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步深入到具体批评家的批评理论文本中，把握西

方马克思主义文学诸批评形态的连续与断裂，从

而勾勒其历史与逻辑流变的脉络。
批评形态研究注重在不同层次上审视批评活

动，把文学批评形态看作一个涵盖观念系统、批

评方法和批评话语等诸层面的批评类型，这就使

研究者可以把以往关于文学批评的划分标准———
如理论基础、流派、方法、话语和问题域———纳

入到“形态”的不同层次中去，使具体的批评活

动得到较为完整的呈现。一些按不同标准分类的

批评形式，如主客对立和主体间性批评模式，现

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

批评模式，可以按照观念系统、方法和话语等层

级划分找到自己相应的位置，从而可能使不同的

分类标准并存于同一个批评形态中。这也为西方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指示了一个新的维度。
“批评形态”研究重视每一具体批评活动的生

成条件和特殊性，尤其强调经由批评意识的审视和

改造而赋予理论的当下性，使文学批评理论摆脱了

被简化、固化和编码的命运。它消除了“范式”的

歧义和抽象色彩，把对理论渊源的回溯和对具体批

评的产生条件的探析结合起来，使对西方马克思主

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既有理论发展的总体意识，又有

对理论发生的当下性的特别重视，从而使研究综合

了思想史 ( 探究初始起源) 和谱系学 ( 关注具体来

源) 两种学术取向。可以预见，这一思路将对马克

思主义文学批评研究产生相当积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马

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中国形态研究” ( 项目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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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蔽的空间: 马克思文学
地域批评思想初探

钟仕伦

1865 年 7 月 31 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 道: “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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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1866 年 2 月 20
日，马克思又给恩格斯写信说: “我亲爱的朋友，你

明白，在像我这样的著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
但是结构，即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

就。”②就在这些因 “艺术的整体”和 “内部联系”
闪耀出来的“辉煌成就”中，我们将会看到，被经

济学、哲学等学科所遮蔽的空间———马克思文学地

域批评思想的光芒。迄今为止，在马克思文学批评

理论的研究中，我们似乎还没有对马克思的地域批

评思想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拟从表现形态、自然

规定性与历史想象力、美学渊源与理论基础三个方

面对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进行初步的探索，试

图从新的视域来研究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理论。

一 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表现形态

马克 思 文 学 地 域 批 评 的 视 野 非 常 广 阔，从

《伊利亚特》中的“围绕着耕地的栅栏”到“现代

小说的天国”苏格兰高地，从定居的印第安人的

歌谣到罗马尼亚的文学运动，从莎士比亚到 “印

度公社”中的诗人，只要能触发马克思的研究兴

趣，切合其革命实践的需要，特别是经济学、哲

学研究的需要，马克思都会把它们纳入自己的视

野。正如苏联美学家米哈伊·里弗希茲所说，“马

克思在经济学著作使用的术语和范畴实际上都带

有美学性质”③，马克思经常引用文学作品来形象

直观地阐释他的经济学、哲学理论。也正是这个

原因，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在表现形态上

呈现出与众不同之处。
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文学作品的分析，或

者关于文学艺术和美学问题的研究，都围绕着资

本、货币、价值、利润、工资、地租、存 在、意

识、意识形态等这些不全属于文学批评领域的术

语和范畴展开，实际上，正是在研究这些经济学、
哲学问题时，马克思表现出深刻的文学地域批评

思想。马克思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文本系统来讨论

文学的地域性或某个地域中的文学现象，他的文

学地域批评思想大都蕴涵在他的哲学、经济学、
历史学、美学等经典著作对文学作品的引用之中。
“在马克思看来，文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闭关自

守的部门。诗歌 ( 像海涅的诗歌和西里西亚织工

之歌) 、小说 ( 像古斯塔夫·波蒙、埃蒂耶纳·卡

贝和乔治·桑的作品) 、剧本 ( 像古斯塔夫·弗莱

塔格的《新闻记者》，马克思很久之后才看到这个

剧本) ，显然是和另一些具有更浓厚的功利主义色

彩的体裁的作品相关，并且可以有益地同这些作

品联系起来加以讨论。”④柏拉威尔把马克思的这种

研究方法概括为 “转换文学” ( meta-literature) ，

意指马克思“把过去的作家创造的人物和情节加

以变换、颠倒，用来表现原来的作家从未想到可

能表现的事物”⑤。例如，席勒的 《钟之歌》中有

一句著名的诗句——— “同束胸和面纱一起，这个

美丽的幻想撕破了”，席勒的诗意是说新婚之夜的

情欲战胜了爱情，但马克思却用它来表示 “资本

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

系”在殖民地的撕毁。当马克思用席勒的诗歌说

明殖民地的经济活动时，席勒原本没有地域意义

的诗歌具有了地域批评的价值，这是马克思文学

地域批评思想的独特之处。
这种 特 点 还 集 中 表 现 在 马 克 思 的 《摩 尔 根

〈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在该书中，即使像

“合并为一个民族的那些希腊部落之集中于一个小

地域内，必将使方言的差异为之消灭，而后来文

学语言的产生，更加促进了这一点”⑥，“古代的歌

谣是他们 ( 日耳曼人) 的唯一的历史传说和编年

史。西班牙人在定居的印第安人中也发现过古代

歌谣”⑦，即“文学语言的产生促进了地域方言的

消灭”这类地域批评观点，仍然是为马克思研究

古代社会的目的所用。此外，将出现了用诗写成

的文学作品的梭伦时代归属于 “野蛮晚期特点的

氏族制”⑧、用荷马史诗的写作证明 “文明期在亚

洲的希腊人中”的开始⑨、借希腊悲剧中的 “阿哥

拉” ( 人民大会) 比配印第安人部落的 “酋长会

议”、引《伊利亚特》“有名的片段”中的 “巴塞

勒斯” ( 战时军队的指挥者) 说明人民大会的军事

民主制 等⑩，更 是 带 有 明 显 的 “转 换 文 学”的

色彩。
马克思早年对犹太人问题的研究体现出 “辅

助意义”瑏瑡这个特点。正如恩格斯称埃蒂耶纳·卡

贝的小说 《伊加利亚旅行记》为伊加利亚派共产

主义者的《圣经》，《犹太人问题》“显示马克思颇

为重视现代文献小说，他在论证的过程中，描绘

了北美的宗教状况，资料主要取自三个来源，即

德·托克维尔的著作、托·汉密尔顿的 《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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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美国风俗习惯》和古·德·波蒙的小说 《玛丽

或合众国的奴役制》 ( 1835 年，布鲁塞尔版) 。瑏瑢

马克思无拘无束地摘引波蒙小说里的词句，而并

未指出他的作品在类型上不同于德·托克维尔和

汉密尔顿这两位提供情况的人的著作”，瑏瑣这正好说

明马克思是从 “地域中的文学”，也就是从区域、
国别的地域批评的基本维度来对待波蒙的小说，

尽管文学批评的目的在这里变成了社会批判的手

段，即用文学作品来研究犹太人问题的国别性。
恩格斯从挪威的地理隔绝状态和自然条件分

析挪威文学的繁荣，用伯尔尼高原上的山岳人批

评卡尔·格律恩对 “自由”的混淆，与此不同，

马克思的地域批评思想往往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

显示出来，呈现出一种被遮蔽的空间形态，这在

早期马克思那里已经有所体现。在为 《莱茵报》
撰写文章期间，马克思发现了美学家的语言表达

技巧同地域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 《摩泽尔

记者的辩护》中描写德国摩泽尔地区葡萄酒酿造

者的贫困处境时说，“表述思想的美学技巧”受到

地域环境的影响。瑏瑤诺曼·杰拉斯说 “马克思在他

的著作中坚定地贯彻人类本性的概念，而且几乎

是无懈可击的”瑏瑥，如果这一说法正确，那么马克

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所描绘的贫困居民

睡觉的“毫无顾忌的呼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马克思将这种 “人类本性”与 “最优美、最谦恭

的表达方式”的内在联系———特殊的地域环境与

贫困对人类本性的异化———以否定性的形式揭示

出来，让我们看到，在 “美学技巧”的背后，实

际上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的结果。因

为，“贫困是被动的纽带，它使人感觉到自己需要

的最大财富是他人。因此，对象性的本质在我身

上的统治，我的本质活动的感性爆发，是激情，

从而激情在这里就成了我的本质的活动”瑏瑦。思想

表达失去的实际上不是 “最优美、最谦恭的表达

方式”，而是思想者存在的现实性。
因故乡的生活条件而影响到美学技巧的表达，

马克思的这一说法，让我们联想到康德将瑞士山民

“乡愁悲剧”的原因归于 “瑞士山区的空气”瑏瑧和

“家乡的亲情”瑏瑨的批判。与康德的“乡愁”说相比，

马克思更看重的是故乡的生活条件对人的审美意识

的影响，而不是“山区的空气”。故乡的生活条件

决定着美学语言表达的方式和技巧，从而也决定着

文学艺术创造的方式和技巧。换句话说，马克思始

终从社会分工造成的阶级性及其经济条件来考察

文学的地域性，他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具有一种

以社会经济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形态特征。

二 自然规定性与历史想象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

出，在生产力不发达和社会分工受到妨碍的时候，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和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具

有地域局限性，地域局限性只会使人，例如中世

纪的手工业者，对劳动技巧的兴趣 “升华为某种

有限的艺术感”瑏瑩。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所

带来的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将使人的 “地域性的存

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地域性的个

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瑐瑠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推断，共产主义社会

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高度统一的社会。在

共产主义社会，影响人的自由发展的地域局限性

和民族局限性将会消亡，文学的地域性才会被文

学的世界性所取代，这是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

想之所以存在的历史因素。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我们可以从

马克思研究“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

交往关系的关系”等所留下的 “出发点当然是自

然规定性; 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瑐瑡的

手稿上，看到马克思对地域环境的重视和对作为

“意识形式”之一的地域批评的思考。马克思此时

正想研究艺术史，“同研究任何事物一样，研究艺

术也必须 ( 正象海德很久以前就坚持的看法一样)

从自然决定一切开始———马克思特别提到部落和

种族。当他转而谈艺术史本身时，他的语汇就使

用了大自然世界的一些词。马克思也同浪漫主义

作家一样，把艺术的发展比作植物的不同季节。
他用了开花的季节，繁盛时期 ( Blütezeiten) 这样

一个词”瑐瑢。他还用 “象征着各国人民的春天即将

来临的一只德国燕子”比喻复活德国 15、16 世纪

的引起“美学上的反感”的粗俗文学的海因岑。瑐瑣

这些事实说明，马克思的文学批评的 “意识形式”
总是离不开“自然规定性”。

马克思所说的 “自然规定性”从某种意义上

也可以说就是地理障碍和 “地域人种”的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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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定性”和“部落”“种族”是构成 “地域

人种”的基本要素，而 “地域人种”又是构成地

域环境的基本条件。马克思地域批评最显著的特

征就是，在 研 究 文 学 地 域 审 美 意 识 时，始 终 把

“自然规定性”同社会环境相结合，强调了二者的

辩证关系，我们从马克思对欧仁·苏的小说 《巴

黎的秘密》中塞西莉和玛丽花的评论可以明显地

感觉到这个特点。马克思对玛丽花重获自由的评

论“叠画”出 “自然空间” ( 大自然的怀抱) 与

“社会空间” ( 资产阶级生活) 所构成的 《巴黎的

秘密》的艺术空间，或者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所导致的城镇—乡村对立的“空间强调”。瑐瑤

后现代空间理论解构了传统的 “空间”概念，

把空间看成是可以生产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对

空间生产的这种新的关注，已经从诸多角度进入

了文学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理论的角度，

正如索亚 和 哈 维 有 力 地 证 明 的，空 间 早 已 成 了

马克思本人的很多著作中重点关注的对象。”瑐瑥只不

过在马克思的地域批评那里，作为地域的空间因

传统而表现为“历史想象力”。“历史想象力”在

地域批评 中 具 有 关 键 性 的 阐 释 学 意 义，离 开 了

“历史想象力”，难以真正揭示出文 学 的 地 域 性

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

对费尔巴哈、布罗诺·鲍威尔、麦克斯·施蒂纳

等人提出批评时，阐述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社会

分工和文化交往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每一种文

学批评都离不开批评对象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并强调，对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文学展开批评，没

有历史想象力，便难以达到批评的目的。马克思

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必须按照他本身的条件和他

自己所处的环境来理解他。他们坚信，文学批评

家如果缺乏历史想象力，就说不上是文学批评家

了”瑐瑦。而一切历史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空间中，

没有无社会空间的历史，也没有无历史的社会空

间。因此，历史想象力也自然包括空间想象的成

分，没有空间想象的历史想象力是苍白无助的，

至少是残缺不全的想象。
在文学地域批评中嵌入了 “历史想象力”，既

突出自然规定性，又强调社会空间的重要性，使

得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呈现出一种历史的超越

性。这种历史超越性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在研究

文学艺术作品时，并不单纯地考察地域环境对文

学所产生的影响，而是将日常生活的社会空间与

地域环境结合起来，辩证地分析文学艺术的地域

审美特征，揭示其历史性与空间性保持大致平衡

的时代规律。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

拉斐尔、达·芬奇和提戚安诺的艺术风格的比较

最显著地体现了这个特征，突出了地域批评中的

历史想象力。

三 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美学

渊源及其理论基础

正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主要分

别是对 18 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

学的批判继承，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是对

欧洲自启蒙主义以来的美学思想的批判继承。柏

拉威尔说，“马克思从 19 世纪 30 年代直到 50 年代

这段期间阅读美学著作的情况，已由里弗希兹、
卢卡契和帕祖拉等学者很好地考证录实下来; 至

于哪些作家和作品对马克思本人艺术观的形成可

能发生过影响，现在也有人开始探索。康德，文

克尔曼，莱辛，歌德，席勒，奥·威·施莱格尔，

( 当然也包括) 黑格尔都被人引证过; 格奥尔格·
福斯特和费希特关于 ‘间离’艺术的想法也被引

证过; 此外，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直到卢梭、
狄德罗和斯塔尔夫人这些非德意志思想家和作家

的文艺 和 社 会 观 点，也 同 样 有 人 引 证 过”瑐瑧。在

1843 年 3 月—6 月，“他研究过的政治理论学家当

中有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卢梭和尤斯图斯·
麦捷尔”瑐瑨，“马克思的著作在文学上发表的美学见

解，在很大程度上要追源于海德、歌德、席 勒、
奥古斯特·施勒格尔、黑格尔的美学。”瑐瑩这一长串

名单中有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有诗人、小说家

和戏剧家。其中，孟德斯鸠比较早地论述过不同

气候环境中的人的性格及其艺术接受上的差异，

为西方文学的地域批评奠定了基础; 康德研究过

因地域环境的不同而产生的 “鉴赏的偏离”; 斯塔

尔夫人对北欧文学和南欧文学的不同发表过精辟

的见解; 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过 “诗性地理”
这一重要命题，并从荷马史诗中考证出 “阿特拉

斯” ( Atlas) 的实际地理位置。瑑瑠这些美学家和文学

批评家很有可能对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思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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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

就认同过维柯区分人类史和自然史的观点。其中

影响最大的当属黑格尔，事实上，马克思对阿拉

伯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们也保留下来许

多优良的品质”的夸赞，瑑瑡就很难说没有黑格尔分

析阿拉伯人与“酷热的沙漠”“星空”和 “帐篷”
之关系 的 影 子，瑑瑢 而 下 面 我 们 将 谈 到 的 马 克 思 的

“人本学的自然界”，其渊源有可能 就 是 黑 格 尔

“人把他的环境人化了”的思想。瑑瑣

这里有必要提到马克思与荷尔德林的关系。
早在 1835 年，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 《青年在选

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已经表达过与荷尔德林的

小说 《徐培里昂》同样的主题，马克思 “象席勒

和荷尔德林一样热切地希望这种 ‘全面的人’的

出现”瑑瑤。而且，马克思 “把艺术的早期和人类的

‘童年时代’或‘青年时代’等同起来的方程式已

经有一段很长的历史; 从柏拉图到黑格尔和荷尔

德林都作过这样的比喻”瑑瑥。如果我们的推论不错，

那么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来源与荷尔德林的思

想也有某种渊源关系，并且很有可能对海德格尔

的同类思想产生过影响。詹明信就 “觉得海德格

尔思想中某些成分同马克思主义并行不悖，这就

是所谓实用的海德格尔: 这个海德格尔大谈工具

和生产”瑑瑦。我们在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诗歌的阐

释》中很容易看到某些与马克思相似的理念，海

德格尔所说的有关希腊艺术精神的 “本土的本质

的基本特征”显然与马克思 “希腊儿童是早熟的

儿童”的观点相似，而他们共同的渊源有可能就

是荷尔德林对希腊人的 “天性法则”的阐释。
前已述及，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思想孕育

了地域批评思想，地域批评思想 “辅助”经济学、
哲学思想，而地域批评的理论基础也来自经济学

和哲学思想。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说，从物质

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

的一定关系。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下

面的理论对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重要性:

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

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

本身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

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 样，

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

家的文化水平。瑑瑧

马克思在这里阐明了人的自然需要同他所居

处的自然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气候和自然

特点的不同决定人的自然需要的不同”，这是一个

自然法则。《礼记·王制》说: “凡居民材，必因

天地寒 暖 燥 湿。广 谷 大 川 异 制，民 生 其 间 者 异

俗。”瑑瑨爱斯基摩人用海豹作为他们的食物、衣服、
居处的来源，中国江南人用鱼米、丝绸、竹木作

为衣服、食物、居处的来源，显然受到他们各自

所生活的气候、纬度、地域和 “地域人种”的影

响。但是，这些 “自然需要”又不完全由地理环

境所决定，它们 “本身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取

决于这个国家包括文学发展在内的文化发展的水

平。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最基本的物质环境和

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阶段来考察人的自然需求的

理论，为地域批评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础。正

如前面提到的马克思运用摩尔根的理论把 “出现

了用诗写成的文学作品”的梭伦时代归属于 “野

蛮晚期特点的氏族制”一样，文学是社会文明发

展阶段的产物，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

应的文学思潮和文学风格，它们都是历史发展的

产物，归根结底受到推动它们发展的国家所处的

“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的制约。也就是说，任何

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或者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文学

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地域 “标记”。
从《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 以下简称

《手稿》) 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地域批评思想的

理论基础在于他所强烈关注的人与自然的辩证关

系。人只有在对自然对象的劳动实践过程中才能

确认人作为个人存在和作为类存在的存在。地域

批评是对文学的地域性和地域中的文学进行研究

的一种方法，而无论研究文学的地域性还是研究

地域中的文学，都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

离不开对人与自然，包括异化劳动条件下人与自

然的关系的探讨。《手稿》指出，“在人类历史中

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

的现实的自然界; 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

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

的自然界”瑑瑩，这一观点超越了审美与实践的二元

模式，主张一种审美的人地关系。这种审美的人

地关系通过艺术实践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地域特征。
因此，地域批评就不能仅仅是对文学中的阳光、
空气、水、气候、土壤、植物等地域环境要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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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观 的 批 评，应 该 而 且 必 须 剖 析 文 学 中 的

“人本学的自然界”，只有这样，才能阐释清楚文

学作品中的人地关系，全面揭示出文学地域性的

本质及其美学价值。换句话说， “人本学的自然

界”与 前 面 讲 到 的 历 史 唯 物 主 义 共 同 筑 就 了

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的理论基础。

结 语

从经济学、哲学角度看，马克思实际上是在

研究经济学、哲学的过程中发现了文学作品的经

济学、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并且通过 “转换文

学”的形式将这些源于文学作品的 “美学价值”
与经济学、哲学理论相融合，扩大了经济学、哲

学理论的传播对象及传播领域。当时的传播对象

主要是需要培训和教育提高的工人阶级，而以简

洁、形象的手段来提高工人阶级的理论水平则是

国际共产主义联盟的主要任务之一。从文学批评

角度看，通过这种 “转换文学”或 “双重置换”
表现出来的马克思的文学地域批评形成了一种隐

性的批评形态，即地域批评思想蕴涵在经济学、
哲学的研究内容中，这种隐性的批评形态也可以

叫做“被遮蔽的空间”。自然规定性和历史想象力

是马克思地域批评思想的重要内容，它的美学渊

源主要来自德国古典美学。“人本学的自然界”与

历史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文学地域批评思想的

理论基础。总之，地域批评是马克思文学批评理

论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 “被遮

蔽的空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至

今仍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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