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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对马克思

艺术生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段吉方

摘!要# 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对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
题#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等批评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思想框架内提出了!症候阅读"!沉默"!审美意识形
态批评"等重要理论观念#从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的关系中拓展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思想#丰富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
理论内蕴#促使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思想在文本批评中落地生根#走向更为具体的文学研究% 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艺术
生产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的一段重要的问题史#体现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中的批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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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阿尔
都塞学派批评家占有重要的理论位置, 阿尔都塞
学派批评家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
塞, "5 世纪 95 年代以来%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

领域%以阿尔都塞为核心%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固
定的文学批评群体%成员包括法国学者朗西埃.巴
迪欧.巴利巴尔和皮埃尔)马舍雷%英国学者特里
)伊格尔顿等, 在这个批评群体中%阿尔都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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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雷和特里)伊格尔顿自 -5 年代始在马克思艺
术生产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方面%研究趋向稳定一
致%并展现出较为丰富集中的研究成果%他们因而
也构成了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在马克思艺术生产

论研究方面较为明显的理论团体, 他们围绕意识
形态与文学生产等问题%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艺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论研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
发展了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他们集体性的理
论推动更进一步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

的理论魅力%艺术生产论迄今为止仍然是当代马
克思主义美学与批评研究中受到重视的理论

内容,
从学术史和理论史的视野清理阿尔都塞学派

批评家对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把
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中这一段重要问题史

的思想语境和理论情势%对于深化与发展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当代化研究%具有积极的理
论意义与价值, 本文主要选取阿尔都塞学派批评
家在马克思艺术生产研究方面成果较为突出的路

易)阿尔都塞.皮埃尔)马舍雷和特里)伊格尔
顿为个案%集中探究他们在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
上的解读框架和批评实践%从而探讨当代文化语
境中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思想研究的理论建树,

一$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
解读框架

!!生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的一个具
有理论原典意义的概念, 在*7政治经济学批判8
序言+中%马克思强调$"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
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
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
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
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
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

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
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
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
人们的意识,# '91$(在*$%9^!$%9% 年经济学手
稿+中%马克思又提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
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
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6(英国学者佩
里)安德森强调$"马克思在身后留下了分析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严谨而成熟的经济理论%这在
*资本论+中已经得到了阐述,# '$5!$$(马克思
的这种经济理论与生产的概念密切相关%但马克
思的生产概念不是完全从经济层面出发的%而是
融汇了文化.社会.历史.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内涵%
从而形成了一种从生产角度阐释文学活动与批评

实践的艺术生产论,
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以及艺术生产思想对他之

后的理论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当代西方各
种文学理论%很多都与他的艺术生产思想有关%围
绕着艺术生产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展现出了一种全新的理论格局, 阿尔都塞就对
马克思的"生产#概念抱有极大兴趣%$11- 年%阿
尔都塞出版了法文版*论再生产+%"5$6 年%*论再
生产+英文版面世%并将书名改为*资本主义社会
的再生产+, 阿尔都塞的学生.合作伙伴巴利巴
尔对这部著作予以极高评价%认为它"已经成为%
并且将继续是阿尔都塞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它
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如"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
形态唤问# "认识论的断裂# "症候阅读#等%是
"烙有他自己名字的0印记1因而可被直接辨认出
来#%这部著作"铭刻进了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
和后结构主义的后继传统中%成为当代哲学仍在
继续研究的文本之一#'巴利巴尔 #(, 巴利巴尔
谈到的这些概念此前曾在阿尔都塞其他著述中以

不同的形式被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则
对之作出了更为详细的阐发%无论在思想深度上%
还是理论体系上%都较为全面地展现了阿尔都塞
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及艺术生产思想的拓展与推

动%同时也让人们对阿尔都塞的艺术生产论有了
更深刻的了解,

阿尔都塞的艺术生产论有自己的理论解读框

架%这种解读框架就是在对马克思的生产概念进
行理论重读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再生产#的理论
与方法, 所谓"再生产#%是在马克思批判分析资
本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作区别性分析与异

同性批判%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条件与意识
形态机制之间的复杂关系和结构作用, 阿尔都塞
提出$"生产的最终条件%是各种生产条件的再生
产, 这种再生产可能是0简单的1'仅仅对先前的
生产条件进行再生产(%也可能是0扩大的1'对那
些生产条件进行扩展(,#'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在他看来%马克思提出的每一种社会形态都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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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导生产方式的观点指出了社会生产的基本

解释方式%强调的是主导性生产方式如何使现有
的生产力发挥作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这
种生产方式发挥作用还需要一种"无穷无尽的链
条#%即"为了存在%并且为了能够生产%一切社会
形态都必须在生产的同时对其生产条件进行再生

产, 因此%必须再生产$ $.生产力&".现有的生产
关系#'$""(, 这就意味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研究中强化"生产性#的功能%启用"再生产#模
式, 为此%阿尔都塞提出的方案是$"必须追随马
克思所说的0全球1进程%并研究*资本论+第二.
三卷讨论的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第二
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的资本流通关系以
及剩余价值的实现,#'$""(他进而通过引入文学
与艺术研究%在意识形态.文学与科学之间建立了
一种"再生产#意义上的问题同一性与理论的"多
元决定#结构%这一点也正是阿尔都塞的艺术生
产论区别于其他理论家的地方%他的艺术生产论
既有"再生产#的理论模式在起主导作用%又有法
国结构主义传统带给他的影响, "结构#对于生
产而言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性成分%正因为结构的
存在%艺术生产才不会被简约成一种完全主观化
的过程%而是具有结构性和科学性的内容,

阿尔都塞的艺术生产论既围绕马克思的生产

概念展开%但又没有完全局限在马克思的生产概
念本身%而是广泛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
论等其他理论观念%补充完善他的意识形态生产
理论, 阿尔都塞提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
论是一个矛盾的理论%这是经验的事实%但从它诞
生之时起%这种现象一直没有停止过自身的再生
产,#'8P0K'EE/B];+0)J$1(阿尔都塞结合法国哲
学家梅洛 庞蒂以及德国哲学家胡塞尔的具体先

验论哲学思想%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作出新的
解读, 他提出%弗洛伊德并没有简单地发现无意
识的存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不是想建立以无意
识为中心的结构统一体%"相反%无意识的结构是
一个0装置1的概念%由不同的系统组成%不可简
化为一个原则#'#5(,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并不是
心理学意义上的无意识'精神(结构%而是包含着
从个体行为生成无意识'精神(结构的生产链条%
即所谓的无意识生产, 阿尔都塞据此对弗洛伊德
的无意识概念和马克思的艺术生产思想作了一定

的理论连接%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概念引入他所

提出的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之中%强调意识形态在
社会文化中的主体建构功能以及与人们社会心理

"内在结构#之间存在的隐蔽联系%认为文学批评
就是要从主体建构与社会心理结构的"症候#中
找出文学艺术如何以特有的感性形式"显示#意
识形态%又如何通过赋予意识形态以感性形式
"使我们看到#"使我们察觉到#"使我们感觉到#
某种意识形态的%从而在艺术生产论的理论视野
内提出了所谓的"症候阅读#, "症候阅读#与文
学生产的关联在于意识形态的"沉浸#和"暗指#
属性%为此阿尔都塞曾强调他"并不把真正的艺
术列入意识形态之中#'阿尔都塞%*论艺术的信+
9"5(%但又认为"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
系比任何其他物体都远为确切%不考虑到它和意
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的和不可避
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着它的特殊美学
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9#^(,

阿尔都塞对马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解读框架

有着原创性的理论视野%他的思路是从批判的角
度强调意识形态的实践%从意识形态层面指向资
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运行机制和文化运作逻
辑的研究%从而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生产
关系的基础上走向"批判的批判#%实现理论上的
"再生产#, 在*$%9^!$%9% 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曾谈到要深入理解"生产本身#的问题%马
克思认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
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
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的内部的差别,#
'"#(阿尔都塞的艺术生产论正是对马克思的"生
产本身#概念的发展和推动,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
态.实践.无意识以及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等多种思
想资源的理论融合中展开思考%他的艺术生产理
论不仅仅是一种批判理论%而且是一种马克思主
义的批评实践方案%更是一种实践哲学%着眼于社
会文化发展的变动性和复杂性%以及文学艺术生
产高度自律性与他律性的矛盾, 阿尔都塞关于马
克思艺术生产思想的解读框架在 "5 世纪 -5 年代
成了马克思思想在欧洲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理论

代表%一时间%受阿尔都塞影响的批评家不断涌
现%其中典型的就是法国学者皮埃尔)马舍雷和
英国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他们像阿尔都
塞一样%都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展开艺术
生产问题的新的理论探索%他们对马克思艺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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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思想和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在很大层面上是在

阿尔都塞艺术生产论的解读框架内展开的,

二$ 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及其对
阿尔都塞艺术生产论的理论拓展

!!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皮埃尔)马舍雷被称
为"第一个阿尔都塞学派的批评家#, 'L)JP/0;+%
>.&+&%&35 $$("5 世纪 -5 年代%马舍雷曾参加阿尔
都塞举办的"结构主义研讨班#%随后又与阿尔都
塞有多次合作%是和阿尔都塞合作最长久的学术
伙伴, $1--年%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刚一出
版就"在英国左派文化中产生了轰动# '$$(, 在
"$1-%年革命#还未爆发%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没有
普遍受到革命失败后的疏离和分化影响的时刻%风
靡欧洲的结构主义思想和阿尔都塞的科学马克思

主义的"认识论断裂#理论产生了一种奇妙的理论
组合%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理论研究提供
了十分新颖的哲学基础%彼时正值对苏联斯大林式
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反思批判走向深入的时

刻%多种历史文化语境和理论契机的碰撞%使马舍
雷的*文学生产理论+以一种非常成熟稳重的风格
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方面的成就,

在*文学生产理论+中%马舍雷将阿尔都塞的
艺术生产论与马克思的生产概念首次直接具体地

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 阿尔都塞的艺术生产论是
从探讨意识形态问题开始的%在吸收精神分析的
无意识概念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
揭示了意识形态在文学文本中的生成机制及其隐

蔽的表达程式, 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而
言%阿尔都塞的工作是哲学性和基础性的%特别是
阿尔都塞后来强调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为马
克思主义艺术生产问题研究扫清了笼罩在理论模

式上的僵化观念, 但是%阿尔都塞的这种理论观
念具体在文学层面上是如何实践的- 意识形态是
如何内化到文学生产内部并在文学生产的流程中

展现出来的- 可以说%阿尔都塞的艺术生产论在
马克思哲学理论解读框架的建立上做了很多工

作%但在理论实际应用方面还远远不够%这方面的
工作恰恰是马舍雷完成的,

在*文学生产理论+中%马舍雷坚持文学生产
过程是作者对文本的生产%是运用文学生产的有
效手段对意识形态原始材料的改造, 为此%他对

文学生产方式作了具体深入的分析%认为文本不
是由作家主观创造的%而是在一定的确定的意识
形态条件下被生产的, 他坚持用"生产#的概念
取代"创造#%在他看来%"创造#这个概念展现的
是文学生产的条件%只能体现文学在复杂社会语
境中被生产的一个方面%即作家的主观创造方面%
而缺乏文学生产的对象性概括%特别是难以说明
文本是如何与它的读者建立联系的%而"生产#的
概念恰恰可以规避这种简单的文本创造的主观意

识, 从整个文学生产过程来说%作家的主观创造
只是文学生产的一个维度%如果文学生产只强调
这个内容%文本的生产条件即社会语境与意识形
态的因素.作品的读者维度等就被忽略了%这些文
本中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内容恰恰是文学生产的

重要考察因素,
马舍雷非常重视文本生产中那些没有展现出

来的内容%他称之为文本的"沉默#%他认为$"书
的话语来自某种沉默%来自赋予形式的东西%来自
勾勒形象的环境, 因而书不是自足的%它必须伴
随某种缺省%没有这种缺省%书就不存在, 对书的
认 识 和 解 读 必 须 要 思 考 这 种 缺 省,#
'])?K/B/M%9(在他看来%优秀的作家不会有意
将现实的意识形态带入作品当中%而是选择以
"沉默#的方式将意识形态和现实转化为艺术生
产的潜在形式%"这一刻的沉默造就了作品的话
语, 沉默塑造了所有的话语# '])?K/B/M%9(,
由于文本的"沉默#%文本的意识形态不是冲突性
的结构%也不是作者单纯的主观意识的构建%而是
需要通过文本的"缺省# "读#出来的, 马舍雷后
来更是引述德里达关于文本书写的"白色的神
话#的思想%认为文学文本中的"沉默#和"缺省#
是一种"无声的真理#%体现了"哲学是文学的非
思之物%或是未思之物#'马舍雷 "(%至于作家创
造中的主观性和意识形态影响是否在文本中有刻

意地展现或者暗示%他认为%"文学文本中只是偶
尔才会渗透出暗示性的思想%这种思想有时似乎
根本不在场%甚至不见踪影#'马舍雷 "(,

在*文学生产理论+中%马舍雷还系统探究了
批评.生产.创造.想象.幻想.戏仿.结构.解释等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他的阐释方式
是辩证对举式的%也是结构式地具体化的%如"批
评与判断#"统治与对象#"积极判断与消极判断#
"自动化与依存化# "事实与矛盾# "沉默与非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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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创造与生产#"丰富与稀薄#"内部与外部#等%
他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的这些"对举
性#的概念放置在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
与文学生产.文学结构分析与艺术创造阐释的复杂
语境中%从中可以看到他对阿尔都塞艺术生产观念
的自觉呼应%也展现出了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研究中的新的理论革新, 以这种方式%马舍雷进一
步推进了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意识形态在文本中"既
在又不在#的观念%特别是把阿尔都塞的"症候阅
读#理论引入文学生产的具体环节%从而形成一种
基于文学生产理论的批评性观念,

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整体推动了阿尔都塞

哲学思想中的"问题性框架#!
的批评应用, "问

题性框架#是阿尔都塞在他的哲学理论中提出的
重要概念%所谓"问题性框架#是就某一对象展开
其本质问题研究的方式和过程%在阿尔都塞看来%
"问题性框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马
克思思想的重要的哲学逻辑, 也是马克思"认识
论断裂#给他的思想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从"问
题性框架#出发可以避免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认
识论循环#%这也是阿尔都塞强调的科学化的马
克思主义区别于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哲

学主张, 马舍雷将这种"问题性框架#理论应用
于文学生产研究%并成为破除马克思主义文艺理
论研究的简单机械认识论的重要方法论根源,

在*文学生产理论+中%马舍雷进一步反思了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反映论问题%针对列宁论
托尔斯泰的"镜子说#提出了他基于马克思主义
艺术生产论的文学观,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镜子
说#曾经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理论
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反映论的重要个案,
马舍雷非常重视这篇文献%他曾经写过*列宁论
托尔斯泰的批评+%专门收入*文学生产理论+之
中, 在他看来%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本是政治的
产物%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与列宁在 $15%!
$1$$ 年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是典型的突出文学
创作的主观性的结果%而没考虑到托尔斯泰文本
的生产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性关联, 而就托尔
斯泰的作品而言%所谓对俄国革命的"镜子#式的
反映也是不完全的%一方面%"托尔斯泰著作%他
的观 念. 学 说 的 矛 盾 确 实 十 分 突 出 #
'])?K/B/M#55(%而另一方面%"由于这些矛盾%
托尔斯泰既不可能理解工人阶级运动及其在社会

主义斗争中的作用%也不可能理解俄国革命, 但
是托尔斯泰的观点和学说中的矛盾并非偶然%它
们反映了 $1 世纪末最后三十年俄国生活的矛盾
条件# '])?K/B/M#5$(, 所以%马舍雷提出$"列
宁批评方法的一般原则是文学作品只有在与确定

的历史时期相关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文学作品从
这一时期获得了它的鲜明的特征%但也可以用来
阐明这一时期, 因此%文学作品与历史之间存在
着必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使在最初的时刻也是
相互的,#'])?K/B/M$5^(在这里%马舍雷所说的
文本的"沉默#观%同样适合托尔斯泰的文本%马
舍雷强调$"真正支撑所有表现形式和所有意识
形态显现的意识形态背景从根本上说是沉默

的!!!可以说是无意识的, 但必须强调的是%这
种无意识并不是一种沉默的知识%而是对其自身
的完全的误解,#'])?K/B/M$#$ $#"(马舍雷对
列宁论托尔斯泰的评价%正是看到了托尔斯泰文
本中没有完全展现出来的内容%马舍雷的文学文
本"沉默#观%努力回归文学的"问题内外#%强调
文学作品是一种包含若干空隙s空白的非有机整
体的"缺省#文本%不但是对阿尔都塞理论的一种
特殊的呼应%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反映论
研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无论是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还是马舍雷
的文本"沉默#与"缺省#%都强调文学生产过程中
对那种"不完全#文本的"再生产#%这样%传统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经济基础s上层建筑的理
论模式就很难解释这个"不完全#的文本生产机
制了%套用这种模式的文学批评也更难以完成它
的使命%而必须在更加系统的文学生产理论视角
上引入具体的批评学的观念与意识, 从这个角
度%马舍雷的*文学生产理论+无疑为马克思的艺
术生产思想的理论拓展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也极大地增强了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深化马克思

艺术生产思想的理论效应, 在*论作为一种观念
形式的文学+'$1^6 年(中%马舍雷提出$"能有一
种马克思主义美学吗-#'65(并再次强调"要把文
学效果的生产作为整体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而历

史地加以0定位1#'66(, 马舍雷关心的是作为一
种观念形式生产的文学和美学研究的科学性.系
统性效果%马舍雷的这个思想在后来又有所发展%
包括在*文学分析!!!结构主义的坟墓+中从结
构主义理论内部对他的文学生产理论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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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一种"文学哲学#思想%认为这种文学哲学
"从哲学的角度重读几本被归类为文学的作品%
这无论如何不是让这些作品承认其中有隐含的意

义%并总结出作品的思辨的目的&而是揭示出作品
的多重构成%还有这种构成中可能具有的不同的
研究方式#'马舍雷 ^(, 这些理论内容都是他对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作出的重要的理论贡献%可
以说%他是阿尔都塞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产
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推动者%极大地推动了阿尔都塞
学派批评家在欧洲形成的理论共识,

三$ 特里*伊格尔顿对阿尔都塞思想的
接受与批判

!!英国学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
顿与阿尔都塞的关系比较复杂%他曾经谈到%他和
阿尔都塞之间"有着一种奇特的传记般的联系#
'L)JP/0;+% >.&+&%&35 1(%阿尔都塞著作的影响
"跨越了广泛的知识学科的范围#%"他的作品对
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人文学科研究者还是有着特

别的吸引力# 'L)JP/0;+% >.&+&%&35 ^(, 从整体来
看%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批评研究经过了几个
重要的理论阶段%分别是 "5 世纪 -5 年代!^5 年
代.^5 年代!%5 年代.%5!15 年代."$ 世纪至今%
其理论思想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概括为$"追随雷
蒙)威廉斯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研究阶段#
"作为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英国代表的理论探
索阶段#"本雅明影响下的0革命批评1阶段# "后
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阶段#, 其中%
在 "5 世纪 ^5 年代%伊格尔顿曾经有一段追随阿
尔都塞艺术生产论的理论研究历程%特别是在他
$1^- 年出版的*批评与意识形态+中%围绕意识形
态.文学生产.文学形式等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
问题%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的发展%
也体现了伊格尔顿早期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

的主要成绩,
*批评与意识形态+在伊格尔顿理论研究历

程中非常重要%是奠定他早期作为马克思主义文
学批评家的理论位置的重要著作, 在这部著作
中%阿尔都塞的理论痕迹非常明显%它的思维框
架.方法论选择和理论展开方式%都与阿尔都塞的
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理论有重要的理论关联,
*批评与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的理论观念就是

建立基于现实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背景影响下的

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论, 伊格尔顿阐释了阿尔都塞
和马舍雷在理论上的相通之处%认为他们都是通
过隐喻.映射等"内部疏离#的方式%将"文本从纯
属意识形态的羞耻中解放和救赎出来#'L)JP/0;+%
>.&+&%&35 %6(%这种做法的结果是让艺术"超越#意
识形态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具有了一种修辞的性

质%为文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这一马克思主义文学
理论的元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解方式%并富于经验地
反驳了那种"将作品看作是被动地0反映1历史的
庸俗马克思主义模式# 'L)JP/0;+% >.&+&%&35 $$(,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伊格尔顿从阿尔都塞那里吸
收得最多的理论内容,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既强调艺
术生产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承认艺术作为物质生
产的现实%其主要任务是分析文本生产的结构机
制及其复杂的表述形式, 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就是要建立一门"文本科学#%所谓
"文本科学#%就是探究围绕在文学生产周围的各
种文学要素%即一般生产方式.文学生产方式.一
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审美意识形态.文本
的结构运作过程, 伊格尔顿认为%这六种要素构
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要成分%在这六种
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审美意识形态#, 审美意识
形态是"一般意识形态中特殊的审美领域%它接
合了其他领域!!!伦理.宗教等!!!处于最终由
一般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支配与从属的诸多关系之

中#'L)JP/0;+% >.&+&%&35 -5(, 审美意识形态包
含多个从属类别%除了文学之外%还包括"审美的
意识形态#'&,)1*19/14+6)")3+6)+&%(%既包含特定
社会结构中美学本身的功能.意义和价值的部分%
又包括一般意识形态之内的"文化的意识形态#
的部分, "文本科学#的理论构建展现了意识形
态与文学生产方式变革之间的复杂进程和结构基

础%也是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方
面作出的积极探索,

在"文本科学#的理论构建中%伊格尔顿也有
不同于阿尔都塞和马舍雷的地方%比如他较为关
注现实社会文化语境中文化与社会对批评的历史

的影响, 在伊格尔顿看来%"0批评的历史1只是
一整套特定意识形态建构历史的一个方面%其中
每一种形态在本质上都是紧密衔接的%从而使某
些批评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其他层面有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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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影响的范例而具有了特权, 批评的历史这门
学科就是研究文艺美学的这种多元决定的历史决

定因素的科学#'L)JP/0;+% >.&+&%&35 "5 "$(, 这
显示出伊格尔顿提出的"文本科学#的理论构想
不仅仅是偏重于阿尔都塞的科学化马克思主义批

评的一个方面%他也强调唯物论和实践哲学观念%
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批评的历史语境,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伊格尔顿花很大篇幅阐
述 "5 世纪 ^5 年代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的缘起与处境%特别是对以利维斯等人为代表的
英国*细察+杂志文化圈在马克思主义批评上的
影响%作了充分的阐释和理论解析, 伊格尔顿认
为%以英国*细察+杂志为主%英国现代文化教育
体制中漫长的精英文化传统%实际上在整个社会
造成了一种较为明显的文化与学术的门第规则%
这种情势其实也恰恰是造成批评的突转的缘由%
因为"对这一学科明显缺乏信仰的贵族和上层资
产阶级0先驱者1虽学术强劲却气数已尽%只待时
机成熟%就会被一个首次进入0老式1大学的社会
阶级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只有这一阶级才能实现
当代历史所赋予批评的目标任务%它那些思想已
然枯竭的前辈们是断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L)JP/0;+% >.&+&%&35 $"(, 伊格尔顿所说的这一
社会阶级的意识形态指的就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文

学批评所代表的文学生产意识%这也为以后他在
"文化与社会#的理论模式上进一步展开文学生
产论视野内的"革命批评#埋下了理论上的伏笔,
在后来的*批评的功能+中%伊格尔顿曾反思结构
主义的弊病%他认为"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话语%
而不是一种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它为学院所
专用%而不是学生力量一方的谈论#'$#9(, 伊格
尔顿对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的这个判断%显然也
符合后来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发展情况,

在 "55- 年*批评与意识形态+再版的时候%
伊格尔顿重新加写了长篇导论%全面反思与批判
了阿尔都塞的理论观念, 他说$"*批评与意识形
态+在那时广泛地被认为是0阿尔都塞学派1的理
论著作&尽管我那时从未是一个虔诚的阿尔都塞
主义者%实际上%我对几乎所有路易)阿尔都塞的
主要学说都心存疑惑,# 'L)JP/0;+% >.&+&%&35 ^(
在 "5 世纪 15 年代的论文集*格格不入+中%伊格
尔顿也曾对阿尔都塞有所批评%认为阿尔都塞
"把马克思主义装扮成一种纯粹的.原始的.高尚

的.未被各种各样的革命污染的状态%那只能是幻
想#%那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状态中思考马克思主
义# 'L)JP/0;+% =9"&83+-(, 西方学界对伊格尔
顿这个"表态式#评价的反应是认为伊格尔顿已
经"告别#了阿尔都塞%认为是"阿尔都塞学派的
0理论落潮1# '段吉方 $#6!$65(, 在伊格尔顿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毕竟已接近 "5 世纪文学理
论发展的最后时刻%此时%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
声音在欧洲确实已经渐行渐远%但就马克思主义
艺术生产论的发展而言%伊格尔顿的理论研究及
其与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关系仍然值得尊重,
尽管时过多年后%伊格尔顿再看他的这部"青年
之作#%总感觉在当时生不逢时%认为"来自英国
的干涉#总让他感觉不那么美妙%"也几乎自动剥
夺了争辩的权利, 这种感觉就像是完全失去了自
己的传统%只是作为一个可被欧洲接受的座上宾%
或是一个老成的外来者#'L)JP/0;+% >.&+&%&35 $(,
但实际上%伊格尔顿这部在 "% 岁写成的著作已经
成为他展露理论影响的标志,

从 "5 世纪 %5 年代开始%伊格尔顿重新发现
了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的意义, 在本雅明
的思想启发下%伊格尔顿更多地强调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观念中注入"革命#的能量%积极探索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革命性#的可能与实践%从而
开始了文学批评理论的新拓展%但伊格尔顿在此
时期的一系列著作%如*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
革命批评+ '$1%$ 年(. *克拉莉莎的被强暴+
'$1%" 年(.*文学理论$ 导论+ '$1%# 年(.*批评
的功能+ '$1%6 年(.*审美意识形态+ '$115 年(
等%都在不断地反思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的理
论问题%在*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
中%伊格尔顿吸收了本雅明文学批评观念中的
"革命#因素%将文学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置入社
会语境以及社会权力运转的审美机制层面%但仍
然在理论层面强调意识形态与文学生产的联系&
在*审美意识形态+等著作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
研究的核心命题仍然是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的联

络机制及其表达方式%在他的理论阐释中%马克思
主义文学生产论进一步融入了美学史研究的视

野%在审美与政治.审美与伦理等多重视野中展现
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也
强化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生产论在审美.意识形态.
形式.艺术风格.艺术话语等层面上的价值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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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的学者也提出%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文
学批评其实有一种不断"返回本原#'平克尼 #$(
的努力%这也正是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中最接近马克思思想的部分,

四$ 重回!生产视角"# 阿尔都塞学派
批评家艺术生产论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马克思在"生产#的概念上注入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内核%成为探究包括文学艺术创作在内的
人类精神活动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所提出的"生
产#概念的丰富内涵在他以后的理论发展中有复
杂广泛的应用和争辩%甚至使"马克思主义存在
于历史地挑战马克思的术语和理论与维护马克思

的权威的新思想形式之间展开的辩证运动之中#
'米尔恩 $$5(, 这并非马克思的"生产#概念的
歧义性理解与阐释裂隙所带来的矛盾%而是一种
鲜明而丰富的"理论再生产#和"思想的二次乘
方#所带来的深化与发展, 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
的思想兴起于结构主义兴盛的 "5 世纪五.六十年
代%彼时也正是欧美左派文化以及意识形态领域
中的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但
从整体文化语境来看%在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思
想内部%结构主义.西方左派文化.反人道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三方面思想链接所产生的影响启示是

短暂的.脆弱的%难以在社会层面产生真正的结构
性影响, "5 世纪 ^5 年代以来%随着 $1-% 年"五
月风暴#的影响以及西方左派文化的式微%结构
主义的文学观念在西方社会文化变革中失去了进

一步深入现实的能力%而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
义和左派文化更在革命落潮后日益变成了学院派

的理论%这时%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和科学化的马
克思主义的影响日渐衰微%倒是他的马克思主义
艺术生产思想在接下来的理论研究中不断得到更

新和进步, 对于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而言%
经过了经典阶段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之后%
阿尔都塞学派的艺术生产论处于卢卡奇.萨特等
人艺术生产理论和葛兰西以及"新葛兰西学派#
艺术生产理论的中间阶段%这一时期也是马克思
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的"中兴时代#%我们返回阿
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理论内部%特别是经过深入
的理论总结%会更深入地发现阿尔都塞学派批评
家的艺术生产论的理论意义与价值,

首先%从理论的层面来看%阿尔都塞学派批评
家的艺术生产论并非仅仅是阿尔都塞思想的单纯

演绎%阿尔都塞的思想也并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
理论的个人化判断, 阿尔都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
标识性概念"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思想在他
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阅读7资本
论8+*保卫马克思+中都曾有所展现%但展现得还
不够, 伴随着阿尔都塞的*论再生产+的出版%欧
洲学界发出了"重新阅读阿尔都塞#的学术声音,
"重新阅读阿尔都塞#就是试图通过阿尔都塞的
*论再生产+接续对他的艺术生产论的理论重读%
激活"再生产#的概念内涵及其在马克思主义艺
术生产论上的理论价值, 实际上%阿尔都塞学派
批评家普遍存在着"再生产#的理论情结%阿尔都
塞.伊格尔顿.马舍雷的思想中都蕴含着"再生
产#的观念%特别是在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马
舍雷的"沉默#.伊格尔顿的"审美意识形态#等概
念中%"再生产#的思想作为一种理论底色内含于
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研究之中, 现在看来%就
像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
集体性理论重读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理论视阈一

样%阿尔都塞.马舍雷.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艺
术生产论的理论拓展意义当然也超出了"阿尔都
塞学派批评家#本身的理论范围%而具有了世界
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更新与发展的价

值, 正像英国学者凯瑟琳)贝尔西说的那样%在阿
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的任务是掩饰自身在再生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中的运用%正是在这里%
我们找到了说明常规文学批评穷窘无力的突破点#
'贝尔西 $9%(, 这也是对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
艺术生产论进行理论重估的一个重要的起点%阿尔
都塞学派批评家的"再生产#思想包含着对马克思
主义艺术生产论在当代重要的理论发展,

其次%在马克思那里%生产本身具有辩证批评
的含义%即包含对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的强
调与生产活动的能动性.主体性的辩证阐释, 马
克思对生产概念的解析%既包含在生产.生产关
系.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价格.地租.生产过剩等问题的理论探究之内%又
考虑到艺术生产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殊性和能

动性,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
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
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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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织在一起的, 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
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9"6(阿
尔都塞学派批评家从"再生产#思想出发%对生产
概念的内涵再次予以拓展, 在"再生产#视野内%
生产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生产还是无意识的生产%
特别在精神领域%"再生产#导致文化增值和思想
更迭%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在这个意
义上%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再生产#思想其实
是面向当代文化提出了新的问题%即$ 当代社会
的精神文化在何种意义上是发展的%在何种意义
上代表了新生力量- 在当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思
想的发展均产生了复杂的变化%生产像文化一样
无处不在%如果"再生产#的逻辑不能起到很好的
制约作用%生产像欲望与本能一样任意泛滥%那势
必会给当代社会带来十分恶劣的影响, 阿尔都塞
学派批评家的"再生产#观念强化了文学生产的
唯物主义内核%有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作为
思想基础%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当代社会文化生
产就成了一种最能展现唯物主义特征的文化实

践%从而规避了精神分析式的本能生产和非理性
的过度生产%这正是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艺术生
产论最富当代性的内容, 阿尔都塞之后%西方马
克思主义美学在艺术生产方面的理论研究不断拓

展%特别是在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研究领域%生
产成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关注现实文化发展的一个

重要的思想孔径和逻辑起点%这个思想孔径和逻
辑起点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特别是面对
新媒介时代的艺术生产%仍然可以再次从中吸取
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根源%这也正是阿尔都塞学
派批评家在艺术生产论方面的启发所在,

最后%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思想不可避免
地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理论缺陷%在当代语境中%我
们应该予以批判性阐释, 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不
是一个过去时的理论%而是一个对当代文学生产
有积极影响的理论,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
发展不仅需要各种文化研究理论.消费文化理论%
更需要重新回到生产视角%回归生产语境, 马克
思曾经指出$"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也不仅
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
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
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
想象的对象&而且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
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

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做对方
创造出来,# '马克思%*$%9^!$%9%+ $^(现在看
来%我们更需要在当代语境中重新回到马克思的
这个思想, 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艺术生产论在
吸收马克思生产思想的同时也暴露了它在理论上

的缺陷%那就是过于倚重艺术生产在意识形态层
面上的运作机制%忽略了具体生产语境和生产的
时代性%特别是忽略了具体生产环境所带来的
"再生产#的危机与挑战, 就当代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正面
临当代文化的消费化.大众化.市场化的挑战%当
代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论如何在对当代社会生

产与文化消费的批判中%展现出理论把握现实的
能力%这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面
前%并非说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艺术生产论过
时了%他们的理论探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
展中的一段重要的问题史%但不可否认的是%阿尔
都塞学派批评家的艺术生产论难以适合当代社会

文化语境与文化意识形态现实%必须作出新的理
论提升与调整, 在吸收其他思想资源的基础上%
强化审美话语的现实性蕴涵及其批评的介入力

量%从而展现批评思想与社会文化现实的自洽性%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阿尔都塞学派批评家的
"再生产#思想的一种再生产%是一种在新的理论
视野中的批评重塑%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
究毫无疑问也正需要这种理论的勇气和力量,

注释%8/#%(&

! "问题性框架#也译为"总问题#%英文为"GB;TP/@)0=?#%

法文为"GB;TPx@)0=?#%德文为"GB;TP/@)0=V#%是阿尔都塞
借用雅克)马丁的概念%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在"断裂#

的不同时期%存在不同的"总问题#%那是马克思提出他的
哲学思想的问题逻辑和哲学基础, 对于这个概念%学者
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日本学者今村仁司译为"问题结
构#%国内学者俞吾金译为"问题框架#%杜章智译为"问题
设定#%徐崇温译为"问题提法#%张一兵译为"问题式#%

顾良的*保卫马克思+译本译为"总问题#, 对这个概念的
梳理%参见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 关于阿
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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