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复杂关联的唯物史观阐释
及其当代启示

———基于马克思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的分析

王晓峰

【内容提要】 马克思的 «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提出古典文化艺术生产 “再不能以那种在

世界史上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ꎬ 规范和高不可及的古典艺术范本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

艺术享受”ꎬ 文化艺术的发展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ꎬ 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文化艺术发展

的不平衡关系等论点ꎬ 说明文化艺术发展与时代以及物质生产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性ꎮ 唯物史观基

本原理表明ꎬ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上的反映ꎬ 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社会

关系和政治关系ꎬ 决定这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性质、 样式、 内容和变迁ꎬ 但不可简单机械地看待物质

生产与文化发展的辩证关系ꎮ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提出的关于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复杂关联的

一系列观点ꎬ 为当前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讨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

的进路ꎮ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物质生产　 文化艺术　 时代进步　 “第二个结合”
作者简介: 王晓峰 (１９９３－ )ꎬ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ꎮ

«‹政治经济学批判› 导言» (以下简称 «导言» ) 是马克思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 撰写的 “总
的导言”ꎮ 马克思在 «导言» 里 “说明了关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 文学艺术和物质

生产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重要思想”①ꎮ 马克思以古希腊艺术为着力点ꎬ 分析了时代与文化之间的复

杂关联性ꎮ 这个富有学术内涵的话题ꎬ 关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如何实现 “第二个结合”
的基础理论ꎬ 值得当代学人深入探讨ꎮ

一、 古典文化艺术生产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马克思在 «导言» 中指出ꎬ “就某些艺术形式ꎬ 例如史诗来说ꎬ 甚至谁都承认: 当艺术生产一

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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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ꎬ 并进一

步比喻道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ꎬ 否则就变得稚气了”③ꎮ 这些是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视角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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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时代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的表述ꎮ
第一ꎬ 某个时代文化现象的产生与消亡都是由所处时代的社会生产条件决定的ꎮ 恩格斯在 １８８３

年为 «共产党宣言» 所写的序言中指出ꎬ “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ꎬ
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①ꎬ 表明特定时代的精神文化要以特定时代的物质条件和社会

结构为基础ꎮ 在 «导言» 里ꎬ 马克思以古希腊艺术和神话兴衰史为依据ꎬ 对时代与文化的关系作出

了深刻阐释ꎮ 一方面ꎬ 他揭示了古希腊神话产生的时代根源ꎬ 即 “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

以征服自然力ꎬ 支配自然力ꎬ 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②ꎮ 在人类历史的童年期ꎬ 无论是生活在爱琴海

的古希腊人ꎬ 还是狩猎耕耘于黄河流域的夏商周人ꎬ 都处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ꎬ 对外部世界

的规律和对人们自身活动的认识都处于盲目状态ꎮ 这一时期人们认为异己的、 支配着人们的自然规

律同人们相对立ꎬ “一时狂风暴雨乍起ꎬ 瞬间又万里晴空” 的自然现象让古希腊人和夏商周人感到

不可思议而惊恐万分ꎬ 好像某种神秘的命运之神支配着人们的生死ꎮ 人们没有能力掌控自然ꎬ 只能

“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③ꎬ 神话便在 “幻想” 中产生了ꎮ 古希腊神话成为希腊艺术的母

胎ꎬ 所以马克思说: “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ꎬ 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

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ꎮ”④ 另一方面ꎬ 他还认为古希腊神话随着产生的时代条件的消

失而消失ꎮ 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达ꎬ 人类逐步提高了认识外部世界的能力ꎬ 摆脱了 “用想象

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的状态ꎬ 古希腊神话繁盛时代也随着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不能复返而

成为历史陈迹ꎮ 马克思在 «导言» 中问道: “随着印刷机的出现ꎬ 歌谣、 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

然要绝迹ꎬ 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⑤ 以神话为母胎的古希腊艺术难以在后世再现ꎬ
其根本原因是先进的生产方式改变了人们对自然、 社会以及对人自身的粗浅认识ꎬ 摆脱蒙昧阶段而

走向科学认识的时代ꎮ
第二ꎬ 揭示古今中外文化史上不少冠名 “复兴” 的文化现象的实质ꎮ 按照马克思关于古典文化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的观点ꎬ 古今中外文化史上那些冠之

以 “复兴” 的文化现象ꎬ 吸纳了昔日文化的成果ꎬ 但并非昔日文化的简单重复ꎬ 而是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发展出来的新文化ꎬ 是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的文化ꎮ 比如ꎬ 十四世纪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ꎬ
虽然打着复兴古希腊文化的旗号ꎬ 但是实质上并不是复兴了古希腊文化ꎬ 而是创建了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兴资产阶级文化ꎬ 产生了一大批古希腊文明各时期无法产生的伟大的艺术家和人

文学者ꎬ 以及一大批在艺术史、 文学史和思想史上重要的伟大作品ꎬ 是西方文化发展历史上的又一

个高峰ꎮ 不但文艺复兴运动不可能重复古希腊文化ꎬ 而且文艺复兴运动本身在其产生条件消逝的情

况下也难以在其后的历史中重现ꎮ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ꎬ “意大利出现了出人意料的艺术繁荣ꎬ 这

种艺术繁荣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反照ꎬ 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过”⑥ꎮ 继文艺复兴运动后ꎬ １７ 世纪至 １８
世纪的欧洲又出现了一个思想文化高峰———启蒙运动ꎮ 启蒙运动思想家发扬了古希腊和古罗马反对

迷信的传统ꎬ 也吸收了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本主义精髓ꎬ 但没有人认为启蒙运动是古希腊文化、 古罗

马文化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重演ꎮ 所以ꎬ 西方思想史上几个文化繁盛期产生的文化———古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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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古罗马文化、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启蒙思想———呈现出各自时代特色的内容而无法互相替

代ꎮ 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主义 “就其理论形式来说ꎬ 它起初表现为 １８ 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学者们所

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 据称是更彻底的发展”①ꎬ 但恩格斯肯定不会认为现代社会主义是启蒙

思想的翻版ꎮ
同样ꎬ 我国古代历史上出现过的文化盛景ꎬ 如商周之际的 “青铜文化”、 春秋战国的 “百家争

鸣” 等ꎬ 这些文化一旦衰亡ꎬ 就如马克思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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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无论是乱世裂变间隙的魏晋风度ꎬ 还是盛唐强音以及精致内敛的两宋文化ꎬ 都迥然有

别于春秋战国 “百家争鸣” 时期的文化ꎮ 到了晚清时期ꎬ 封建制度遭遇重大危机ꎬ 从康梁维新运动

到新文化运动ꎬ 再到五四运动ꎬ 思想界风云激荡ꎬ 后世人们虽称之为 “百家争鸣”ꎬ 但并非实质意

义上的春秋战国 “百家争鸣” 局面的重现ꎮ
第三ꎬ 新文化往往借用旧文化的某些元素和旧文化的外衣ꎬ 但在内容上是对旧文化的超越ꎮ 历

史学家吕思勉认为ꎬ “以一种新文化ꎬ 替代一种旧文化ꎬ 此新文化ꎬ 必已兼摄旧文化之长ꎬ 此为辩

证法的真理”②ꎮ 从旧文化发展到新文化ꎬ 是旧文化的脱胎换骨ꎬ 是新文化完成了对旧文化的超越ꎮ
实现超越的新文化需要吸收旧文化ꎬ 但不是旧文化的重现ꎮ 马克思在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

日» 中一方面肯定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ꎬ 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ꎬ 并不是在他们自

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ꎬ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 既定的、 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ꎮ 一切已死的先

辈们的传统ꎬ 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③ꎻ 另一方面认为历史上多次出现后人模仿前人的场

面ꎬ 但许多情况下是以漫画般的笑剧方式结束的ꎬ “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ꎬ 借用

它们的名字、 战斗口号和衣服ꎬ 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ꎬ 用这种借来的语言ꎬ 演出世界历史

的新的一幕”④ꎮ 但马克思更清楚这种场景的本质是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ꎬ 而不是为了

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ꎻ 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ꎬ 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ꎻ 是

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ꎬ 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行游荡”⑤ꎮ
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旧文化ꎬ 使其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了对旧文化的历史性超越ꎮ 解放战争

即将胜利之时ꎬ 毛泽东在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中写道ꎬ “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

大革命ꎬ 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⑥ꎮ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为复兴 “伟
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创造良好的条件ꎬ 但这里讲的 “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 的文化ꎬ 并不是

原封不动地恢复包括反动统治阶级思想意识和观念的一切古代文化ꎬ 而是振兴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

进步的 “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ꎬ 是经过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的马克思主义改造过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ꎬ 就其精神方面来说ꎬ 不但超越了古代的传统文化ꎬ 而

且 “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⑦ꎮ 只有这种用马克思主义改造过的文化ꎬ 才决定了 “近代世

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ꎬ 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⑧ꎮ
第四ꎬ 关于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文化进步论ꎮ 当马克思说古典文化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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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时ꎬ 并不是否定文化的进步ꎬ 相反却是充分肯定了文化的进步ꎮ
马克思在 «导言» 中指出ꎬ “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①ꎬ 这里的 “抽象”
意义的进步ꎬ 是指不包含时代内容的、 不包含某种方面的不可避免的退步和弯路的进步ꎬ 而实际发

生的文化进步恰恰是包含时代内容的、 包含某种退步和曲折的进步ꎮ 恩格斯认为ꎬ “每一种事物都

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ꎬ 经过这样的否定ꎬ 它同时就获得发展”②ꎮ 希腊神话衰落了ꎬ 但现代社会出

现了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ꎻ 希腊史诗衰落了ꎬ 但同属于语言文字艺术的长篇小说、 章回传奇故事保

留了史诗的元素ꎬ 在更加宽广深远的范围和程度上兴盛了ꎮ 马克思并不为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

上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 的希腊文化的衰亡而感到奇怪和遗憾ꎬ 而是将希腊艺术的衰

落ꎬ 理解为希腊艺术向更高水平的发展ꎬ 因为进步总是伴随着自身的否定而实现的ꎮ 马克思总是站

在历史的高度看待历史问题ꎬ 正如他在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中写道: “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

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ꎬ 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ꎬ 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
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ꎬ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ꎬ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

治吞没?’ ”③ 因此ꎬ 马克思对某些古典文化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

出来” 的观点ꎬ 就是指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旧文化难免退出历史舞台ꎬ 但与时代同行的新文化必然

诞生ꎮ

二、 古典艺术范本在当代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既然古典文化艺术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ꎬ 那么是否意

味着古典文化艺术过时而失去当代价值? 针对这一问题ꎬ 马克思认为不可简单地用 “过时” 来描述

盛景难再现的古典文化ꎮ 马克思在 «导言» 中指出ꎬ 古典艺术 “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ꎬ
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④ꎮ

马克思认为ꎬ 古典艺术对现代人产生的魅力 “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

并不矛盾ꎮ 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ꎬ 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

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⑤ꎮ 这句话揭示了古典文化 “仍然能够给我

们以艺术享受” 的内在机理ꎮ 在不发达的社会阶段ꎬ 人们完全能够以那个时代独有的方式片面地发

展某种艺术形式ꎬ 形成灿烂的文化ꎮ 例如ꎬ 在形成了成熟的文字后ꎬ 就不可能产生甲骨文和楔形文

字ꎮ 只有在生产力不发达的人类童年期ꎬ 才产生了只有在那个时代才能出现的甲骨文字ꎬ 从而产生

了灿烂的甲骨文化ꎬ 并对当代人产生强烈的艺术感召力ꎮ 中国古代灿烂的 “族徽文化” 是在那时人

们崇拜自然物抽象成图腾的产物ꎬ “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有人面鱼纹ꎬ 都有可能是某些氏族崇奉的

图腾”⑥ꎬ 但当代社会已经不可能产生古代社会特有的族徽文化了ꎮ
文化艺术是否具有打动人的魅力ꎬ 关键看此文化艺术是否能够反映时代的本质、 触碰欣赏者的

心弦ꎬ 而不管这个文化艺术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ꎮ 即便是现代的文化艺术作品ꎬ 如果不能真实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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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现时代的本质ꎬ 而把文化艺术降低为艺术家消遣享乐的玩物ꎬ 那么ꎬ 此作品就很难在人民群众

中产生持久的艺术感染力ꎮ 相反ꎬ 即便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艺术家ꎬ 只要他提炼真实的生活成为艺

术ꎬ 充分反映时代的本质和精神风貌ꎬ 他的作品就会给古今的欣赏者带来心灵共鸣和艺术享受ꎮ 欣

赏者可能因古典文化艺术表现出来的精湛技巧而震撼ꎬ 也可能被古典文化艺术带入对时代本质的沉

思ꎮ 一切反映真善美的作品ꎬ 一切符合历史进步要求的作品ꎬ 都在历史上居于崇高的位置ꎬ 持续地

散发出迷人的魅力ꎮ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古典艺术范本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的原因ꎮ
古典文化艺术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ꎬ 可以有多种情况ꎮ
第一ꎬ 古典的文化艺术比较容易引发现代欣赏者思古怀旧的情感ꎮ 古典建筑、 绘画、 雕塑等艺术

作品ꎬ 是古代文明的活化石ꎬ 是连接先祖们生产和生活场景与现代社会的载体ꎮ 古典文化艺术作品有

的庄严肃穆ꎬ 有的热情奔放ꎬ 有的曲径通幽ꎬ 有的大气磅礴ꎬ 有的含蓄内敛ꎬ 有的幽默怪诞但都

能拨动人们的心弦ꎮ 孔子的 “逝者如斯夫ꎬ 不舍昼夜” 以及陈子昂的 “前不见古人ꎬ 后不见来者ꎮ 念

天地之悠悠ꎬ 独怆然而涕下”ꎬ 感慨宇宙流转ꎬ 俯仰古今变迁ꎬ 让人强烈地感受到宇宙自然与人的关

系ꎬ 得到一种哲理性的美学感受ꎬ 这就是古典文化艺术的魅力ꎮ 年代越久远的古典文化艺术ꎬ 越能够

激起人们回溯历史的情绪ꎬ 越具有独特的魅力ꎮ
第二ꎬ 如果古典文化艺术反映了人类古今相通的情感ꎬ 就能够给予当代人以艺术享受ꎮ 古代艺

术家创造的艺术作品ꎬ 如苏东坡的 “月有阴晴圆缺ꎬ 人有悲欢离合”ꎬ 让人在皓月当空、 孤高旷远

的氛围中ꎬ 达到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高度契合ꎮ 再如ꎬ 具有古希腊风格的著名雕塑 “拉奥孔”ꎬ
通过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蟒蛇缠绕时的生死之搏ꎬ 把人类的畏惧、 恐怖和同情等感受表达出来ꎬ
直击观赏者的灵魂深处ꎮ 因此ꎬ 在西方美术史学和美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ꎮ “从米开

朗琪罗到巴洛克大师贝尼尼ꎬ 两百年间艺术家观摩学习仿效它的不计其数”①ꎮ 人类是在顽强奋斗中

进化的ꎬ 古典艺术作品体现的那种伟大奋斗献身精神ꎬ 感天动地ꎬ 超越时空限制ꎬ 一定会在后世的

作品里再现出来ꎮ
第三ꎬ 表现古今皆有的大自然之美的古典文化艺术ꎬ 能够为当代人带来持久的艺术享受ꎮ 此种

杰出的古典音乐、 绘画、 古典文学ꎬ 总是使人获得欢愉、 激情、 安宁、 悲凉、 沧桑以及赏心悦目等

美学体验ꎮ 恩格斯提到自然美给人带来的欢愉ꎬ “西西里岛的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和莫斯库斯

曾经歌颂了他们的同时代人———牧奴的田园诗式的生活ꎻ 毫无疑问ꎬ 这是美丽的、 富有诗意的幻

想”②ꎮ 当人们默诵 “落霞与孤鹜齐飞ꎬ 秋水共长天一色” “两岸青山相对出ꎬ 孤帆一片日边来”
“沾衣欲湿杏花雨ꎬ 吹面不寒杨柳风” 等诗文时ꎬ 也会超越时空限制感受到自然之美妙而心情愉悦ꎮ

第四ꎬ 表达古今人类皆向往的自由解放精神以及鞭挞假丑恶、 弘扬真善美的古典文化艺术 “仍然

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ꎮ 马克思指出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阶段尚未实现ꎬ 追求自由解放会受到自

然、 社会和心灵的三重束缚ꎮ 古希腊的裸体雕塑ꎬ 正好符合文艺复兴时期摆脱中世纪思想束缚、 追求

思想解放的社会思潮的要求ꎬ 对人本主义者具有巨大的艺术吸引力ꎮ 田园诗人陶渊明ꎬ 蔑视功名利禄ꎬ
不为五斗米折腰ꎬ 追求内在人格的完美ꎬ 其 «桃花源记» 表现了作者追求自由安宁生活的理想和对现

实生活的不满ꎬ 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ꎮ 无论是牛郎织女神话里的摆脱天庭戒律到人间追求幸福的七仙

女ꎬ 还是大战法海水漫金山被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ꎻ 无论是感天动地发下 “六月飞雪” 宏愿的窦娥ꎬ
还是寄人篱下悲切葬花的林黛玉ꎬ 均寄托了人民群众反抗封建压迫、 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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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人类追求自由幸福全面发展的愿望相吻合ꎬ 仍然具有当代价值ꎮ
马克思认为古典文化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ꎬ 是一种没有脱离时代水准的艺术享受ꎮ

«导言» 指出: “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 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

实再现出来吗? 在每一个时代ꎬ 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 为什么历

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ꎬ 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ꎬ 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

呢?”① 马克思在这里表达了几层含义: 一是如同儿童的天真使成人感到愉快一样ꎬ 数千年前的古代

文化艺术照样对当代人具有魅力ꎬ 为当代人带来愉悦ꎮ 二是使成人感到愉快的儿童的天真ꎬ 是尚未

阅尽人间冷暖甘苦的纯洁的本真ꎮ 只有历经时代风霜的考验ꎬ 儿童才能走向成熟ꎬ 走向心智健全ꎮ
古典文化不能仅停留在靠率真童真带给成人欢愉的 “童年阶段”ꎬ 如同儿童总要长大一样ꎬ 而是要

在更高更新的舞台上继续大放异彩ꎮ 三是当代人类可以感受那个不发达的历史阶段产生的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ꎬ 但人类不可能在时间上回到那个不发达的人类社会的童年期ꎮ 传统文化具有的魅力ꎬ
是与永远不能复返产生它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相联系的魅力ꎮ

在提出古典文化艺术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观点的同时ꎬ 马克思还提出了古典文化艺

术的另一个特点 “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ꎬ 这是符合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特

点ꎮ 中国古典诗词为追求典雅而在严格规范下精益求精ꎬ 将民族语言之美推到顶峰ꎬ 形成稳定的美学

风格和格律范式ꎮ 词句整齐的韵文ꎬ 用字务求华美的骈文ꎬ 可歌可诵的乐府ꎬ 发展到令大多数人仅能

仰视瞻望的地步ꎮ 但是ꎬ 如此讲究的 “高不可及” 的辞章格律ꎬ 反而限制了古典文化的传播和进一步

发展ꎮ 近代以来千年大变局之际ꎬ 古典诗词古典高雅的形式外衣失去活力ꎬ 难以在宽广的社会范围内

鲜活生动地向人民大众传播时代声音ꎮ 当代中国人要学习、 继承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可古典艺术的生命力却存在于顺应时代要求不断创新的过程中ꎮ 从 １９ 世纪末中国现代诗歌先驱黄遵宪

提倡诗歌口语化ꎬ 到梁启超呼吁 “诗界革命” 推动古典文化面向社会大众ꎬ 由士大夫文学转变为平民

文学ꎮ 如果不摆脱文言文对民众接受新思想的阻碍ꎬ “民主” “科学” 就无法扎根中国ꎮ 新文化运动的

主将们顺应时代的需要ꎬ 积极推广白话文ꎬ 一批白话文小说和新诗问世ꎮ 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号召 “文
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ꎬ 言语必须接近民众ꎬ 须知民众就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②ꎬ 推

动了文字规范和让高不可及的古典文化 “飞入寻常百姓家”ꎬ 形成以广大劳动者为审美主体、 表现对象

和阅读对象ꎬ 采用他们喜闻乐见的形式ꎬ 形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ꎮ

三、 文化艺术的发展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关于文化艺术与时代的关系ꎬ 在 «导言» 中基于古希腊艺术的史实提出一个观点: “希腊艺术

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③ꎮ 这是马克思在文化艺术领域一贯秉承唯物史观的体现ꎮ
唯物史观的核心被恩格斯概括为 “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 (而我们那些专业历史编

纂学家当然完全没有这种认识) 的条件下ꎬ 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ꎬ 同样ꎬ 每

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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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①ꎮ 封建社会必然产生封建文化ꎬ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产生资本主义文化ꎬ
这被毛泽东总结为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②ꎮ 这就表明ꎬ 文化

艺术的发展由于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ꎬ 必然被深刻地打上时代的烙印ꎮ

第一ꎬ 文化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ꎬ 意味着特定的文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ꎮ 人们

谈论文化ꎬ 往往指的是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的文化ꎬ 而不是脱离社会发展形式的文

化ꎮ 马克思在 «导言» 中认为希腊文化的产生有着自己特定的社会发展形式ꎬ “希腊艺术的前提是

希腊神话”③ꎬ 产生埃及神话与希腊神话的社会发展形式不同ꎬ 所以 “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

的土壤或母胎”④ꎮ 马克思恩格斯还分析了不同的艺术家的艺术作品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发展形式

的密切关系ꎬ “拉斐尔的艺术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同当时在佛罗伦萨影响下形成的罗马繁荣有关ꎬ 而

列奥纳多的作品则受到佛罗伦萨的环境的影响很深ꎬ 提戚安诺的作品则受到全然不同的威尼斯的发

展情况的影响很深”⑤ꎬ 即便是最富有创新力的艺术家ꎬ 也很难摆脱特定时代的社会发展形式对他们

的限制ꎮ

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以及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ꎬ 决定这个时代文化思想的性质、 样式、

内容和变迁ꎮ 春秋战国时期ꎬ 我国出现了相当繁盛辉煌的 “百家争鸣” 文化局面ꎬ 这是特定时代的

产物ꎮ 中国当时处于社会制度重大变革时期ꎬ 社会动荡不安ꎬ 诸侯林立ꎬ 尚没有一个权威的思想体

系能够统一思想界ꎮ 知识不再被少数贵族所垄断ꎬ 社会上盛行开办私学ꎬ 中下层平民中出现了众多

知识分子ꎬ 并从中产生了一批胸怀大志之士ꎬ 游说之风盛行ꎮ 各阶级的思想代表对未来社会制度发

表看法ꎬ 以引领社会向有利于本阶级的方向发展ꎮ 春秋时代的诸侯大夫们竞相招贤纳士ꎬ 学术讨论

的气氛相当宽松ꎮ 这些条件造就了 “百家争鸣” 的文化奇观ꎮ 但秦统一国家后ꎬ 封建主义生产关系

逐步确立和完善ꎬ 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发展封建生产关系ꎬ 必然要钳制人们的思想ꎮ 到了汉代ꎬ

董仲舒应诏上书ꎬ 力陈 “天人三策” “罢黜百家ꎬ 独尊儒术”ꎮ 致力于巩固封建制度的统治阶级ꎬ 将

“百家争鸣” 当作威胁政权稳定的因素ꎮ

第二ꎬ 文化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ꎬ 意味着文化要随着社会进步而被赋予新的时

代内涵ꎮ 马克思问道: “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 或者ꎬ «伊利亚特» 能够同活字盘甚至

印刷机并存吗?”⑥ 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说希腊艺术和史诗将要失去价值ꎬ 事实上ꎬ 包括希腊艺术在

内的被称为 “古典” 的文化均具有长久的美学价值和魅力ꎬ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马克思关于文

化艺术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的观点ꎮ 恩格斯指出: “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ꎬ 包括

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ꎬ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ꎬ 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ꎬ 同时具有

完全不同的内容ꎮ”⑦ 比如ꎬ 古代思想史上 “民” 的概念ꎬ 随着社会进步而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ꎮ 切

不可把古代名言 “民为邦本” 中的 “民” 之内涵ꎬ 简单地等同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为人民

服务中的 “民” 之内涵ꎮ 毛泽东深刻地指出 “剥削阶级的 ‘爱民’ 同爱牛差不多”⑧ꎮ 无论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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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阵营里的优秀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了多么闪光的 “重民” “恤民” 的观点ꎬ 他们始终置人民群众

于被恩赐和被怜悯地位ꎬ 而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古代 “民” 之内涵的彻底超越ꎬ 把过去被视为奴仆

的 “民” 当作历史的主人和创造者ꎮ
第三ꎬ 文化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ꎬ 意味着古今中外产生的文化现象和理论命题ꎬ 是

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有序地出现的ꎬ 而不是杂乱无章地出现的ꎮ 每个思想观念都有其出现的特定时代ꎬ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①ꎮ 马克思

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观念论时指出ꎬ “１１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ꎬ １８ 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ꎬ 他们各自的

需要、 他们的生产力、 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ꎻ 最后ꎬ 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②ꎬ 就会发现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ꎮ 例如ꎬ 权威原理出现在 １１ 世

纪ꎬ 个人主义原理出现在 １８ 世纪”③ꎮ 这不是偶然的ꎬ 正如马克思在 «导言» 中指出的: “只有到 １８
世纪ꎬ 在 ‘市民社会’ 中ꎬ 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ꎬ 对个人说来ꎬ 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ꎬ
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ꎮ”④ 不仅个人主义命题是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产物ꎬ 而且人类历史上产生的任

何文化现象和理论命题ꎬ 也是由特定时代的经济生活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

所决定的ꎮ

四、 物质生产与文化艺术发展存在不平衡关系

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唯物主义ꎬ 并不认为物质生产机械地决定着文化的内容和形式ꎮ 在 «导

言» 中ꎬ 马克思提出 “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⑤ 命题ꎬ 并具体地阐释道:
“关于艺术ꎬ 大家知道ꎬ 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ꎬ 因而也决不是同

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⑥ꎮ 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ꎬ 例如同艺术发展

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ꎮ
第一ꎬ 物质生产并不发达的时代ꎬ 照样可以创造出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ꎮ 一般而言ꎬ 物质生产

的繁荣往往带来文化的繁荣ꎬ 文化要随着时代的政治经济条件的改善而进步ꎬ 但马克思进一步认为ꎬ
每个历史时期ꎬ 无论发达阶段还是不发达阶段ꎬ 人类都能够创造出那个时代所能够实现的顶级文化ꎮ
马克思在 «导言» 中写道: “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ꎬ 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

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ꎮ”⑦ 这一说法在希腊艺术史中得到证实ꎮ 古希腊处于人类社会的不发达阶

段ꎬ 但不排除某些艺术形式如绘画、 雕塑、 神话和史诗等ꎬ 获得相当充分的发展ꎮ 远古时代的人类

并不了解近现代物理学才能揭示的自然界声光电现象的本质ꎬ 更不懂得电磁学、 量子学、 相对论ꎬ
但他们对外部世界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的敬畏感超过了现代人ꎮ 古代艺术家结合自己的生活实践和

对外界的认知ꎬ 以古人对神灵的强烈敬仰、 恐惧的集体意识为素材ꎬ 创造出浪漫的富有艺术魅力的

令人生畏令人神往的神话世界和引人入胜的史诗故事ꎮ 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ꎬ 奴隶制社会具有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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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奴隶大规模地建筑宏大的王宫、 剧院、 塑像等巨大工程的特点ꎮ 诚如恩格斯所言ꎬ “只有奴隶

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ꎬ 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ꎬ 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ꎮ
没有奴隶制ꎬ 就没有希腊国家ꎬ 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①ꎮ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ꎬ 物质条件十

分艰苦ꎬ 但是广大文化战线上的工作者ꎬ 热情洋溢ꎬ 创造出 «黄河大合唱» «白毛女» «义勇军进行

曲» 等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ꎬ 至今享誉海内外ꎮ
第二ꎬ 文化艺术是社会存在的反映ꎬ 优秀的文化艺术反映着时代的本质ꎬ 但文化创作者的个人

天赋、 意趣、 喜好影响着文化产品的生产ꎮ 文化艺术是现实物质生产关系的反映ꎬ 也是艺术家在

“一定社会形态的自由的精神生产”②ꎮ 尽管古希腊和中国夏商周时期ꎬ 物质生产不发达ꎬ 但只要具

备基本生活和工作条件ꎬ 身怀绝技的工匠和艺术家依然可以焕发出过人的想象力和表现技巧ꎬ 创造

出杰出的文化艺术作品ꎮ 这是因为艺术创造除了具有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的属性外ꎬ 还具有与

创作者的个人天赋、 意趣、 喜好密切相关的个体性特点ꎮ 物质生产的进步ꎬ 带动乐器的材质和种类

不断更新和丰富ꎬ 但是要谱写和演奏昂扬乐观的曲子还是悲愤抑郁的曲子ꎬ 是表现个人虚无缥缈的

情绪还是表现人民的疾苦ꎬ 最有发言权的是作曲家和演奏家本人ꎮ 在物质生产繁荣的时代ꎬ 艺术杰

作也许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出现ꎬ 但在兵荒马乱的年代ꎬ 在生活艰辛、 境遇悲惨之时ꎬ 一个富

有创新力的文化巨匠ꎬ 反而更有机会体验生存艰难ꎬ 更能发愤创作ꎬ 创造出 “哀民生之多艰” 的作

品ꎬ 产生脍炙人口的文化艺术作品ꎮ 文王拘而演 «周易»ꎬ 仲尼厄而作 «春秋»ꎬ 屈原放逐乃赋 «离
骚»ꎬ 都是圣贤处境艰难时的发愤之作ꎮ

第三ꎬ 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ꎬ 思想文化内部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ꎬ 经济落后的国家也可以

创造出先进的文化ꎮ 马克思认为ꎬ 文化内部诸要素间相互发生作用ꎬ 不仅仅受到物质生产的制约ꎮ
他在 «导言» 中提出ꎬ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ꎬ 而且是它的土壤”③ꎮ 思想文化内部的要

素可以相互发生作用的观点ꎬ 在晚年恩格斯那里得到继承和深刻阐释ꎮ 晚年恩格斯认为ꎬ 哲学的发

展不但取决于社会经济的发展ꎬ 而且受到特定时期的政治、 法律和道德的影响ꎮ 只要在思想材料积

累、 政治法律环境上具有了有利于哲学发展的条件ꎬ “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

一小提琴”④ꎮ 近现代西方思想文化史证实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关系原理ꎮ 十

八世纪中后期ꎬ 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ꎬ 资本主义生产力迅猛发展ꎬ 但经济上远落后于英国的法国ꎬ
却出现了孟德斯鸠、 伏尔泰、 卢梭、 狄德罗等文化巨匠ꎮ 生产力水平远落后于英法的德国ꎬ 却在哲

学方面发生了从康德开始ꎬ 中间经过黑格尔ꎬ 最后到费尔巴哈的哲学革命ꎻ 在文学艺术方面出现了

歌德、 海涅、 席勒等艺术大师ꎬ 形成了 “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ꎬ 但是在德国文学方

面却是伟大的”⑤ 奇特局面ꎬ 更不用说诞生了 “千年思想家”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 不可把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够创造先进文化的观点绝对化ꎮ 恩格斯在阐释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

立性原理时指出ꎬ “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ꎬ 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ꎬ 也是经济高

涨的结果ꎮ 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ꎬ 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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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马克思关于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复杂关联考察

对当代文化研究的启示

　 　 马克思在 «导言» 中探讨了文化形态与时代发展的复杂关联性ꎬ 这些思想观点为当代中国文化

研究ꎬ 特别是关于 “第二个结合” 的研究ꎬ 带来许多重要的启示ꎮ
第一ꎬ 马克思关于以往的繁盛文化 “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 古典的形式创造出

来” 的观点ꎬ 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富有启发性ꎮ
既然古今中外任何 “复兴” 的文化ꎬ 本质上是与时代同行的、 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的文化ꎬ

那么ꎬ 当前中国理论界讨论的 “文化复兴”ꎬ 就本质而言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古代文化的重现ꎬ 而必

然是结合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ꎬ 经过创造发展而形成的新文化ꎮ 所以ꎬ 关于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讨论ꎬ 其关键问题不在于要不要 “结合”ꎬ 甚至也

不在于为什么 “结合”ꎬ 而在于怎样 “结合”ꎮ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ꎬ
需要警惕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家有珍宝ꎬ 视若敝帚ꎬ 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污秽的酱缸ꎮ 此论夸

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ꎬ 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ꎬ 这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ꎮ 另外一种倾向是家有敝帚ꎬ 视若珍宝ꎬ 片面地夸大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积极成分ꎬ 将其抬高到不恰当的高度ꎬ 甚至认为在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社会就能够产生社会主义思

想ꎮ 关于如何实现 “第二个结合” 的问题ꎬ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了科学的途径ꎬ 那就是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ꎬ 所谓 “创造性转化ꎬ 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ꎬ 对那些至今

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ꎬ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ꎬ 激活其生

命力ꎮ 创新性发展ꎬ 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ꎬ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 拓展、

完善ꎬ 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①ꎮ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难以逾越的人类思想史上的高峰ꎬ “在人

类思想史上ꎬ 没有一种思想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②ꎮ 因此ꎬ
实现 “第二个结合” 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既反对超时

代、 超历史、 超阶级地美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者抹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ꎮ
第二ꎬ 马克思关于人类童年时代的文化 “显示出永久的魅力” 的观点启示我们ꎬ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具有永久的魅力ꎬ 蕴含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ꎬ 仍然发出耀眼的

时代光芒ꎮ
中华优秀神话故事具有永久的魅力ꎮ 华夏先民缺乏科学的农业耕作和游牧知识ꎬ 收成丰歉全在

于 “天”ꎬ 于是 “天” 就成为先民心目中的具有人性、 意志的实体ꎮ 理性而不失浪漫的华夏先民构

建了一个以 “紫薇垣” 为中心、 以 “三垣四象二十八宿” 为主干的天宫神阙ꎬ 神圣庄严ꎬ 井然有

序ꎬ 令人神往ꎮ “天市” “天街” 熙熙攘攘ꎬ “天田” 可供耕织ꎬ “天河” 两岸的情人遥遥相望ꎬ “盈
盈一水间ꎬ 脉脉不得语”ꎮ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沿袭紫禁文化ꎬ 称故宫为紫禁城ꎮ 故宫整体上是一件

艺术品ꎬ 雕梁画栋、 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而高度和谐统一ꎬ 因而 “显示出永久的魅力”ꎮ 古代神话

中的悟空、 哪吒等艺术形象ꎬ 被当代人赋予新的时代精神ꎬ 同样也可以 “显示出永久的魅力”ꎮ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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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个大宝库ꎬ 蕴含了惠泽当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精神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直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ꎮ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精神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练而成ꎬ 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ꎮ 马克思所说的处于

人类童年期的希腊艺术ꎬ “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ꎬ 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

力”① 的观点ꎬ 为我们在新时代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指出正确的方向ꎮ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依然 “显示出永久的魅力”ꎬ 是当代人需要继承发扬的宝贵

的精神财富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ꎬ 我们要 “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

来”②ꎮ 这里提到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ꎬ 不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 而是包含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精神ꎮ 我们的祖先留下的 “天行健ꎬ 君子以自强不息ꎮ 地势坤ꎬ 君子以厚德载物” 的君子风

范ꎬ “人生自古谁无死ꎬ 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浩然正气ꎬ “先天下之忧而忧ꎬ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家

国情怀ꎬ “历览前贤国与家ꎬ 成由勤俭败由奢” 的廉洁警示ꎬ “穷则益坚ꎬ 不坠青云之志” 的豁达境

界等ꎬ 经历几千年的风雨ꎬ 升华为中华优秀文化精神ꎮ 孟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家ꎬ 但留下 “富贵

不能淫ꎬ 贫贱不能移ꎬ 威武不能屈” 的凛然风骨ꎬ 在文化精神层面ꎬ 是与毛泽东所讲的 “我们中华

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ꎬ 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ꎬ 有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能力”③ 相契合的ꎮ 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历次反击外国侵略的斗争中ꎬ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ꎬ
在长征路途上ꎬ 在遭遇自然灾害侵袭时ꎬ 世人从中国人民可歌可泣的顽强斗争中感受到了中华民族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的精神ꎮ
第三ꎬ 马克思所言古典文化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ꎬ 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

不可及的范本” 的观点ꎬ 为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ꎮ
我们的祖先留有大量经典华美篇章ꎬ 留有大量的楚辞、 汉赋、 唐诗、 宋词、 元曲等ꎬ 特别是古

典诗词将汉语之美推向高峰ꎬ 形成稳定的美学风格和修辞规范ꎬ 讲究押韵平仄对仗ꎬ 起笔引经据典ꎬ
营造典雅优美的意境ꎬ 给当代中国人民以艺术享受ꎮ 在古典文化里ꎬ 存留下大量精炼简洁的名言格

言ꎬ 表达了极为深刻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道理ꎬ 在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 时ꎬ 为我们提供

了涵养道德情操、 参悟世间大道的启迪ꎮ 老子的 “祸兮福之所倚ꎬ 福兮祸之所伏”、 孔子的 “为政

以德”、 庄子的 “以乎天理ꎬ 因其固然”、 荀子的 “水则载舟ꎬ 水则覆舟” 以及孙子的 “知己知彼ꎬ
百战不殆” 等ꎬ 成为流传很广的格言ꎬ 语言精美ꎬ 观点深刻ꎬ 影响深远ꎬ 涵养着中国人民的民族性

格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 寓理于情ꎬ 讲求言简意赅、 凝练节制ꎬ 讲求形

神兼备、 意境深远ꎬ 强调知、 情、 意、 行相统一ꎮ”④ 我们必须大胆地继承这种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

艺术享受ꎬ 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的优秀文化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

一部分是承载传统文化的实体性设施ꎬ 如万里长城、 都江堰、 大运河、 故宫等气势恢宏的伟大工程ꎬ
属于 “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ꎬ 与社会生产力直接联系ꎬ 不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ꎬ 可以直接为改

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ꎮ 此外ꎬ 祖先们发明的造纸术、 火药、 印刷术、 指南针等ꎬ 深刻影响

人类文明进程ꎻ 先人们创造的雕镌、 编织、 剪刻、 琴棋、 书画、 扎糊、 染绣、 塑作、 烹饪等工艺精

妙绝伦ꎬ 彰显着中国古代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创造力ꎻ 祖辈们留给我们的春节、 清明节、 端午节、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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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节等传统节日ꎬ 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ꎬ 承载着中国人民独特的美好情愫和坚定的民族文化认同ꎮ
所有这些 “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ꎬ 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ꎮ

第四ꎬ 马克思关于文化 “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 的观点ꎬ 启发我们要注意不同时代

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时代差异性ꎮ
既然 “一定社会发展形式” 具有时代特点ꎬ 那么要善于区别古今概念的时代内容和含义实质ꎬ

不可作简单的肤浅的字句上的比附ꎮ 许多概念的内涵在古代、 近代和当代的差异很大ꎮ 在 «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的序言中ꎬ 马克思反对德国流行的不顾概念的历史内涵仅作肤浅比附的做

法ꎬ 提醒人们要注意古今阶级斗争概念内涵的时代差异ꎬ “由于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

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这样的根本区别ꎬ 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怪物之间的共同点也就不可能比坎

特伯雷大主教与最高祭司撒母耳之间的共同点更多”①ꎮ 在当代ꎬ 我们依然可以在旧诗词的平仄、 用

典、 意境中获得艺术的享受ꎬ 在讲话和写作时引用言简意赅的古典诗句以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ꎮ 所

以ꎬ 对待传统文化要坚持有鉴别的对待、 有扬弃的继承ꎬ “既需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ꎬ 更需要与

时俱进、 勇于创新”②ꎮ 要按照时代不断进步的新要求ꎬ 在文化的内容和形式方面ꎬ 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ꎬ 激活其生命力ꎮ
总之ꎬ 马克思在 «导言» 中考察了时代与文化的复杂关联ꎬ 提出了极为宝贵的论点ꎬ 闪耀着真

理的光芒ꎬ 为关于 “第二个结合” 的讨论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进路ꎮ 这是一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之路ꎬ 也是一条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华文化再造之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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