是为头脑思维

着
、

理解着的世界
。

从艺术的存在方式来看
,

形象性
、

具体化是艺

术所具有的基本特征
。

艺术就是人的本质力量 的

全面对象化
,

是将人的力量外射到具体的
、

直观的

艺术形象中
。

马克思认为
,

人类掌握世界活动的特

点之一
,

就是为主体创造一个对象世界
,

在对象世

界中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
。

他说
: “

人只有凭借现

实的
、

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
。

,,l 6] ` 68 马

克思批评
`

席勒式
” ①对拉萨尔创作的影响

,

表现在

他忽视艺术思维的情感性
、

形象性的特点
,

离开剧

情的发展
,

热衷于滔滔不绝的说教和连篇累犊的议

论
。

这势必使人厌倦
,

味同嚼蜡
,

失去艺术的感染

力
。

艺术应该通过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去再现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

由此起到教育作用
。

( 2 ) 文艺育德的特殊方式
。

艺术掌握世界的

特点及其特殊的思维过程
,

决定 了文艺育德与理论

育德是不能等同的
。

如果说理论的倾向是外在的
、

可以直观的
,

艺术的倾向则应该是内在的
、

含蓄

的
,

是通过人的情感体验
,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

进行的
。

具体而言
,

文学艺术的育德功能
,

是遵循

马克思所说的
“

具体一一抽象— 具体
”

的思维道路

而实现的
。

在这里
,

作为起点的
“

具体
” ,

是现实存

在的未经加工过的客观事物的表象
,

这些客观事物

经过作家的加工之后
,

带有了作家对事物的选择
、

判断
、

分析
,

经历了
“

抽象
”

这个环节
,

而作家又通

过自己的文学技巧
,

将这些抽象过的具体转化为作

品中的具体
,

即艺术形象
。

经过了抽象之后的作为

终点的
“

具体
” ,

其中蕴含了作家的观察能力
、

理解

能力
、

想象能力
、

审美能力
、

叙述与描写能力
,

等

等
。

也正因如此
,

优秀的文学作品能按照事物的本

来面貌去再现现实
,

它具有深刻的认识功能和润物

细无声的教育功能
。

马恩十分重视文艺育德的特殊规律
。

恩格斯不

欣赏作家将 自己的政治立场
、

思想观点和社会信

念等借作品或人物之 口赤裸裸地表白出来
,

相反
,

他认为
“

作者 的见解愈隐蔽
,

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

好
”
l水

, 。

所谓见解愈隐蔽愈好
,

就是说作家的倾向

一定要寓于艺术形象之中
,

和艺术形象融为一体
。

因为文艺是通过具有审美特征的艺术形象来反映和

表现社会生活的
,

形象性的强弱是衡量艺术高低的

重要标志之一
。

与哲学
、

政治经济学等用概念表述

和逻辑推演来表达思想观点不同
,

作家的的立场
、

思想和情感等
,

是通过生动的审美形象表露出来
,

这是一种隐蔽的表现
。 “

我们不应该为 了观念的东

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
,

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

亚
。

,,l 15】58 5 “

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

露出来
,

而不应当特别地把它指点出来 ; 同时我认

①所谓
`

哺勒式
” ,

指的是在席勒的部分创作中
,

从观念出发
,

以主观观念的演绎代替对客观现实的真实描写
,

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

的传声筒的创作倾向
。

对
“

席勒式
” ,

卢那察尔斯基在 《马克思论艺术 》 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解释 : “

作者先从理论上研究某个时代
.

为自

己总结出这个时代的某些原则
,

然后设计与此原则相适应的人物 (或多或少地近似生活中的模特的 )
,

并将他们当作这些原则的体现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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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和未来

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

川1 11珊马恩批评不顾文学

的美学特点和规律
,

把人物的个性消解在原则里的

做法
,

认为这是庸俗社会学的观点
。

马克思曾明确

指出
: “

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
,

作品就是

目的本身
。

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
,

作品根本不

是手段
。

,,l 10 15 7这些论述充分体现出马恩认为文艺育

德必须遵循其自身规律
,

要通过生动鲜明的形象和

情节去影响人的情感和思想
。

马恩希望文学具有倾

向性
,

即具有育德功能
,

却不赞成为倾向性而创作

的文学
,

因为这种缺乏艺术力量的标语 口号式的文

学
,

有损于艺术特质
,

丧失了丰满的血肉
,

减弱 了

作品使人心荡神驰的感人力量
,

也势必难以发挥其

教育功能
。

( 3 ) 文艺育德与理论育德的相互关系
。

马恩还

从文艺育德的特点出发揭示了文艺育德和理论育德

之间的辩证关系
。

一方面
,

文艺育德应该和理论教

育相互配合
,

殊途同归
。

马克思本人在理论活动过

程中常常引用文学作品里的语言来印证和说明
、

甚

至从中提炼或引伸出自己的观点
,

达到了文学与理

论互为印证的功效
。

但另一方面
,

他们也严肃地指

出
,

文学育德不能取代理论的作用
。

恩格斯在 《反

杜林论 》 中指出 : `

馗义上的愤怒
,

无论多么人情

人理
,

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作证据
,

而只能看作

象征
。 ”

151 1 89 他认为
,

愤怒出诗人
,

愤怒可以描写并

抨击统治阶级的弊病
,

激起无产阶级的义愤
,

这是

一种教育
,

但愤怒不能取代对社会的理性分析和批

判
。

为这种愤怒提供理性的论据和科学的证明
,

应

该是革命理论的任务
。

既需要情感的愤怒
,

又需要

科学的论证
,

无产阶级才具有革命力量
。

4
.

关于文艺育德的主体
。

( 1 ) 教育无产阶级的主体要有感染力
。

马恩

认为教育无产阶级的主体必须有感化被教育者的力

量
, “

如果你想感化别人
,

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

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 ”

le] ` 55 文学艺术是使

教育者具有感染力的重要途径
。

马克思本人就是一

个极具感染力的教育者
,

一百多年来
,

他的著作教

育了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的无产阶级
,

他的文章
,

既深刻严谨
、

充满智慧
,

又激情洋滋
、

极富感染

力
,

这和马克思的文学素养是分不开的
。

《共产党

宜言 》 是以一句文学语言开始的 : “

一个幽灵 … …

在欧洲徘徊
” ,

这里的
“

幽灵
”

一词是来自文学作品的

隐喻 ; 讲革命的最终胜利
,

用的也是一句颇具文学

色彩的话语
: “

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是锁

链
,

得到的是全世界
。 ”

这种语言力透纸背
,

有千

钧之力
。

甚至连
“

共产主义
”

这个用语
,

都来自于一

部 《伊加利亚旅行记》 的小说 sl[ 1 96
,

1 88
。

马克思还常

常用文学名著中的一些情节
、

形象去说明自己的深

奥的理论
,

比如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的 《雅典的泰

门》 中的一首诗来做自己的论据 : “

金子 ! 黄黄的
、

发光的
、

宝贵的金子 ! 这东西
,

只一点点
,

就可使

黑的变成白的
,

丑的变成美的
,

错的变成对的
,

卑

贱变成尊贵
,

老人变成少年
,

懦夫变成勇士… …
”

这形象地表现了货币对人的异化— 货币把一切转

化为对立面的那种力量
。

很难想象
,

如果把马克

思著作中的文学元素全部抽取掉
,

还有没有那些充

满睿智与激情的
、

教育了整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和理

论 ?

( 2 ) 艺术家应当参加无产阶级队伍
,

无产阶

级应该有自己的文艺家
。

在马恩看来
,

文学从来

就不是一个单独的
、

闭关自守的部门
。

而文学家也

从来不是单独的个人
,

文学家的创作是承载着一定

的阶级
、

集团的历史使命的
, “

任何一个人在文学

上的价值都不是 由他自己决定的
,

而是同整体的比

较当中决定的
。 ”

l0[ 15 2肠 24
“

人民历来就是作家
`

够资

格
,

和
`

不够资格
’

的惟一判断者
。

,,l 101 00 马恩在欧洲无

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

提出了艺术家应当参加无产阶

级队伍
、

描述工人阶级状况
、

宣传社会主义理想
。

马恩认为
,

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文艺家
,

无产阶级

的文艺家对革命的意 义非同寻常
。

马克思称赞海涅

的诗歌早就预见到了革命的因素
, “

但是不论政府

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东西
,

至少有一个人在一八

三三年已经看到了
,

这个人就是海涅
。 ”

111 2 1
时

` 1
恩

格斯称赞雪莱
: “

天才的预言家雪莱和满腔热情的
、

信赖地讽刺社会的辩论
,

他们的读者大多数也是工

人
。 ”

[例52 8远在俄国的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宣传

革命而受到了马恩的高度赞扬
, “

他们对于社会主

义思想怀着满腔热忱… …不断向俄国输送大批贫苦

的
,

来自普通人民
,

有学识
,

对社会主义思想满怀

热忱的青年
。

这个运动的思想鼓舞者是现在正在西

伯利亚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 ”

11伞 40

( 三 ) 马恩文艺育德思想的重大理论意义
1

.

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育德观的理论基础问

题
。

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

法研究文艺现象
,

揭示了艺术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和作用
,

阐释了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性质

和功能
。

他们强调必须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

间的矛盾运动中
,

去解释包括文艺在内的各种社会

意识形式
,

这改变了以往的思想家要么单纯从艺术

本身的属性
,

要么从人的情感
、

心灵去探求艺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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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做法
。

他们用社会实践的观点研究文学艺术
,

提出了文艺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性和意义
,

这是以往

的思想家所不能做到的
。

关于文艺的本质这一核心

问题的突破
,

使文学艺术不再是一个闭关自守的领

域
,

而与人类实践
、

与人的经济政治活动
,

与人类

解决
“

历史之谜
”

的创造性活动和人类的 自我构成
、

自我完善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

这为马克思主义文艺

育德观提供了理论基础
。

2
.

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原则和文艺育德的一

些重大理论问题
。

马克思恩格斯热情关注无产阶级

文学的萌生和发展
,

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一

系列重要观点
,

如利用文学进行无产阶级教育
、

现

实主义文学的使命和特点
、

文学应塑造无产阶级新

人
、

倾向性应 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

来等
。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观点尽管大都没有展开

论述
,

有时甚至只是将这些观点提出来
,

但是这些

观点中所包含的原则
,

无疑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的基础
,

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
,

指明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道路和对

无产阶级进行教育的多种途径
,

指引了马克思主义

文艺育德观的研究方向
。

这些思想对后继者产生 了

极其重要的影响
,

列宁的
“

真正的文学能教导人
,

引导人
,

鼓舞人
” ,

毛泽东的
“

文艺是团结人民
、

教

育人民
、

打击敌人
、

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 ,

邓小

平的
“

文艺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负有其他部门所不

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 ,

江泽 民的
“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

人
” ,

胡锦涛的
“

传播先进文化
,

弘扬人间正气
,

塑

造美好心灵
,

风成化习
,

果行育德
”

等论点都是马恩

文艺育德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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