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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明观的分野与交融
程圣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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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旨在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克莱夫·贝尔所代表的 20 世纪资产阶级精英文明观之间的异同，

并剖析这些差异所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理论背景，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两种文明观的核

心观点、价值取向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阐释。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着重强调文明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

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紧密关联，而贝尔的文明观则更多地聚焦于精神层面的文明特质，尤其是对文化艺术审

美独立性与精神追求的崇尚。这两种文明观的差异不仅体现了对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

会内部的文化矛盾与张力的结论。此外本文进一步探讨了这些差异对当代文明观构建的启示，强调在全球化背景

下，构建具有中国特点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文明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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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不同的思想家以其独特的视

角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们揭示了文明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他们几乎处在同一时代，但

由于所处地域和学术背景的不同，二者的文明观及思想

体系差异甚大。马克思的文明观根植于唯物史观，深刻

揭示了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规律；而克莱

夫·贝尔的文明观则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探索，强调文化

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这两种文明观

念不仅在理论上差异显著，在实践中也对各自时代的社

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探讨二者文明观的分野与交融，

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二者文明观与思想体系，更能

够为我们提供多元的视角来审视当下文明发展的复杂

态势。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

互鉴日益频繁，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日益凸显。“从

文明观的视角出发,‘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深刻洞察

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展现了积极应对多元文化和全

球化复杂历史进程的负责任立场。”如何在尊重不同文

明差异的基础上，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同

发展，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与克莱

夫·贝尔的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通

过深入研究两者文明观的异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文

明的本质和特征，更好地“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从而推动构

建多元、包容、和谐的文明观，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和进

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文明观差异的根源

1.1 社会历史背景的差异

社会背景的差异是造成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

明观不同的首要原因。马克思生活在 19 世纪的德国和

英国，这一时期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社会矛盾日益

尖锐的时期。工业革命的推进使得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提升，但同时也加剧了社会阶级分化，工人阶级与

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促使

马克思去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进而形成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其文明观

从属于他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强调文明的实践性、社

会性、历史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紧密联系。相比之

下，克莱夫·贝尔生活在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英国伦

敦。这一时期，工业革命已经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变革，

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使得人们开始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

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和文化的普及，人们对艺术、文化、

哲学等领域的兴趣日益浓厚。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贝

尔提出了代表布卢姆斯伯里群体的精英主义文明观，强

调精神层面的文明特质，尤其是对文化艺术审美独立性

与精神追求的崇尚。

1.2 学术传统的差异

马克思的文明观建立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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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形成

了唯物史观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在马克思看来，

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物质生产方式和精神文

化的统一体，因此他的文明观自然强调文明的实践性。

而贝尔的文明观则更多地受到布卢姆斯伯里群体的影

响，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持蔑视态度，他的文明观

是精英主义的，加之其作为形式主义艺术批评家的另一

重身份，因此在贝尔看来，文明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

累或社会制度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

观念和理性思考方式，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探索，强调

文化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

1.3 目的性的差异

二者建立文明观的动机与出发点也是造成两者文

明观差异的重要原因。首先，马克思的文明观是为了揭

示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物质基础，为无产阶级革命和

共产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指导，他认为文明是物质生产方

式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和进步

状态，强调文明与物质生产实践的紧密联系。而贝尔研

究文明观的目的则是为了揭示文明社会的精神面貌和

文化特质，为当时的社会提供文化批判和指引，他认为

文明是融汇了人类高度价值判断的、纯粹精神上的复杂

概念。因此他的文明观更侧重于精神层面的探索，强调

文化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贝尔由于社会背景、学术传统

以及出发点等因素的不同导致其文明观念存在显著差

异。然而尽管两者文明观存在诸多差异，但在对人本身

的关注上、对理性的重视和对文明多样性的认可等方面

又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共性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两者文

明观交融的契机。

2 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明观的异同

2.1 对文明本质理解的差异

首先，二者文明观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文明本质与

特征的理解上。马克思的文明观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

成部分，深刻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动力和发展规律。在

马克思看来文明的起源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紧

密相连，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是文明产生的重要

前提之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城乡

之间的对立开始出现并逐渐加剧，这种对立不仅推动了

社会结构的变化也促进了文明的发展。文明的本质在于

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

的积极改造和适应，它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是精

神财富的创造和传承。因此马克思认为文明是一个反映

物质生产成果和精神生产成果的总和，它标示着人类社

会开化状态和进步状态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

之前,文明形态多呈现出阶段性、地域性特征,“只有当

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才进

入资本主义文明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

而贝尔则更多地从精神层面来理解文明，认为文明

是融汇了人类高度价值判断的、纯粹精神上的复杂概念。

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主要体现在《文明》一书中，他

强调“价值观念和理性思维是高度文明的特征”，该著

作为我们理解现代工业社会下的人类文明状态提供了

新的视角。贝尔认为文明社会是一个尊崇真理、爱好艺

术、个性自由的地方，他强调文明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

累或社会制度的完善，更重要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价值

观念和理性思考方式，这种文明观超越了表面的物质繁

荣深入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核心。他指出生产的发展和

社会分工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必要条件，随着生产力的

提升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人类逐渐从原始的生存状态中

解脱出来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这种需求

推动了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高速发

展的工业社会虽然带来了物质生活的便利，却也滋生了

市侩气和功利主义的观念，人们在生活上极尽享乐精神

却匮乏不堪，他在书中指出“以机器发展水平去衡量文

明高低”是错误的行为，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并不等于文

明的国家。他认为工业社会虽然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

却忽视了人类精神世界的需求。在贝尔看来工业文明的

危机在于其过度追求个人利益和经济效率，而忽视了人

类作为精神存在的本质，这种危机导致了人们精神上的

空虚和迷茫，因此他呼吁人们关注精神层面的追求以实

现真正的文明进步。

此外，贝尔特别强调了艺术批评在文明发展中的重

要性。他认为艺术批评家作为精神领域的管理者有责任

唤起人们对美好精神世界的记忆，艺术批评不仅能够提

升公众的品味，还能实现个人精神的完善进而推动社会

文明的进步。贝尔认为艺术是文明的最高形式，因为艺

术具有超高的审美属性，超越了物质生活的束缚追求纯

粹的精神享受。观众在欣赏艺术作品时会产生审美感情，

这种感情是超越日常生活情感的，是纯粹无功利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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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他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在文明发展中的独立性和审美

价值。“文明时代的理性抛弃肤色和种族等偏见”“任

何国家都应该容得下智者，贤者必定四海为家，由此可

以看出贝尔认为真正的文明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个性

自由发展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的歧视，公众与艺术家

有着共同的审美基础。且他强调个人自由是文明社会的

重要标志之一，认为只有当人们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

艺术和精神上的满足时文明才能真正得以彰显，这体现

了贝尔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由精神的崇尚。

其次，在文明发展动力的认识上二者也存在明显分

歧。马克思认为推动文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资本主义社

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

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不断调整和完善

以适应生产力的要求，这种调整和完善的过程就是文明

进步的过程。他认为文明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历史规律

从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再到文明时代是一个不断进化、

不断革命的过程。在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度上他既肯

定了其历史进步性又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资

本主义文明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

进步，但其本质仍然是剥削和压迫劳动者的文明形态，

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来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导

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马克思

主义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共产

主义社会中将彻底消除剥削和压迫现象实现社会财富

的公平分配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共产主义社会还将

极大地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人类文明的更

高形态。而贝尔认为文明的发展动力来源于艺术与审美

的创新，他强调艺术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在推动文明进

步中起到关键作用，认为文明的规律是一种充满偶然性

与不确定性的艺术创造过程，物质生产基础并不作为文

明的特征之一，这与马克思的观点差异甚大。

2.2 二者共性：强调理性与文明的多样性

然而尽管两者在文明本质、发展动力等方面存在显

著差异，但皆强调理性和文明的多样性，这些共性为我

们理解两者文明观的交融提供了可能。

首先，马克思认为理性对文明的发展具有指导作用，

他认为通过理性分析可以揭示文明发展的社会动力和

历史规律，通过理性分析指导未来社会发展的走向，共

产主义文明将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彻底消除资本主义

文明的矛盾性和对抗性，消除私有制消灭剥削和两极分

化。与此同时，贝尔在著作中也强调理性至上是文明社

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他认为文明社会中的理性表现为生

动活泼的求知欲和对任何话题的开放讨论，二者观点中

皆体现了对理性在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其次，在马克思与贝尔的文明观中皆强调了文明多

样性。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在文明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这些文明形态虽然存在差

异但都具有共同的本质和规律。马克思指出国家是最显

著的文明体，但国家和文明形态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国

家在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文明形态也有同一个文明形态

跨越不同国家的情形。此外，马克思认为不同文明之间

的交往、交流与互鉴不仅是“民族史”“地域史”向

“世界历史”转化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文明发展冲破

地域狭隘性向更高形态发展的前提和条件。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深刻论述了劳动实践对于人类文

明和历史进步的伟大意义，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

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

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因此，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可以促进文明的共同发展。

在贝尔的论著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文明的多样性

一词，但贝尔以切实的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证实了他的

宏大艺术观与文明观，在他的所有著作与展览策划中无

一不体现出对发展文化多样性的提倡。例如，贝尔所在

的布鲁姆斯伯里群体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对待中国

文化最为友好的群体之一，对中国艺术有着浓厚兴趣，

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去接纳中国文化。贝尔以形式主义艺

术理论来探究中国传统艺术，将东西方艺术之精华提炼

出来，减少了中国艺术对于西方观众的异质性，认为中

国传统艺术能够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代表，为西方

研究中国艺术提供了阐释工具。在他们的大力推动下，

中国艺术中独特的线条与留白进入到现代主义画家们

的视野中，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也被西方现代批评家们逐

渐熟知。

此外，二者都强调了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是文明的

价值旨归，马克思认为文明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类的整

体利益与长远福祉，促进人的个性解放与潜能发挥。贝

尔也强调文明社会应该是一个允许个性自由发展的地

方，都体现了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由精神的崇尚。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在核心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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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既存在显著差异又具有一定的共性。这些差异和共性

为我们提供了多种理解文明、审视文明发展的视角。在

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我们应该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

审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

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以实现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

3 研究二者文明观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社会马克思主义与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

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文明

发展规律的科学框架和指导社会实践的理论武器，通过

对二者思想的对比研究对当下文明观的建设以及当下

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作用，具体如下：

3.1 对社会发展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

性作用，认为文明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与

长远福祉。这种观点在历史上推动了无数社会变革，激

励人们追求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它鼓励人们通

过改变生产关系来释放生产力，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

发展。“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

义利相兼,义重于利，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侧重于文明的

社会价值与人文关怀，认为文明的发展应当服务于人类

的整体利益与长远福祉。这要求我们在与世界文明的对

话中世界各国要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平等对话、

互利共赢，有助于我们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推动社会

的和谐与进步，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实现人类命运共同

体。

克莱夫·贝尔文明观则强调艺术与审美的独立性，

他认为社会教育“宁愿要通才教育而不要技术教育，即

如何选择生活而不是如何获利思维教育，这才是高度文

明的另一种表现。”这种观点认为文明的价值在于提供

一种超越物质生活的精神寄托与审美享受。他鼓励人们

追求纯粹的美感与精神上的满足，丰富了人类社会的文

化内涵。贝尔倡导文明社会的宽容态度和理性至上为我

们提供了建设文明社会的理念指导，在文明社会中我们

应该尊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以及他人的生活方式，同时

我们也应该强调理性至上、追求真理推动社会的文明进

步，贝尔的文明观鼓励人们追求纯粹的美感与精神享受，

这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与审美素养，推动社会的

文化繁荣与创新。

这两种不同的文明观在人类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

上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更注重社会的整

体进步与公平正义，而克莱夫·贝尔文明观则更注重个

体的精神追求与审美体验。通过两者文明观的研究，可

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多元化的视角与思路，促进社会的全

面发展与进步。

3.2 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形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

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

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

越文明优越。”我国作为全球文明倡议第一个“共同倡

导”的“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它代表着一种全球治

理方案和现代化思路，要求要文明互鉴、尊重文化的多

样性，不同文明和谐共生，这与二者的观点高度吻合。

马克思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克

莱夫·贝尔文明同时强调了艺术的独立性与自主性，认

为艺术的发展并不完全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这种观

点为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贝尔提出的“艺术

是有意味的形式”为不同的艺术找到共同性，推动了文

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种文明观虽然存在差异，

但共同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形成了丰富

多彩的文化景观，不仅丰富了人类的精神世界，也为社

会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通过对二者思

想共同性的把握有利于建构在文明互鉴的基础上对于

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意义。

3.3 有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观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日益频

繁，但也面临着文明冲突和文化霸权等挑战，“深化文

明之间的交流合作已然成为人类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

是文明发展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为了应对这些挑战

我们需要在吸收二位思想家的文明观基础上去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包容、和谐的文明观，“以文明互

鉴超越文明冲突，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各版本的文明叙

事提供了实践遵循”。具体来说，首先应该尊重文明多

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国为国际社会

提供的公共产品,汇聚的是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

给世界带来的是繁荣稳定的巨大红利,创造的是扎扎实

实的民生福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

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可以促进文明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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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国际局势要求我们更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来审

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之间

的平等对话和交流合作以实现全球文明的繁荣进步、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其次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文明风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

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我们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推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价值认同

和行为规范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最后，

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构建与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来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为实

现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力量。

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文明观的深入对比

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者在核心观点、价值取向及社

会影响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和共性。马克思的文明观强调

文明的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及其与物质生产实践的

紧密联系，揭示了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历史规律；

而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则更关注精神层面的文明特

征，侧重于文化艺术的审美独立性与精神追求，提供了

独特的文化批判和指引。两者文明观的差异不仅体现了

对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

文化矛盾与张力。然而，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我们能够从

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和理解文明的发展，为构建多元、包

容、和谐的文明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全球化背

景下，文明交流互鉴日益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

要力量。

马克思与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为我们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

积极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共同发展，为实现

人类文明的繁荣进步贡献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

借鉴克莱夫·贝尔的文明观，注重文化艺术的审美独立

性和精神追求，提升个体的精神境界和审美素养，推动

社会的文化繁荣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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