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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美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中华美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
□□金金 雅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今年两会的重点话题，发

展乡村文化成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热议内容。

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根基和厚重

母体，乡村人事物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学创作

的重要题材和素材。关注民瘼、赞美田园、书写农

事，成为历朝历代文人士子的基本生命体验和重要

审美取向，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乡土文学，也成为

中国文学体系的重要维度，涌现出众多文质俱佳、

流布后世的经典作品，对构建乡村文化和发展乡村

文明起到了浸润濡染的基础性作用和培植涵育的

功效。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我国农村农业的快速

发展，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一方

面是老中青三代作家各领风骚的创作队伍不断壮

大，另一方面是长篇中篇短篇多种形式齐头并进的

创作态势日趋强劲，涌现出包括贾平凹的《极花》、

格非的《望春风》、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关仁山的

《金谷银山》、付秀莹的《陌上》、李佩甫的《平原客》、

刘庆邦的《牛》、贺享雍的《乡村志》、沈洋的《万物

生》等一批优秀长篇小说，表明一些实力派作家将

主要精力投放在农村社会变革等重大问题上。与长

篇小说将创作触角用于状绘农村现实生活图景相

一致，近年中短篇小说创作也更多地摹写当下农村

物质领域与精神界域发生的深刻变迁，莫言的《天

下太平》、朱辉的《七层宝塔》、葛水平的《小包袱》、

迟子建的《空色林澡屋》、刘庆邦的《英哥四幕》、夏

鲁平的《吃喜儿》、曹多勇的《盖楼记》、陈集益的《驯

牛记》等作品，都是当下农村生活形态在文学创作

中的投影，均在文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反响，

这说明当代作家们正在致力于重建乡土文学连接

乡村生活的人文桥梁，力求获得一种新的时代观念

的引领和精神意识的支持。

尽管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取得了令人称道的佳

绩，但与发展乡村文化、满足新时代农民精神需求

的时代要求相比，无论在种类上还是在品质上，都

还存在着较大差距。一是当前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

没有与乡村振兴实践及时跟进。一些作家缺少适时

尚变的内在动能和自我张力，未能根据时代大势来

捕捉乡村振兴的生动场景；个别作家缺少积极推崇

新时代乡村精神价值的自觉意识，对乡村民众的意

愿与呼声缺乏密切关注和热切回应，对乡村文化发

展的深层意蕴开掘得不够系统、言说得不够深透，

仅仅满足于欣赏和捡拾乡村生活的鸡零狗碎和一

地鸡毛，因此，所塑造的文学形象局促黯淡，缺乏全面决胜小康的宏阔背

景和时代气息，一些乡村干部和村民形象被概念化和模式化，部分作品一

味迎合庸俗趣味、市场逻辑和西方世界对中国传统乡村的臆想，蓄意渲染

苦难、落后等负面因素；还有些作者沉湎于纯粹的“小我”天地，由个性化

遁入“个人化”，由“个人化”遁入“私人化”，玩耍技巧，迷恋叙事，令作品逐

步远离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逐渐闭隘萎缩并走向广大读者的反面。二是

农村题材小说在表达方式上过于通俗而在审美内涵上明显孱弱。农村题

材小说作为农民群众的重要精神文化产品，应从农民群众的文化接受能

力出发，力求为农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这就需要作家创作时接地气，注重

叙事的大众化和娱乐性，使作品更加雅俗共赏。但是，文学作品毕竟还具

有提升大众精神境界和审美情趣的功能，因此农村题材小说只有趣味性

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葆有高迈的社会价值、思想价值和高超的美学品位。

揆诸文学发展现状。不难发现一些农村题材小说作品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这一功能，放弃了深层的精神愉悦和思想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卡

塔希斯”效果，淡忘了传统乡土小说的意境悠远和耐人寻味，而是关注感

官反应和阅读便捷。三是嫁接西方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无视农民的接受

心理和欣赏习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创作深受西方后现代主

义文学思潮的影响，农村题材小说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后现代

主义文艺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之一。因此，坚持以习近平文艺思想为指

导、科学把握和正确处理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成为新时代农村题

材小说创作面临的重大课题。但从当今创作现状来看，开放姿态与借鉴风

范体现得过于浓烈而张扬，一些作品几乎全然抛弃了民族元素、民族风格

和民族气派，生搬硬套西方后现代派艺术表现形式，很难为农民群众所接

受与认同。

基于中国当代国情和未来发展做出的全局性考量和战略性决策，是

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举措和重要步

骤。当前，理论界和文化界对于乡村文化发展主要从文化资源开发、基础

设施建设、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等角度来思考和探讨，而很少从文学、美学

等精神文化层面来研究其路径。事实上，乡村文化发展既需要综合运用器

物、人才、制度等多种手段，又需要充分发挥文学的濡染和引领作用。农村

题材小说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维度，应置身乡村振兴的潮头，审视、提炼

和升华乡村振兴的文化精神、文化气度和文化关怀，推出有思想、有温度、

有品质的佳构妙作，满足包括农民群众在内的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

文化需求，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切实体现出新

时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真正价值。一是要传承乡土文学优良传统，创作

新时代农村题材小说的佳作。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关注农村、关心农业、

关爱农民成为现代作家的自觉追求，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农民形象构成小

说创作的优良传统。无论是《阿Q正传》《祝福》《春蚕》，还是《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暴风骤雨》《三里湾》，抑或《陈奂生进城》《乡场上》《许茂和他的

女儿们》《平凡的世界》，这些不同时代的优秀作品体现了文学关注农村变

迁、反映农村变革的特殊作用。党和政府对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关心与新

时代人民群众对乡村振兴题材作品的期待，要求广大作家更加悉心地描

摹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风貌，热情地讴歌新农村的历史变迁和新人物的思

想境界，不断推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这不仅是文

学自身发展的逻辑使然，也是农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二是要坚守神圣使命

和责任担当，描绘乡村振兴的绚丽画卷。在广阔新异的农村天地里，呈现

的已不仅仅是田垄沟渠、麦海稻浪，还有高楼大厦、现代工厂，奔波忙碌的

身影也不仅仅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民父老兄弟，还有来自境外的投资商、

城市的企业家、高校的大学生和机关的扶贫队。特别是经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涵育的发展意识、市场意识、创新意识在农村早已落地生根，新时代的

勤劳致富者、奔小康带头人、村民自治组织负责人等新农民形象层出不

穷，这与传统乡土文学作品里的艺术形象迥然有别。进入新时代的农村面

临着新形势新变化，这就要求广大作家要深度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本

质，及时反映新时代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精心创作具有

新时代中国农村特色、气派、风格并为读者青睐的优秀作品，努力为乡村

振兴奉献出精彩篇章。三是要秉持抑浊扬清的人文理念，坚守崇德向善的

价值取向。作为一个民族的美学纪念碑，文学作品是特定时代的形象表

达。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交错叠加的时代语境下，乡村

绝非记忆中的乡村，农民绝非被启蒙被唤醒的农民，农业也绝非单纯满足

解决温饱问题的农业，变动不居的“三农”现实为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

提供了新的资源。当代作家要立足于“三农”现实的文学诉求，站在农民群

众立场上观察生活、提炼素材、塑造人物，将乡村、农民和土地作为小说书

写、想象和状摹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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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史方位。。我们的文化与学术我们的文化与学术，，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在这个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来、、充满活力富有生机的时代充满活力富有生机的时代，，既要不忘初心既要不忘初心，，又要变革又要变革

创新创新；；既要珍视自身优秀的传统和已经取得的成果既要珍视自身优秀的传统和已经取得的成果，，不不

能妄自菲薄能妄自菲薄，，也需要直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也需要直面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开拓前行开拓前行，，

实现民族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民族传统美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以彰显以彰显

新时代精神的中华美学风范新时代精神的中华美学风范，，引领当代艺术发展与生活引领当代艺术发展与生活

实践实践，，引领社会风尚与文化思潮引领社会风尚与文化思潮，，推动中西美学的互鉴推动中西美学的互鉴

和中西文化的对话和中西文化的对话。。

一一

中国古代没有中国古代没有““美学美学””的理论概念和自觉的学科体的理论概念和自觉的学科体

系系，，但中华文化有着泛审美泛艺术的特点但中华文化有着泛审美泛艺术的特点，，形成了尚美形成了尚美

立美弘美的深厚传统立美弘美的深厚传统，，在世界文化与美学之林中独具特在世界文化与美学之林中独具特

色色。。但自但自20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纪下半叶以来，，我们一度对西方美学资我们一度对西方美学资

源过度崇信与依赖源过度崇信与依赖，，简单搬用西方美学的原理简单搬用西方美学的原理、、学说学说、、方方

法法、、立场等立场等，，使得唯西方美学是瞻的状貌和民族美学虚使得唯西方美学是瞻的状貌和民族美学虚

无的心态滋长蔓衍无的心态滋长蔓衍，，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中西美学中西美学，，各有自己的优长各有自己的优长。。西方经典美学以思辨西方经典美学以思辨

性性、、逻辑性逻辑性、、理论性见长理论性见长，，注重认识的注重认识的、、实证的等科学客实证的等科学客

观的方法观的方法。。中华传统美学则关注情感中华传统美学则关注情感、、诗性诗性、、价值等要价值等要

素素，，注重体验注重体验、、感悟感悟、、践行等主客合一的方法践行等主客合一的方法。。西方经典西方经典

美学以康德哲学的知情意三分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美学以康德哲学的知情意三分为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

它更关注的是美真的关联它更关注的是美真的关联，，关注外在的美的真理性关注外在的美的真理性。。中中

华传统美学华传统美学，，是在泛审美的文化与哲学背景上的生成是在泛审美的文化与哲学背景上的生成，，

有着浓郁的伦理情结有着浓郁的伦理情结，，更关注美善的关联更关注美善的关联，，关注美对人关注美对人

的意义的意义。。2020世纪初以来世纪初以来，，西方美学东渐西方美学东渐，，引入了真这个引入了真这个

新维度新维度。。2020世纪上半叶世纪上半叶，，中华美学发展进入第一个自中华美学发展进入第一个自

觉的理论建设期和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峰期觉的理论建设期和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峰期，，涌现出一批涌现出一批

迄今都堪称代表的美学大家迄今都堪称代表的美学大家，，如梁启超如梁启超、、王国维王国维、、蔡元蔡元

培培、、朱光潜朱光潜、、宗白华等宗白华等，，不仅引领了民族美学的现代风不仅引领了民族美学的现代风

范范，，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也产生了广泛的思想、、文化文化、、社会影响社会影响。。这些大家广这些大家广

纳中西纳中西，，融汇古今融汇古今，，关注现实关注现实，，关怀民生关怀民生，，普遍主张真善普遍主张真善

美的三维关联美的三维关联，，主张美对于人和人生的根本意义主张美对于人和人生的根本意义，，主张主张

超越纯艺术论的大美观超越纯艺术论的大美观。。由此由此，，初步奠定了中华美学的初步奠定了中华美学的

基本精神风范基本精神风范，，包括以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观包括以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观、、真真

善美贯通的美情观善美贯通的美情观、、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美境观等为代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美境观等为代

表的民族化美趣表的民族化美趣。。中华美学的这种民族风范中华美学的这种民族风范，，具有突出具有突出

的人文情怀的人文情怀、、诗性情韵诗性情韵、、现实精神现实精神、、美育向度美育向度，，体现了知体现了知

情意行相统一的人生论美学品格情意行相统一的人生论美学品格，，成为民族美学最具特成为民族美学最具特

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色和价值的部分之一。。但是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以西观中由于长期以来以西观中、、

以西论中以西论中、、以西证中的立场与方法以西证中的立场与方法，，使得我们对于自己使得我们对于自己

的美学资源的美学资源、、历史传统历史传统、、优秀精神优秀精神，，缺乏系统的整理与深缺乏系统的整理与深

入的提炼入的提炼，，中国古典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之间也缺乏有中国古典美学与中国现代美学之间也缺乏有

效的贯通与对话效的贯通与对话，，或泥于以西学之法介绍西方美学或泥于以西学之法介绍西方美学，，或或

简单以西学之法剪裁中国古典美学简单以西学之法剪裁中国古典美学，，其结果都导致对我其结果都导致对我

们民族自己的美学精神和美学风范视而不见们民族自己的美学精神和美学风范视而不见。。

中华美学风范中华美学风范，，是中华美学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是中华美学精神在理论和实践中的

呈现呈现，，代有绵延传承代有绵延传承，，时有创化发展时有创化发展。。今天今天，，推动中华美推动中华美

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的深度交融学风范与新时代精神的深度交融，，更好地发扬更好地发扬、、丰富丰富、、提提

升升、、光大民族美学的时代风范光大民族美学的时代风范，，切实介入切实介入、、指导指导、、引领当引领当

代美学代美学、、美育美育、、人生实践的发展人生实践的发展，，是民族美学在新时代面是民族美学在新时代面

临的重要课题和实际问题临的重要课题和实际问题，，也是中华美学大有用武的价也是中华美学大有用武的价

值所在值所在。。

二二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弘扬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应弘扬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

美风范美风范，，加强美学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导向加强美学的现实关怀和实践导向。。

中华哲学以人生关怀为内核中华哲学以人生关怀为内核，，富有浓郁的人生情富有浓郁的人生情

韵韵，，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范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范。。中华美学不尚以中华美学不尚以

美论美的纯理论思辨美论美的纯理论思辨，，不以对美的问题的纯理论探究和不以对美的问题的纯理论探究和

美学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为最高目标美学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为最高目标，，而是主张将美的而是主张将美的

理论贯穿于实践理论贯穿于实践，，强调审美活动强调审美活动、、艺术活动与人的生命艺术活动与人的生命、、

生活生活、、生存实践的合一生存实践的合一，，凸显了强烈的现实精神和突出凸显了强烈的现实精神和突出

的生存关怀的生存关怀。。中华美学的视野是开阔的开放的中华美学的视野是开阔的开放的。。它直它直

面广阔多彩的人生天地面广阔多彩的人生天地，，涵融了人与自然涵融了人与自然、、艺术艺术、、社会社会、、

自我之间创美审美的多维实践自我之间创美审美的多维实践，，在宇宙俯仰在宇宙俯仰、、时空纵横时空纵横、、

物我交融物我交融、、生命驰骋生命驰骋、、艺术涵咏中绵展与深味艺术涵咏中绵展与深味。。中华美中华美

学的概念命题往往不着美而言美学的概念命题往往不着美而言美，，追求超越小艺术和纯追求超越小艺术和纯

（（唯唯））美之阈限美之阈限，，崇尚审美品鉴崇尚审美品鉴、、艺术品鉴艺术品鉴、、人生品鉴融汇人生品鉴融汇

的大美气象的大美气象。。““大艺术大艺术”“”“大词人大词人”“”“大艺术家大艺术家”“”“人生人生（（生生

活活））的艺术化的艺术化””等概念命题等概念命题，，都是这种美学风范的体现都是这种美学风范的体现，，

非常富有中华民族的特点非常富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同时这些概念也有着深厚而同时这些概念也有着深厚而

普遍的人文底蕴普遍的人文底蕴，，有着穿越时空的鲜活强劲的生命力有着穿越时空的鲜活强劲的生命力。。

大美的风范大美的风范，，倡扬的是创美审美的实践主体不泥于倡扬的是创美审美的实践主体不泥于

自我小我之忧乐自我小我之忧乐，，不限于技巧形式之雕琢不限于技巧形式之雕琢，，逸出个人的逸出个人的

小世界和艺术的小天地小世界和艺术的小天地，，关注现实关注现实，，关怀民生关怀民生，，关爱天地关爱天地

万物万物，，关切人类宇宙关切人类宇宙。。人民情怀人民情怀，，民生关怀民生关怀，，都是新时代都是新时代

精神的重要方面精神的重要方面，，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新发也是中华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新发

展展。。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人民大众的美好生活，，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改善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改善，，

也包括基本人文素养的提升也包括基本人文素养的提升，，精神世界的丰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自然与自然

的和谐的和谐，，艺术化生活的普及等艺术化生活的普及等。。中华美学的大美风范中华美学的大美风范，，

在创美审美的视野在创美审美的视野、、立场立场、、方法方法、、趣味趣味、、取向等方面取向等方面，，都有都有

着积极的引领意义着积极的引领意义。。我们应该不断充实其新时代的新我们应该不断充实其新时代的新

内涵内涵，，发挥其提升当代生活发挥其提升当代生活、、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人格修养的独特人格修养的独特

价值价值。。

三三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光大真善美贯通的美情风应光大真善美贯通的美情风

范范，，突出美学的情怀担当突出美学的情怀担当。。

真善美相贯通真善美相贯通，，是中华美学与西方经典美学相区别是中华美学与西方经典美学相区别

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核之一的最为重要的理论内核之一。。以康德为代表的知情意以康德为代表的知情意

三分的经典理论美学范型三分的经典理论美学范型，，成为成为2020世纪中国美学现代世纪中国美学现代

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石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石，，整整影响了中国美学近百年的主整整影响了中国美学近百年的主

流形态流形态。。言即称康德言即称康德，，论即及无利害性论即及无利害性，，这在中国现当这在中国现当

代美学界实非鲜见代美学界实非鲜见。。由此由此，，不仅导致了对民族美学的诸不仅导致了对民族美学的诸

说说、、诸家诸家、、诸派所谓诸派所谓““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或或““非功利主义非功利主义””的简单的简单

划分与比附划分与比附，，也导致对民族美学的优秀精神视而不见也导致对民族美学的优秀精神视而不见，，

自卑虚无自卑虚无。。事实上事实上，，中华美学在美论问题上中华美学在美论问题上，，是很有见是很有见

地和特点的地和特点的，，由此也形成了对真善美关系思考由此也形成了对真善美关系思考、、论析论析、、表表

达的独特风范达的独特风范。。其中其中，，非常突出而有价值的一点非常突出而有价值的一点，，就是就是

主张真善美贯通的美情品格主张真善美贯通的美情品格。。美情的思想美情的思想，，在中华文化在中华文化

和美学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和美学中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国艺术和美学中国艺术和美学，，与西方与西方

艺术和美学相比较艺术和美学相比较，，在重情与重理上在重情与重理上，，自古就是以情为自古就是以情为

尚的尚的，，情的分量明显偏重情的分量明显偏重。。所以所以，，中国传统诗学自古就中国传统诗学自古就

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但中国古典艺术与美学，，讲情是讲情是

要以礼为规范的要以礼为规范的，，所谓节情导欲所谓节情导欲。。因此因此，，中国古典艺术中国古典艺术

与美学中与美学中，，也讲情理交融也讲情理交融，，这个理与西方式的科学理性这个理与西方式的科学理性

之理不同之理不同，，有着浓郁的伦理内涵有着浓郁的伦理内涵。。中国古典美学有个特中国古典美学有个特

别有名的命题别有名的命题，，就是孔子讲的美善相济就是孔子讲的美善相济。。中国古典美学中国古典美学

的主流是以善为美的内核和前置条件的的主流是以善为美的内核和前置条件的。。中国现代美中国现代美

学从西方美学吸纳了真的命题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学从西方美学吸纳了真的命题和科学理性的研究方

法法。。王国维第一个从现代学理意义上运用王国维第一个从现代学理意义上运用““美情美情””的概的概

念念，，但主要是在康德的理性论的立场上但主要是在康德的理性论的立场上。。此后此后，，梁启超梁启超、、

蔡元培蔡元培、、朱光潜朱光潜、、丰子恺等丰子恺等，，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美情美情””这这

个词个词，，但他们关于情趣但他们关于情趣（（趣味趣味））建构和情感建构和情感（（趣味趣味））教育的教育的

命题命题，，是对中华美情思想的重要推进是对中华美情思想的重要推进。。

美情的意趣是中华美学独特而重要的精神风范美情的意趣是中华美学独特而重要的精神风范，，在在

理论上予以提炼建设理论上予以提炼建设，，在实践中予以光大运用在实践中予以光大运用，，在今天在今天

具有突出的意义具有突出的意义。。审美艺术审美艺术，，人生统一的大美风范人生统一的大美风范，，其其

核心的理论基石乃是真善美贯通的美情论核心的理论基石乃是真善美贯通的美情论。。美情是与美情是与

康德意义上的无利害的粹情康德意义上的无利害的粹情（（美美））相区别的相区别的。。后者的理后者的理

论前提是思辨意义上的知情意三维的独立论前提是思辨意义上的知情意三维的独立，，由此也使得由此也使得

西方经典美学更多的是一种书斋中的美学西方经典美学更多的是一种书斋中的美学，，哲学的美哲学的美

学学，，思辨的美学思辨的美学，，静观静观（（心理心理））的美学的美学。。而中华美学的美而中华美学的美

情风范使其具有内在的实践意趣情风范使其具有内在的实践意趣，，知情意相贯通知情意相贯通，，以情以情

蕴真涵善蕴真涵善，，践之于行践之于行，，从而走向人自身的美化从而走向人自身的美化，，走向生活走向生活

的美化的美化，，走向实践的美学走向实践的美学，，美育的美学美育的美学，，人生论的美学人生论的美学。。

在艺术的层面在艺术的层面，，美情也与很多具体问题相关联美情也与很多具体问题相关联，，因为情因为情

始终是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始终是艺术的核心要素之一。。当然当然，，美情的理论与精美情的理论与精

神神，，其具体的展开其具体的展开，，从当下来说从当下来说，，还很需要理论上的拓还很需要理论上的拓

展展、、深化深化，，也很需要在实践中的运用也很需要在实践中的运用、、自觉自觉。。对原生的日对原生的日

常情感予以加工常情感予以加工、、改造改造、、提升提升、、完善完善、、传达传达、、表现表现，，养情养情、、涵涵

情情、、正情正情、、炼情炼情、、提情提情、、导情导情，，都是创美审美实践中的美情都是创美审美实践中的美情

之义之义，，也是美情的具体指向也是美情的具体指向。。这对于提高艺术与生活实这对于提高艺术与生活实

践的品格践的品格，，提升人自身的情怀提升人自身的情怀，，直面当下种种所谓消解直面当下种种所谓消解

本质本质、、悬搁价值的思潮冲击悬搁价值的思潮冲击，，建设新时代屹立于世界东建设新时代屹立于世界东

方方、、彰显中国智慧的文化精神与社会风尚彰显中国智慧的文化精神与社会风尚，，均有着现实均有着现实

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意义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理论意义。。

四四

新时代的中华美学新时代的中华美学，，应拓展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诗应拓展物我有无出入交融的诗

性风范性风范，，体现民族美学追求高趣至境的张力向度体现民族美学追求高趣至境的张力向度。。

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诗性传统中华文化具有突出的诗性传统。。它既不从纯粹思它既不从纯粹思

辨去寻求人生真理辨去寻求人生真理，，也不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也不向彼岸世界去寻求生命解脱；；

而是深深扎根于丰厚的生活土壤而是深深扎根于丰厚的生活土壤，，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又神往于高远超逸的

情趣境界情趣境界。。中华文化倡扬天人合一中华文化倡扬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物我交融、、有无相有无相

生生、、出入自由出入自由，，崇尚道法自然崇尚道法自然、、生而不有生而不有、、身与物游身与物游、、自在自在

自得自得，，从而构筑了既鲜活生动又高逸超拔的生命气象从而构筑了既鲜活生动又高逸超拔的生命气象，，

内蕴着温暖的人生情怀和深邃的诗意情韵内蕴着温暖的人生情怀和深邃的诗意情韵。。这种深蕴这种深蕴

内在张力的人间诗情内在张力的人间诗情，，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深刻影响了中华美学的精神风

范范，，突出呈现为以高趣至境为重要象征的诗性美观突出呈现为以高趣至境为重要象征的诗性美观，，凸凸

显了对物我有无出入关系的叩问与追求显了对物我有无出入关系的叩问与追求。。中华美学的中华美学的

诗性美观诗性美观，，既非功利亦非出世既非功利亦非出世，，既不因超拔功利而否弃既不因超拔功利而否弃

人间情味人间情味，，也不因关怀生存而庸俗媚俗也不因关怀生存而庸俗媚俗。。它以创造与欣它以创造与欣

赏赏、、物质与精神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群体、、有为与无为有为与无为、、

有限与无限的诗性张力之构筑有限与无限的诗性张力之构筑，，确立了审美主体与实践确立了审美主体与实践

主体合一的诗性命题主体合一的诗性命题，，超越了用和非用的直接对峙超越了用和非用的直接对峙，，将将

以无为精神体味有为生活的诗性价值追求以无为精神体味有为生活的诗性价值追求，，化衍为生命化衍为生命

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人生的终极意义，，由此由此，，不仅将创美审美的实践引向不仅将创美审美的实践引向

广阔的人生广阔的人生、、绚烂的生命绚烂的生命、、多姿的生活多姿的生活，，也将美的趣味和也将美的趣味和

境界确立为人生超拔境界确立为人生超拔、、生命升华生命升华、、生活提升之引领生活提升之引领，，形成形成

了高趣至境的价值向度了高趣至境的价值向度。。

““趣趣””和和““境境””，，是中华美学诗性风范的两个重要呈现是中华美学诗性风范的两个重要呈现

维度维度。。中国古典文论中中国古典文论中，，就有就有““趣趣””和和““境境””的运用的运用。。前者前者

主要指艺术鉴赏时的主体美感取向主要指艺术鉴赏时的主体美感取向，，更多与作品的美感更多与作品的美感

风格和主体的情趣指向相关联风格和主体的情趣指向相关联。。后者主要指艺术形象后者主要指艺术形象

的主客交融及其呈现的主体精神气象的主客交融及其呈现的主体精神气象。。两者都不是简两者都不是简

单地从形式或技巧品鉴艺术之美单地从形式或技巧品鉴艺术之美，，也不是把艺术中的诸也不是把艺术中的诸

元素分割开来作孤立的赏鉴元素分割开来作孤立的赏鉴，，而是强调一种整体观而是强调一种整体观，，将将

作品与作者作品与作者、、客体与主体融为一体客体与主体融为一体。。由此由此，，““趣趣””和和““境境””

在中华传统美学中在中华传统美学中，，也逸出了艺术的小天地也逸出了艺术的小天地，，指向了涵指向了涵

育作者和作品的广阔生活育作者和作品的广阔生活，，把作者和作品背后的人生把作者和作品背后的人生，，

纳入了自己的视域纳入了自己的视域，，成为勾连美成为勾连美、、艺术艺术、、生活的独特的民生活的独特的民

族美学范畴族美学范畴。。2020世纪世纪，，中国现代美学大家中国现代美学大家，，如梁启超如梁启超、、

朱光潜等朱光潜等，，都尚都尚““趣趣””，，把把““趣趣””和和““味味”“”“情情””相联系相联系，，特别特别

是与是与““情情””的联系的联系，，有力推动了有力推动了““趣趣””范畴的理论提升范畴的理论提升。。

王国维王国维、、宗白华等宗白华等，，则尚则尚““境境””，，把把““境境””与与““意意”“”“界界””相联相联

系系，，特别是与特别是与““界界””的联系的联系，，也推动了也推动了““境境””范畴的理论提范畴的理论提

升升。。““情趣情趣””和和““境界境界””成为成为20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

两大核心范畴两大核心范畴，，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展现了中华民族在那个血与火的年代，，

对高趣至境的精神风范的诗意追求对高趣至境的精神风范的诗意追求，，一种超逸的人格一种超逸的人格

风韵和超拔的生命姿态风韵和超拔的生命姿态。。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和诗意中华美学的诗性特质和诗意

向度向度，，历经千年的发展历经千年的发展，，有丰富的表述有丰富的表述，，相关概念相关概念、、范范

畴畴、、命题命题、、内涵内涵、、旨趣等旨趣等，，也有具体的演化也有具体的演化。。但但““趣趣””和和

““境境””，，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感向度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美感向度，，则一直具有则一直具有

鲜活的生命力鲜活的生命力。。高趣至境高趣至境，，是中华艺术和人格代代传是中华艺术和人格代代传

承的风范和标杆承的风范和标杆，，在今天在今天，，也应与新时代的精神风尚相也应与新时代的精神风尚相

联系联系，，着力充实发展其内涵着力充实发展其内涵，，积极发挥其精神层面的导积极发挥其精神层面的导

引意义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