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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梁艳萍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  要：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进程可以看到：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是一个动

态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美学与艺术研究分离的过程。也就是说马克思

主义美学逐渐从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学科分离出来，凸显出来，逐渐形成一个相对独立

的学术体系。由历史的流变来看，日本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与上个世

纪前三十年不同的取向，即不断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理论的功利性研究，超越线性

接轨式地套用马克思美学艺术思想，强调对社会现实政治理念的宣传、文艺创作活动的引领

与关照，而走向理性化、学术化。当下日本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美学、

艺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西方美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个学派，成为西方美

学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虽然其社会影响力没有上个世纪前三十年那样广泛、深入，但其在学

术研究进程中，学术的、理性的比重却大大增强，在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价值也

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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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从１９世纪末开始传入日本，之后，通过日本学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政

治家的传播和弘扬，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在日本的研究与普及，

也为中国等东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普及与发展作出了贡献。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不仅包括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也包括美学与艺术理论。

　　一、美学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早期传播

　　日本近代对西学的大量引进，特别是哲学、美学学科的引进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入，

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

　　日本在幕府末期，为了“王政奉还”、“君主立宪”，革除当时存在的社会痼疾，建设

强大的日本，开始派遣有识之士游学西方，寻找救国之真理与方法，西周、福泽谕吉、森鸥

外等都属于被派遣者。明治维新（１８６８）以来，日本一直非常注重西方学说的引进、翻

译和研究。日本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现在所使用的“哲学”一词，就是日本哲人、现代启蒙思

想家西周在《百一新论》一文中由德文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翻译而来的。“美学”一

词的缘起则说法颇多。日本当代美学家今道友信认为，中江兆民所翻译的《维氏美学》是“汉

字文化圈”中使用“美学”一词的最早记录。

但据史料记载，学理意义上的“美学”一词的介绍与使用应在中江兆民之前，是西周

在１８６６～１８６７年间为德川庆喜所作的御前讲座《百一新论》中最早引进使用的。尽管

西周在此文中仍然是以“善美学”（エステチ－キ）形式出现，但从其日语与西文发音的

对应来看，“善美学”直接指向的就是德文的““Ästhetik”，此后西周虽曾用“佳趣论”、

“美妙学”等语词来解释““Ästhetik””，但依据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的解释，“善美学”

指的就是美学。１８７９年１月１３日，西周在“宫中御谈会”上为王宫贵族讲授《美妙学

说》，在此，西周对“美妙学”进行了详细的界说，他认为：“美妙学（エツセチクス）是

哲学的一种，与所谓美术（ハイソアート）有着共通的原理。”[１] 然后，他依据哲学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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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思辨定义“美妙学”，区分了“美妙学”与道德、法律、宗教的差异，认为“美妙学”主

要是以美术为对象，研究其美的一种学问。在《美妙学说》中，西周将美妙学分解为内部元素

与外部元素，分析了“感性”、“情感”、“想象”、“趣味”、“可笑”等美学（美妙学）

的范畴。《美妙学说》的前半部分辨识“美的自律”，后半部分分析了美学所应承担的社会启

蒙与教育责任。关西学院大学加藤哲弘教授认为：西周对于美妙学说的解释在日本思想史上

导入了功利主义美学的因子，也属于“明六社”的共同理念，这与当时崇尚实学的社会风

尚有相当密切的关系[２] ３。可见，对西方美学的介绍，西周无疑是最早的，且其《美妙学

说》实际上是日本也是东亚近代的第一篇美学文献。

　　１８７０年，加藤弘之在他的论著中首次介绍了马克思其人及部分观点，加藤的介绍

可视为马克思学说在日本的第一次登陆。以后，加藤还撰写了《人权新说》（１８８２），传

播唯物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在加藤等人的倡导下，日本大学逐渐形成了学习研究马克

思主义的风尚与传统。

　　１８８１年，森林太郎（森鸥外）和大村西崖将德国悲观主义美学家爱德华·冯·哈特曼

的《美学》（“Ästhetik”）编译为《审美纲领》，作为东京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等学校的《美学》

授课讲义，美学开始进入日本大学的课堂。在《审美纲领》的编译前言中，大村介绍说：“审

美虽固局一法宗，因须相应全理本迹，必双融彼此，自夷齐难哉。统摄包含使物无不罄，笼

罗该括致事有所归。是以往哲诠量，众贤鼓吹，旁经委他，异部纷纶。白道尚隐，没铁无塔，

无由辟精艺之胎藏，虽法尔备具，美学之金界未圆。……鸥外求法请益，讲敷显扬，斯土始

全的传艺苑，忽得津梁。今以所诵出兹，审其证诠，采彼多言，述此纲领，简文正摄，深义

少册，妙期总持。”[３] １大村在这里详述了此书的来源、翻译的情形与过程以及他们对于

《审美纲领》的评价与期许。

　　１８８２年５月１４日，美国学者费诺洛莎应日本龙池会之邀在上野公园内的教育博

物馆观书室演讲《美术真说》。在演讲中，费诺洛莎论述了“美术与非美术的区别”以及美术

（艺术）的内在本体与外部的关系，认为“美术是善美的”[１] ３７。费诺洛莎从美学理论

的高度对“美术”——美的艺术进行了高度抽象的解释，认为艺术家的技能是艺术的决定

因素，艺术具有愉悦性，艺术源于模仿——是对自然与现实的模仿。费诺洛莎从艺术与非艺

术、艺术定义的三种方法、艺术的审美价值等视角，阐述了美术的奥义、美术作为艺术的特质

及其价值、美术与美学的关系等问题。费诺洛莎在东京大学和东京艺术学校教学期间，深入

研究西方艺术美学与西方艺术史，开了日本艺术学研究之先河。

　　１８８３年，中江兆民翻译出版了法国学者维龙（Ｅｕｇｅｎｅ Ｖ éｒｏｎ）的《美

学》（Ｌ′ｅｓｔｈｅｔｉｑｕｅ，１８７８），将其定名为《维氏美学》。中江兆民的翻译

出版之后，“美学”作为确定的学术术语流布开来。中江不仅翻译了《维氏美学》，而且还在

1882 年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虽然中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认识与阐述还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他的介绍的确为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作出了重要

贡献。

　　此后，草鹿丁卯次郎于１８９３年撰写了《马克思与拉萨尔》；片山潜于１９０３年撰

写了《都市社会主义》、《我的社会主义》；１９０４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依据米歇尔·莫尔保
存的英文本，共同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日本首次翻译马克思、恩格

斯的著作。１９０７年堺利彦发表《社会主义纲要》；１９０９年《社会新闻》连载安部矶雄翻

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１９１９年堺利彦发表《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１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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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刊行；此后，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

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日本获得

了广泛传播，接受者获得了观察与认识世界的新视角，无产阶级政党、团体与文艺运动此起

彼伏，一定程度地影响了当时日本的社会发展进程。

　　日本哲学界也逐渐产生了近代哲学史上早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１９２５年福本和夫与

河上肇、山川均等人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激烈争论，在日本掀起了学习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对于进一步研究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河上肇、

户坂润、永田广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为深入的理解、研究。１９３２年，户坂润、三枝

博音、冈邦雄等组织了“唯物论研究会”，出版了学会的机关杂志《唯物论研究》。在“唯物

论研究会”活动期间，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和研究进入了战前的鼎盛时期，使马克思

主义哲学在日本得到确立并进一步深入与普及。

　　从以上的简述可以看出，西方哲学、美学是先于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思

想传入日本，首先是日本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期望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思想、共产

主义思想进行社会改良，反对战争，倡导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宣传唯物辩证法的人生观、

价值观、历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相较，日本学者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日本马

克思主义研究虽然几经挫折，但延绵不绝。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包孕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的研究之中，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哲学传播的过程中，马克思主

义美学、艺术思想也逐渐得到传播。

　　二、日本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日本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蕴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之中，研究者更多地关

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经济学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当《资本论》在日本报刊上连载时，日

本学者开始注意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理论，了解了马克思的认识论及辩证

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既作为新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同时也作为知识、学问，进入了日

本政治界、学术界与研究界。俄国“十月革命”作为社会主义的成功范例，也给日本的社会

主义者和研究者注入了新的活力，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思想的翻译、理论研究和评介

进入了第一次高潮。

　　日本战前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识期（明治末年到１９２

５年）和传播期（１９２５年到战前）。

　　初识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主要是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介绍，蕴含在对

其社会主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之中，蕴含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改造的理想的研究之中

蕴含于国民性格对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决定作用的研究之中，蕴含于启蒙主义、社会主义的

理想之中……主要介绍者、研究者是日本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主张人权和平等的社会主义者、

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自由民权左派的学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理论家等。他们有

的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有的组织了马克思学术研究小组，有的怀抱社会改造的热望，

有的立足于学理与社会实践，从不同立场、不同视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与介绍。这

时的主要著述者有高野房太郎、片山潜、幸徳秋水、安部磯雄、大杉荣、堺利彦、和辻哲郎、福本

和夫、三木清等等。初识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著述主要有：和辻哲郎的《关于劳动问题

与劳动文学》、堺利彦的《唯物史观与理想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文学与社会主义倾向》、宫

地嘉六的《无产阶级艺术》以及大杉荣的《为了新世界的新艺术》等。其中，平林初之辅的《唯

物史观与文学》、《文艺运动与劳动运动》、《无产阶级的文化》，在日本第一次引进了“无产阶

级文学”的概念，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分析文艺，强调艺术的阶级性、政治作用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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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并初步建构起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框架。平林受卢梭影响甚深，故他在接受马克思主

义思想的过程中，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审美观念的同时，也在张扬人的自我解放与

自由主义的思想。在初识期的著述中，日本研究者主要停留在实用理性方面，主要关注的是

“学理与实际的社会问题研究”，关注“社会主义的原理在日本应用是否可行”。在这种思

想的指导下，美学与艺术的研究和探讨成为哲学研究的一部分：哲学主要探讨的是“人的

哲学”——人的实践、人的品格、人作为创造世界的创造要素应该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进行

“人的生活”、“美的生活”；美学与艺术理论也在探讨人、劳动、政治倾向、世界观与艺术

的关系等等问题。例如和辻哲郎所关注的是“劳动与文学的关系”；福本和夫所关注的是劳

动与“人的异化”问题以及“辩证法与喜剧精神的关系”；宫地嘉六关注的是“无产阶级

艺术的特质”；平林初之辅关注的是“文艺运动与劳动运动、无产阶级的关系”。最值得注

意的应该是河上肇对于物质与精神关系的阐释：他认为“社会底经济组织也不得不随着而

变动。这一思想是马克思的社会组织进化论底中心思想，还有社会组织一旦变动，流行在那

个社会的宗教、艺术、哲学等也不得不随着而变动”，“我现在假定名为‘精神的生活底物

质的说明’”，也就是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４]。河上在这里阐释了文艺层面物质与精神

的关系问题，强调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以上观点，从不同侧面展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初

识期美学与哲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交织研究的特点。初识期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艺术学研

究，更多地集中于启蒙思想界的探究与思考，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思想的认识与

探讨。此时的社会影响，主要集中于文学艺术的创作。１９２４年，土方与志与小山内薰在

东京的筑地创设了“筑地小剧场”，试图“打破旧的戏剧艺术，在新的精神和技巧方面，

开创国剧的新纪元”，开始上演反映劳农生活的戏剧[５]。无产阶级文艺开始涌动，出现了

叶山嘉树、黑岛传治等无产阶级文学家以及《牢狱日记》、《电报》等作品。

　　传播期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研究，有众多著名哲学家与学者参与其中。如西田几

多郎、田边元、三木清、户坂润、永田广志、本多谦三、加藤正、中井正一等。中井正一一直非常

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研究，他于１９２９年写的《机械美的构造》一文中，关于空间

美的论述，将东方生命美学与“把自我否定作为媒介的辩证法”结合在了一起。中井等于１

９３０年在京都创办了同仁杂志《美·批评》，该杂志以美术（艺术）研究为中心，运用唯物

辩证法的理念研究哲学、美学，并介绍了卡西尔等人的哲学、美学思想。中井的主要哲学美学

研究著作虽多在战后才得以出版，但其研究却在此时已经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研究

最值得关注的是１９３２年“唯物论研究会”的组成及其同年１１月《唯物论研究》的出版。

几年时间里，围绕《唯物论研究》聚集的学者，从各个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文

化艺术学进行了研究。户坂润在战前接连写了《科学精神是什么——及日本文化论》、《我：公

式主义的呼吁》等，强调运用现代唯物论的实证精神进行哲学、科学与美学、文化艺术的研究，

建设科学的、符合学理的现代日本的文明与文化。传播期的其他著作与译著还有：平林初之

辅的《政治的价值与艺术的价值——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再吟味》，田口宪一的《马克思主义

与艺术运动》，梅林的《美学及文学史论》，威廉汉姆·霍善斯坦因的《艺术与唯物史观》、《造

型艺术社会学》，卢那查尔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雅各布莱夫的《作为文学方法论者

的普列汉诺夫论》，这些著作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艺术观。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曾在前苏联学习并亲历苏俄无

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藏原惟人和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的先驱者、

批评家平林初之辅。平林的主要著作有《文艺运动与劳动运动》，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

点阐明了文艺的阶级性、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强调文艺的阶级性与工具性，认为“最近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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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阶级艺术的运动，至少在其本质上必须是阶级斗争一种现象，是阶级斗争的局部战斗

阶级战线的一个方面的斗争”[６]。他的论述奠定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最初基石。

　　藏原惟人的《通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针对当时存在的美学与文学艺术的主观主

义、功利主义和标语口号主义，呼吁“返归现实”，以写实主义的态度与方法作为无产阶级

文学与艺术的基本方法，认为主观主义的理想主义是一切没落阶级的艺术，写实主义才是

一切新兴阶级的艺术，强调要将艺术的有用性与艺术性统一到对无产阶级立场的把握之上

[７]。藏原的论述集中显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文艺理论，是建立在苏俄马克思

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对文艺的阶级性与审美的理想性的阐释，都有相当的局限性。在

《通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一文中藏原提出：“作家必须要有阶级的观点，要用无产阶

级先锋的眼睛观察世界。”[７]所谓“先锋的眼睛”，就是作家正确认识世界所必备的先进

世界观之掌握，即“明确的共产主义观点”之掌握。正如藏原在该文中所说的倡导“革命文

学”的艺术家必须要“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共产主义艺术家”。藏原惟人在《纳普艺术家

的新任务》一文中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主题的积极性”[６]，实际上就是提倡革命文学的讽

刺性、鼓动性。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家鹿地亘也撰文《克服所谓的社会主义文艺》，提倡无

产阶级文学“是从政治上的暴露手段组织大众的进军号角，它是对于采取决定性行动的鼓

吹者”[８]。主张无产阶级文学的暴露性、鼓动性及教化作用（教导性）。　１９２６年１０

月，日本“马克思主义艺术研究会”同人研究了青野季吉同年９月发表的《自然生长与目的

意识》一文后，由谷一执笔在《文艺战线》上发表题为《我国文艺运动的发展》一文，文章提出

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主张，即“在整个无产阶级的现阶段，文艺运动理所当然地要成为教

化运动，这是正确的观点。离开大众为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斗争所作的努力，而专心执著于艺

术领域，这是一种不了解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所面临的任务的表现，必须克服这种错误”

[９]。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播期，随着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文学、艺术理论研究的逐渐深入，

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实践也在各个层面展开。表现在结盟方面，出现了各种文学艺术的同盟如

“‘普罗’美术家同盟”、“‘普罗’音乐同盟”、“‘普罗’剧场同盟”等等。表现在艺术

创作活动方面，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连续举办的“无产阶级美术大展览会”，展出了大

量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和反映底层生活状态、表现劳农集会、斗争的作品，如冈本唐贵的《失业

者：无产阶级》、《政治集会》、《到工厂去》等，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宫本百合子认为，

这些作品犹如日常斗争的报告和阶级意识的呼吁书，在政治宣传和工人运动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冈本不仅自己创作，还与秋田雨雀一道协助矢部友卫在东京举办了“新俄罗斯美术

展”，介绍十月革命后的俄罗斯美术，为日本接受者打开了一个认识新俄罗斯的窗口。村山

知义等在１９２６年创建了“无产阶级剧场同盟”，先后演出了《怒吼吧！中国》、《森林》、

《无脚玛丽》等剧作。“‘普罗’音乐同盟”的成员则出版了《“普罗”歌曲集》，走出都市，

深入乡野、工厂，用音乐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此外，《文艺战线》、《战旗》等在１９２８年前后，

也组织了“劳农通信”、“生活记录”等为主题的征文，德永直等创办的《文学评论》发表了

大量的报告文学，运用整体的、数字的方法与文学的逻辑的方法，反映工农疾苦、吁求。这一

时期的文学艺术实践，过度强调文学艺术的认识作用、宣传作用，强调文艺的功利主义，艺

术方面则显得比较单一。

　　三、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现状

　　日本战后马克思主义美学、文学艺术研究，大致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同步。经历了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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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低谷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可分为三

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５０年代后期）。这一时期，随着民主进程的推进，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各种各样的社团、杂志纷纷冒头，对于

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不过此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

经由列宁、斯大林阐释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仍然是初探式的、宏观性的。

这一时期的美学研究仍然集中在哲学、社会学领域，主要著作有：黑田宽一的《社会观的探

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古在由重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日本的马克思主义》，高

桑纯夫的《唯物论与主体性》，中井正一的《美学入门》；主要译作有：城塚登、生松敬三翻译

的卢卡奇的《实存主义·马克思主义》，冈田纯一翻译的《马克思体系再检讨：马克思与马克

思主义》，良知力、池田优三翻译的马尔库塞的《早期马克思研究：关于〈经济学·哲学手稿〉

的异化论》。日本作者的部分著作，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内容往往是与作者的哲学思想、社

会学理论及文学艺术理论杂糅的，需要在进一步研究过程中进行剥离和梳理。

　　第二个时期（从１９５０年代后期到１９７０年代后期）。这一时期，特别是进入７０

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哲学美学研究的深入，日本哲学研究开

始进入一个建构日本实存主义哲学的阶段，美学研究也随之进入一个日本特色的美学研究

新阶段。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研究视线由对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研究，转向西方马

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以及法兰克福学派、葛兰西、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的研究。此

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研究主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实证性、多角度、全方位的研

究。主要著作有：中村秀吉的《逻辑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冲浦和光的《马克思主义艺术

论争》，森本和夫的《实存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村上嘉隆的《关于美学的唯物论：卢卡奇与

马克思主义》，岛崎隆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方法》，中井正一的《美学的空间》，

粟田贤三的《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与价值》，城塚登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成

立》、《新人类主义的哲学：克服异化可能吗？》，森山重雄的《作为文学的革命与转向：日本

马克思主义文学》；主要译作有：良知力等翻译的卢卡奇的《美与辩证法：作为美学范畴的

特殊性》，瀧崎安之助翻译的米哈伊尔·里夫希茨和弗里茨·埃鲁普贝克编选的《马克思恩格斯

艺术论》、吕西安·塞巴格的《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等。

　　１９７５年，大泽正道的《游戏与劳动的辩证法》出版。在这部著作中，大泽认为：马克

思是继承了康德、席勒、黑格尔而发展了自己的实践的劳动、游戏的美学与艺术观。该著在仔

细辨识一般翻译与学者对马克思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自然、感性的存

在后，认为“马克思具有独创性的是，将迄今为止在哲学中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的人的感

性存在提升为哲学的出发点”[１０]。大泽指出：当马克思着眼于人的感性，并围绕感性进

行思考的进程中，由于受康德感性论的影响，将感性复归于康德的哲学范畴——使之成为

与悟性并列的认识的两大能力。回归康德应该是马克思得以推翻黑格尔理性至上的哲学观点

的杀手锏。大泽认为：青年马克思凭借稚嫩的感性描绘出来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

己的全面的本质”，与实现自由这一命题并没有直接的关联。为了实现自由，必须形成一个

世界——“对外观（假象）的欣悦”，即想象力与想象力创造出来的游戏的世界。因为在游

戏中，首次开启的不是一个自我与他者自我异化地面对的世界，而是一个自我与他人在现

实中融为一体的世界。在大泽看来：由于马克思所描绘的人是完整的、占有自己全面本质的，

所以，人的想象力、游戏都是从过于丰富的、过剩的生命中衍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这种丰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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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游戏就无法成立。可以说，生产出这种丰富与过剩的劳动，就会不断创造出成为游戏

前提的状态。而且，劳动所创造的游戏，驱使着人的想象力，不断创造出新的欠缺与不足，

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的劳动与实践。大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分析人类劳动与游戏的关

系，引进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厘清了对于马克思《手稿》的某些误读，在游戏与劳动

的关系方面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内涵。

　　第三个时期（从１９８０年代至今）。进入８０年代，在基本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美学著作的实证考察和理论辨识之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相对平

稳发展的时期，研究视角愈益宽阔，研究内涵愈加丰富，很多学者从美与自然的关系、美与

现实存在、美与艺术、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当下社会现实、马克思主义与全体性（整体性）、马

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马克思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与现代

主义（前卫派）、马克思与尼采及弗洛伊德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检视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

产生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专著，如黑田宽一的《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逻辑》、《马克思

与文艺复兴》，广松涉的《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现实》，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

心》、《超跨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杉山康彦的《艺术与异化：写实主义的逻辑》，浅田彰、

柄谷行人等合著的《马克思的现在》，芦村异的《卢卡奇与马克思：物化与异化》，清真人的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今日可能性》，池谷寿夫的《马克思主义范式再检讨——高木仁三郎〈现

在同看自然吗？〉》，等等。此时，日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西方马克

思主义美学个案研究与谱系研究结合的阶段，主要著作有：上野俊树的《结构主义与马克思

主义：阿尔都塞与普朗查斯》，盐泽由典的《马克思的遗产：从阿尔都塞到复杂的系统》，千

石好郎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确立：后现代理论成立的背景》，盐川伸明的《形形色色马

克思主义思想的谱系——图谱形成初探》，今村仁司的《阿尔都塞：认识论的断裂》。这些著

述，既注重博采众长，也发挥了日本学者一贯注重实证考据的优势，不人云亦云。不仅介绍

了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

义，而且在多元决定论、行动的主体性、文化意识、人道主义与人性自由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见

解。如柄谷行人的《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开始，对马克思的主要

著作进行解读，希望恢复马克思的真面目，揭示马克思尚未被思考、被认识的内涵。他认为：

“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他们都是从‘肉体组织’所感知的缺乏

和无力性出发，并且从那里发现了表象、欲望及语言的生成。”[１１]只有发展到马克思时，

黑格尔才成为终结，无论是哲学还是美学。

　　与此同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研究者也在梳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美学

艺术的关联，如鹤见太郎的《柳田国男和他的弟子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民俗学者》，川口

武彦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堺利彦与山川均》，服部健二的《京都学派与马克思主

义——以“左派”的人们为中心》，田口富久治的《丸山真男与马克思的夹缝》。

　　此时日本学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相关的著作的翻译，依然热

情不减，主要有马克思的《艺术·文学·书信》，赫伯特·马尔库塞的《美的维度及其他》，马

丁·杰伊的《马克思主义与全体性：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的概念冒险》，马格利特·Ａ·罗兹的

《迷失的美学：马克思与前卫》，特里·伊格尔顿的《文艺批评与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

的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批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辩证法批评的冒险：马克

思主义与形式》，萨特的《哲学语言论集》，古斯塔夫·希博特的《美的断章》等。

　　由上述的梳理可以看出，日本战后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与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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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十年不同的取向，即不断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理论的功利性研究，超越线性接

轨式地套用马克思美学艺术思想，强调对社会现实政治理念的宣传、文艺创作活动的引领与

关照，而走向理性化、学术化。当下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西方美学、

艺术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西方美学众多学术流派中的一个学派，成为西方美

学多元研究中的一元，虽然其社会影响力没有上个世纪前三十年那样广泛、深入，但其在学

术研究进程中，学术的、理性的比重却大大增强，在学院派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价值也

日益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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