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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它在 20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中国的近现

代文学运动、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与

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艺创作题材越来越多

元化，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重

要视角，而人民性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

心思想，也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的建设中。

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性与中国文艺相结合

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人民性”可以说是整个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的基本立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

作的指导，历来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到中国

文艺工作的创作和评判过程中，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中所突出的人民性思想与我国“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初心使命相契合。而深究我国把人民群众放在

如此重要的主体地位的思想渊源，又不得不谈到历经千

年的历史文化长河中，民本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

的核心地位。因此，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

性为何能与中国文艺相结合，既要关注到“人民性”一

词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体现，又要从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民本思想中寻找答案，二者对于人民性的历史观

照注定了当代中国文艺发展要进一步实际应用马克思文

艺理论中的人民性思想。

1、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概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性在当代中国文艺
中的实践探究

□ 全英齐（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28）

【摘要】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心范畴，“人民性”一词体现着鲜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本质、特征

和伦理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的基石之一。在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人民性原则始终占据着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

人民性思想能够与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相契合，有着深远的历史和思想渊源，本文将从理论和中华悠久的民本观念角

度探究为何马克思主义文艺人民性能够与中国文艺相结合，并且针对当前社会条件下中国文艺发展的现实问题，如

何将人民性思想更加具体而实际地应用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之中。除此之外，探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中的人民性思想融入我国当代文艺发展中的时代价值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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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这个词语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历程中出

现的频率非常高，同时，它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

的核心词汇。虽然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没有专门系统

地将“文艺人民性”作为独立的内容来具体论述，但随

着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文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其著作中

涉及对文学艺术的探讨时，“人民性”一词无不渗透其

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艺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

对社会现实的能动反映。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人

民”，通常代表着劳动者，代表着无产阶级，并且认为

人民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文艺应当关注和反映无产阶级

的生活。所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体现出的人民性

建立在社会经济物质基础之上，并伴随着无产阶级革命

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有着深厚的历史性，以

及强烈的现实性特点。

在此之后，列宁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反映出的

人民性思想进一步发展，明确表达了“艺术属于人民”

的文艺思想。他强调艺术要扎根于广大劳动群众中，这

一坚决维护人民利益的文艺政策，成为了之后社会主义

文艺创作所围绕的一个根本性宗旨，列宁的文艺思想阐

明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和“文艺为人民服务”

的基本内容。这些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表达出的

人民性思想都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开展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产生了深刻影响。

2、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中国数千年来流传和流传的一种经典思

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性的重要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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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理念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不谋而

合。早在商周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就提出要“敬德”、“保

民”，儒家以历史经验为依据，提倡“仁政”，主张“以

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体现出了强烈的民本意识。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不断成熟，立足于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价值取向理论也逐步形

成了完整的“人民”话语体系，这就是把孔子的“仁政”

思想具体运用到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中，是对民本思想

的创新和发展。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发展号召和鼓励文

艺工作者把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融入到文艺创作之

中，把民族的根本和血脉融入到新时期的文艺创作之

中，充分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民本”的继承和发扬。

在新时期进行文艺创新的基础上，赋予社会主义文艺

传统的内涵和经典的内容，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

并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把中华传

统文化中的精髓和经典加以创新和发展，这样才能在

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发挥当代社会主义文艺的

民本特征。

总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所体现出的人

民性思想原则，还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以来所倡导的

民本思想，其根本思想逻辑都是把人民当作文艺的服务

主体，文艺才能更长久地发展下去。所以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人民性与中国文艺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尤其

在文艺形式和内容更加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在坚持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前提下，保留中国特色、贴合中国社

会现状，将文艺人民性的基本立场更具体地运用到文艺

创作实践中去，是题中应有之义。

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的人民性体现

1、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的深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文艺创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

坚持真实性，他们从未停止对现实主义在文艺创作塑造

形象方面的探索。自然地、真情流露地反映人民的现实

生活，归根结底，就是文艺人民性的一种具体体现。现

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文艺创作的流派或风格，更应该是

文艺实践过程中所要坚守的创作信念。当代中国文艺创

作呈现出向现实主义题材多元化和深刻化的方向努力的

态势。

因为艺术源于生活，人民是创造生活的主体，现实

主义文艺作品表达的正是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从人

民的感情、生活现状中所获得的深刻感受与普遍共性所

创作的艺术作品，能够引起人们的共同感情，产生强烈

的审美效应。文艺的真实不但要体现出对细节的逼真刻

画和对主体内容的现实呈现，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与现

实生活相适应的表现手法和深刻挖掘的价值意蕴。文艺

的现实主义不应该是流水账般的纪实，而是通过艺术性

表达向人民大众传递一定正向积极的生活理念或价值导

向，这是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为人民服务所承担的社会责

任和使命。近年来现实主义题材的文艺市场愈发广阔，

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制作精良、内涵深刻的现实主义

作品，“偶像剧”和一些快餐文学的受众比重在逐步降

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重视文艺对人类生产活动实践

的形象再现，当代中国现实主义题材的文艺作品大多是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人民为创作主体的思想观念与

中华传统民本思想相结合的突出范例。比如《白鹿原》、

《人世间》等，无论是文学作品本身还是改编搬上荧幕

的影视剧作品，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一致好

评，此类本土化的现实主义佳作，透露出的是人民性在

当代中国文艺实践中的进一步深化，文艺创作者越来越

重视对人民真实社会生活和命运道路的艺术塑造，现实

主义的市场热潮反映出的是当代中国文艺与人民生活的

贴近，而得到的市场反馈也证明了文艺只有坚守人民性，

深刻地把人民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普遍问题与共性的情

感诉求通过文艺作品表达出来，才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

中不断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当代文艺作品的评判掌握在人民手中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

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一部完整的文艺

作品，要在创作理念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创作内容

上反映人民生活，不仅是从创作到生产面世就完成了全

部过程，最终还要接受人民的检验。只有得到了广大人

民群众认可和喜爱的文艺作品才是成功的，把人民群众

作为文艺作品优劣的评判主体是时代所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艺术

的鉴赏力也在提升，对文艺作品的制作水平、表达形式

和内涵等都有了更高的标准。因此文艺作品只有更注重

其内容的深刻和对细节的打磨，以更高品质的成品展现

在人民群众面前，接受人民的评判和检验，才能得到最

真实的反馈和改进方向，亦或是取得佳绩。人民群众对

文艺作品的评价无论好坏，都是引领文艺审美的一个风

向标，重视人民对文艺的评判，有助于细化文艺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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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标准，提升文艺审美，引导文艺工作者多生产出文

艺精品。因此让人民群众去审视和评价文艺，能够促进

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追求。当代中国的文艺作品能否取

得一定的艺术成就，最根本的就在于是否能得到人民群

众的拥护。

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人民性融入当代中国文艺

实践的时代价值

当代中国文艺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

民性的一脉相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民性思想为新

时期我国更好地开展文艺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引，是我国

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指南。在当代中国的时代语

境下，发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有利于推动社

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时

代课题。

1、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指引方向

文艺人民性回答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解决了文

艺创作的根本方向问题，有利于文艺沿着正确的道路发

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为新时代社会主义

文艺创作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人民的认可始终是文

艺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中国文艺的实践对文

艺工作者们提出了更高要求，体现出文艺工作者自身的

文艺素养和创作出的作品对社会和大众具有重要意义。

文艺工作者戒骄戒躁、认识到自身创作肩负的使命对社

会风气和人民大众的价值观都有积极影响，还是侧面体

现出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性原则。当代文艺作

品坚持现实性和艺术性相统一是为了给人民良好的审美

体验并引起情感共鸣，真正将文艺创造扎根于人民，仍

旧是以人民性为最根本的创作立场。人民性要求文艺工

作者的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实际上也决定了文艺创作

必须从实际出发、深入人民的生活，可以兴观群怨而不

可无病呻吟。“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才

是真正的人民需要的文艺。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不是对

现实生活流于表面的空洞描写，而是需要艺术家走进生

活并融入生活，在现实中积累文艺素材，将现实生活进

行艺术加工，实现文艺的根本价值，即取材于民，最终

接受人民的检验。时刻保持对人民主体性的尊重，这是

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根本途径，也是当前乃至未

来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继续发展的前进方向。

2、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艺创作责任担当

优秀的文艺作品，是国家形象的展现，又是民族精

神的象征，是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支柱。面

对纷繁多变、纷繁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唯有创造具有

传统文化精髓、展现时代风貌、贴近人民生活、具有足

够创新性的文艺精品，让世人了解中国文艺，发掘中国

文艺的独特魅力，才能使社会大众对我国的文艺事业发

展有更多的信心，坚定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进而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和发展。新世纪涌现出了不少

杰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佳作，被更多人关注和认可，

有些甚至在国际文艺市场上也取得了佳绩，使我国的文

艺文化产品得到了有效输出，促进了我国文艺走出国门，

彰显了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人民性为我国文艺事业的

发展和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提供了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导，

为新时代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有质量、有高度的文艺

作品提供了方向与力量。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提升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价值，有利于培养更多有才能的

人成为文艺创作者，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景通过文艺

作品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对于中国故事、中国内容的

表达都有有效的传播价值。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人民性思想为当代中国社

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供了绵长动力，给予了新时代我

国文艺事业进步的方向路径。只有始终如一坚持人民

性的文艺实践原则，我国的文艺作品才能成为有思想

深度和人性温度的文艺精品。文艺创作只有真实地反

映人情冷暖，最终才能满足人民期盼，这是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人民性的价值所指，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实

践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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