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

若
非
妙
手
偶
得

若
非
妙
手
偶
得
，，必
然
独
具
匠
心

必
然
独
具
匠
心

——
——

评
张
旻
昉
的

评
张
旻
昉
的
《《
文
艺
民
俗
学
视
野
下
的
马
识
途
创
作
研
究

文
艺
民
俗
学
视
野
下
的
马
识
途
创
作
研
究
》》
□□
邱
明
丰

邱
明
丰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作为观念
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
产物。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
的源泉”。人民的社会生活是鲜活、多维、丰富的，作家对社会
生活体验和理解的深度决定着文艺作品的高度。在这样的创
作思想指导下，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创作了许多包含浓郁民
族民俗特色的优秀作品，百岁高龄仍笔耕不辍的马识途先生
便是其中一位。

正如四川大学李怡教授所言，马识途是位有张力的作者，成
绩斐然。他在创作文学作品时十分重视受众的要求，希望能够写
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不仅仅是抒发个人的胸臆。
马识途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主要在我国的西南地区，对西南地区
特别是四川的民风民俗极为熟悉。他的文艺作品中，尤其小说中
所体现出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源于他孩童时就生活在极具
四川风味的民俗环境中。吃火锅、坝坝宴以及“吃讲茶，断公
案”的地方习俗，摆香案、请喝酒、烧纸钱的民间风俗，婚俗、丧
葬、寿礼、祭祖等民俗活动，都深深镌刻在他的记忆中，成为他
文艺创作中充满活力的血肉。而且，马识途注重将富有民族和
地域特征的民俗材料，以“摆龙门阵”的叙述语风，运用于小说
的内容和形式之中。他擅长将一些蕴含四川地域特色的意象、
故事情节和叙述穿插在一起，不仅表现出浓厚的地域审美特
色，还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思考。因此，从文艺民俗学角
度对马识途先生的文艺创作进行研究，对进一步阐释其文艺作
品是大有裨益的。

张旻昉的《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马识途创作研究》一书娴熟
地运用目前国内文艺民俗学的研究成果，重点从文艺民俗审美
这一视角切入，对马识途文艺作品的民俗书写进行学术观察。全
书共分为四个章节，首先从文艺创作民族化问题阐述了文艺民
族化与民俗审美之间的关系，揭示出马识途文艺创作民族化的
审美价值；继而从民族审美心理结构、民俗意象、民俗结构及川
味语言四方面论述了马识途文艺创作中的民俗表达。著作将马
识途文艺作品中体现出的民族性格、民族审美趣味以及独特的
民族审美情感活动与其深刻的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分析蕴含
其中的崇高美学风范，对读者理解民族精神和作品世界的构成
提供有益帮助。同时著作还深入分析了马识途文艺作品中的民
俗背景以及由民俗风物构建起的民俗生
活画卷，阐释其中所体现出的民族情思。
其中极富意味的是作者专章论述了马识
途小说中的“茶”及茶馆，在茶趣、茶人
之中展现了作者特有的民俗叙事视角，
体现了民俗生活审美意趣。作者还将之
与另两位川籍作家李劼人、沙汀笔下的
茶馆加以对照比较，展示出不同的功能
性主题意义。在内容分析之外，著作还
重点聚焦到语言及结构形式上，对马识
途文艺创作中的结构及情节设置、叙事
语言及幽默讽刺的叙事风格等逐一赏
析，揭示其“摆龙门阵”的语言风格，指出
有别于其他四川本土作家的独特文化艺
术特色。

张旻昉是系统研究马识途文艺创作
的青年学者。她在《文艺民俗学视野下的
马识途创作研究》中，从文艺民俗审美这
一视角展开对马识途先生作品的剖析，
视角独特。著作分析系统而深入，显示出
作者厚实的理论积淀和广阔的研究视
野。系统的文本细读更使得她在研究中
能够对研究素材调度自如、信手拈来，与文艺民俗理论相互印证。文字表达严谨又不乏
理趣，不失为一本适合马识途作品爱好者和研究者阅读的好书。

理论与文本的相向而行，是有助于形成中国特色的文本阐释路径的。这本学术专著
的作者认为，就文艺创作本身而言，无论是厚积薄发，还是妙手偶得，都需要用心推敲、
用情打磨，生动表现出创作者的理念、兴趣、情志等，在审美视角、叙述技巧、表现方式上
彰显出应有的民族气派，而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文艺作品本身是否建立在扎实社会
实践的基础上。文艺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象符号，必须要有独特的标识性，否则就没
有生命力。而这个所谓的独特的标识性，需要切实在民俗细节中进行挖掘和展示，唤醒
读者的认同感，作品才会在经久不衰的口碑相传中，沉淀于历史的脉动与社会变革的底
蕴中，成为经得起时间和人心考量的经典之作，甚至成为时代的精神坐标和民族的集体
记忆。这样的观点我亦非常赞同。真正优秀而经典的文艺作品，绝非人云亦云、粗制滥
造，甚至抄袭模仿、千篇一律，只写一己之悲欢，脱离大众也脱离实际环境。脱离了实际
的无根之作，徒有文学之名，并无文学之本，失去了文艺形式应有的素质功能和艺术品
格，缺乏文艺的原创性和创新性，更本质的是缺乏对人生价值及文化观的实践性表达，
缺乏对广大人民大众的崇敬和对生活的热爱。这是我们从马识途等老一辈作家身上所
感悟到的。

（作者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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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观、群、怨”见于孔子《论语·阳货》：“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
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名。”此处之“诗”，乃是指经孔子自己删定编辑并作
为教材的《诗经》三百篇。由于《诗经》中的诗与后
世之诗只存在某些形式的差异，并无本质区别，所
以，孔子所论可视为基本的美学判断，乃中华美学
精神的重要构建。

对于孔子的“兴观群怨”四字之含义，后人多有
注疏。如魏何晏《论语集解》中，引孔安国：兴，“引
譬连类”；引郑玄：观，“观风俗之盛衰”；引孔安国：
群，“群居相切磋”；引孔安国：怨，“怨刺上政”。宋
朱熹《四书集注·论语集注》中，将“兴、观、群、怨”注
为：“兴，感发志意；观，考见得失；群，和而不流；怨，
怨而不怒。”可以看出，在具体理解上有些差异，但
总的共识在于，“兴观群怨”乃是对文学社会功能的
揭示——兴为情感作用，观为认识作用，群为凝聚
作用，怨为批判作用。

从“兴、观、群、怨”看文学艺术的
社会功能

从这四个作用或者功能的表述来看，“兴观群
怨”对中华美学精神的第一个贡献在于，就中华美
学精神而言，在孔子的时代，中国人对文学艺术社
会功能的认识是全面的而非片面的。

须知，《诗经》中的作品只是当时的诗歌写作范
式，如果展开整个中国诗歌史，无论从诗歌的内容
还是从形式说，这种范式都是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的。比如仅就诗歌的情感表达而言，后来唐宋的李
白、苏东坡诗词中的狂放细腻显然在总体上要超过
《诗经》中的篇章。如果展开整个文学史，那么这种
局限性就更大了。如“诗可以怨”，诗三百篇自然可
以证明这一功能的存在，著名诗篇如《硕鼠》，全诗
将统治者视为老鼠，贪得无厌而寡恩，进而表现下
层民众对其愤恨之情。可是这毕竟是一种有限性
叙述，角度不够广阔，只有在后来叙事文学发达起
来以后，“诗可以怨”的功能才充分展现出来。“诗可
以观”亦是如此。只有在后来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
中，文学的百科全书功能才得以展示，马克思就说
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
义小说中得到的东西，比从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那
里得到的还要多。

正因为诗三百篇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兴观群
怨”的美学贡献才显得异常突出，因为这一理论突
破了创作实践的限制，以微观见宏观，以单一形式
功能窥见未来整体的功能，体现了一种形而上的哲
学意味。当今天的《文学概论》在系统性地论述文
学艺术的审美作用、认识作用、教育作用时，不要忘
了孔子的“兴观群怨”之超越性。

当然，由于孔子在“兴观群怨”之后又写了一句
话，“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就冲淡了“兴观群怨”
的全面性，变成了对诗歌的单一性功利化要求，把
诗歌理解为解决人伦纲常关系的工具。后来的《毛
诗序》发挥为：“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
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把话说到这个程度，可
能与东汉经学家对这个文本的修改有关，当时的儒
学已经赤裸裸地为王权统治服务，西汉初期毛苌的

论点被加以符合时代特征的篡改是可能的。于是，
孔子论诗的观点被冠之以“诗教”，即通过诗歌的学
习传授使人成为社会需要的人。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社会所需要的人就是遵守
规范的人，忠君孝父。《礼记·经解》中说了孔子对
诗、书、乐、易、礼、春秋六经之作用的看法：“其为人
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
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是孔
子诗教中所谓“思无邪”、“归于正”之意。显然，从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
伦，美教化，移风俗”，再到“为人温柔敦厚而不
愚”，孔子的“兴观群怨”论由全面的审美功能论走
向了片面的工具论，导致了中华美学精神的一次资
源浪费。

以“诗可以兴”为首位：遮蔽不了
的审美真谛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问题又回到“兴、观、群、怨”
原初论述本身，会发现期间经历了一次解构与颠覆，
就是说，“兴观群怨”论其实本来就内含反工具论的指
向，因为，“兴观群怨”论的全面的审美功能不是一种
外在拼凑，而是由内在的结构所决定的，就是说，从内
在结构说，“兴观群怨”论本来就没有把工具论置于首
位，审美情感才是“兴观群怨”论的首要结构因素。可
以说，将审美情感作为审美对象（作品）的首要结构，
这是中华美学精神的第二大贡献。

事实上，“兴观群怨”论的原初文本就是把“诗
可以兴”作为四个“可以”之首的，阐释者不应妄自
倒置。当然，这里又涉及对“兴”的理解问题。关于

“兴”的解释是有难度的，朱自清先生说这个问题是
“缠夹不清”，“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越说越糊涂”。
尽管如此，依据逻辑和实际使用，还是可以求得一
定共识的。比如，将“兴”解释为诗的起句、起情、譬
喻、托喻等意思，当然符合诗经六义之说。但是，此
处如果只是指写诗的手法，为什么后面的观、群、怨
都是指功能与效果呢？这在逻辑上就有问题。

而从词义上说，“兴”的本义为兴起，引申为人
的情感的激发。《孟子·尽心下》中就称圣人为“百世
之师”，“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
也”。这里的兴起就是因感动而奋起。《世说新语·
赏誉》有一句是“然每至兴会，故有相思”。这里的

“兴会”就是指高兴的情感。
而在写诗与读诗的过程中，兴起的主体是人，

而人在精神生活中的兴起当然是精神本身，而不是
生理活动。就是说，“兴”只能是一种情感的兴起、
兴会、兴发感动，而不只是一种创作手法。由此，后
来者言诗，对“兴”的理解和重视远超过六义中的

“赋比兴”之含义，例如：
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曰：“气以实志，志以

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叔夜俊侠，故兴高而
采烈”。其“吐纳英华，莫非情性”就是指作品之华
美来自于人的内在情性，由此才有叔夜（嵇康）性格
豪爽，故文章“兴高而采烈”，兴高即情感高涨，采烈
即辞采犀利。

宋严羽《沧浪诗话》云：“诗者，吟咏情性也。盛
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
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

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严羽在说过“诗者
吟咏情性”后，马上接着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这
里，“吟咏情性”无疑是“兴趣”的基本含义。

明谢榛《四溟诗话》云：“凡作诗，悲欢皆由乎
兴，非兴则造语弗工。”清吴雷发《说诗菅蒯》也
说：“诗固以兴之所至为妙。”清焦循《毛诗补疏
序》云：“夫诗，温柔敦厚者也。不质直言之而比
兴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务胜人而务感人。”今
人南怀瑾先生在《论语别裁》中，便将“兴”解释为

“排遣情感”。可见，把“兴”看成艺术创造的真正动
因，承认审美情感是审美对象的第一结构，并非个
别见解。

由是观之，“兴观群怨”论把“兴”列为首位，并
非随意为之。乃是因为，“兴”为后面的“观、群、怨”
之前提条件，当人们面对诗的时候，这个对象必须
是诗，而诗之发生就在于作者以情入诗，读者因诗
生情，这就是“诗可以兴”之真实含义。一个读者在
欣赏诗歌包括一切艺术作品时，只有当他感觉到并
沉浸入种种人生体验，从而激发自己的情感时，然
后才会发生“观、群、怨”的功能。倘若不能发生情
感体验，不能“兴”，那么就会弃之不顾，后面的“观、
群、怨”功能便无从谈起。这就是审美对象的结构
功能，“兴”的首要排序是不可更改的，无论出于多
大的功利要求也不能改变，因为改变了就不是诗，
不是诗就无所谓“兴观群怨”了。

任何思想都有自己的时代局限性。一方面，孔
子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安人心而立秩序确实是当
时社会的内在需要，将《诗经》立为整合人心的教材
便适应了这一需要，于是诗教大行其道，工具性要
求遮蔽了诗歌本身的审美本性。另一方面，《诗经》
的时代是文学成熟、成型、多样化的前史时代，甚至
文史哲还混为一炉，尚未分家，也就是文学的非自
觉时代。人们真正认识到文学的审美本性，欲待另
一个时代的到来，即魏晋时代的到来。

1975年5月至9月，毛泽东就魏晋文化问题进
行了一系列谈话，其中就谈到：曹丕的《典论·论文》
和陆机的《文赋》，标志着文学创作新的里程碑和文
学理论发展中质的飞跃。《文赋》的“诗缘情而绮
靡”，更揭示了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大大地发展了

“诗言志”的简单口号。
毛泽东当然知道，自先秦以来，“诗言志”的口

号就有简单化倾向，排斥了文艺的情感性基本特
性，这是与儒家的诗教（经学之重要内容）有关系
的。而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解决了这个
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诗缘情而绮靡”不过是恢
复了“诗可以兴”的第一因素地位而已。

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完全肯定这个基本观点
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人
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
己。”所谓“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这一判
断，最适用的就是审美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人作
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是一个受动的存在物；
因为它感到自己是受动的，所以是一个有激情的存
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
力量。”离开激情、热情，那种“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
肯定自己”的审美活动便不复存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上接第1版）
据悉，作家出版社未来将在出版流程各环节全面提

升“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征稿水准和执行效果：
——在拓展作者资源方面，将加强与重点作者的定

向沟通，注重发掘有朝气、有潜力、有阅历、有泥土气息与
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和网络作家，鼓励、支持、引导他们
成为新时代文学精品创作的有生力量。

——针对来稿作品展开质量提升计划，采取多种模
式对作品进行分类指导、打造精品。例如，主题符合要求、
创作水平不错但时间跨度长的作品，要有侧重点，加重当
代分量，突出新时代；题材符合要求、创作稍显稚嫩但有
挖掘潜力的作品，要加强指导，扣准主题，调整构思，优化
素材，探寻亮点，丰富内容；符合要求基本成型的作品，要
精益求精，通过改稿会、研讨会等进一步提升优化。

——进行影视改编和孵化，推动创作计划成果融合
发展。针对能够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形成重要文化现象、
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优秀作品，推动其向影视、戏剧、网
络音视频等文艺形态和传播介质的IP转化，不断强化文
学作品知识产权的深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开发利用。通
过加强文学与新媒体新业态、新技术的交融交汇，推动创
作计划成果充分释放文学潜能和价值，持续提升文学传
播的影响力和到达率。

——通过国家对外翻译项目及版权代理机构，大力
推动创作计划成果“走出去”，实现图书出口、达成版权贸
易，利用国外出版机构推出外语版本，用本土语言向当地
读者传播中国“山乡巨变”的感人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路英勇还介绍说，围绕与“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有关的作者、作品和涉及的故事原型等，作家出版社
各部门将通力合作，不间断推出融媒体创意产品，分时
段、跨平台、多圈层、分众化推送，持续为创作计划成果市
场影响加热升温，充分挖掘创作计划成果的价值，形成多
介质产品集群效应和品牌效应，充分释放创作计划的巨
大能量，取得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重收获。

本报讯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山东文艺出版社和山东书城主办的“英
雄和乳娘：留在大地上的芬芳——铁流、赵
方新长篇纪实文学力作《烈火芳菲》分享会”
在济南举办。山东省作协主席黄发有、副主
席孙书文，以及该书作者铁流、赵方新围绕
本书分享了胶东土地上的尘封往事。

《烈火芳菲》是铁流和赵方新的长篇纪
实文学作品。作者爬梳史料，进行了大量的
实地走访和采访，以真实历史事件为基础，
谱写了胶东女性不为人所知的动人篇章。抗
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员不顾自身安危，与日

军、国民党反动派周旋，秘密建立联络点，为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础。基层党
员感人至深的革命斗争事迹，彰显了他们为
革命、为人民的牺牲奉献精神。在战场后方
有这样一群女人，她们虽不直接参与战争，
却以秘密的方式接过重托，用自己柔弱的双
肩和甘醇的乳汁养育了革命者的1000多名
后代，在硝烟弥漫、战火纷飞的年代，她们承
受了深重的苦难。这一段隐秘的家国往事，
是不应被遗忘的国家记忆。本书作者寻找故
事原型，以朴实真挚的笔触书写出她们的故
事，塑造了感人至深的女性群像。（欣 闻）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22日，由今
日美术馆和天禹文化主办的“奇梦幻境——
埃里克·约翰逊超现实主义摄影大展”在北
京今日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不仅是瑞典视
觉艺术家、超现实主义摄影家埃里克·约翰
逊在中国内地的首次个展，也是其作品在全
球范围内的首次大规模展出，旨在为中国观
众带来一场集视听、触觉和情感体验于一体
的超现实沉浸式艺术之旅。

埃里克·约翰逊擅长将天马行空的幻
想和荒诞的梦境变为真实的影像作品，为
静态的摄影作品赋予极具戏剧冲突的流动
意识。他的作品大多诙谐幽默，其中看似奇
幻的情节和令人费解的意象表达，往往包
含多重寓意，反映了他的生活、想法和计
划。约翰逊特别为此次中国首展甄选了80

幅代表性作品，其中大部分作品以摄影和
后期技术为创作手段，构建出令人惊叹的
创意视觉。同时，展览通过影像作品与视频
装置的结合，以多媒体交互式场景的形式
为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完整呈现了艺术
家多年来的创作轨迹。

此次展览由“梦的开始”“我眼中的世
界”“记忆倒带”“私人领地”“未来可期”“致
敬艺术家”“结束语”七个篇章串联，每个篇
章在展厅内的所属区域分别饰以不同主题
色。约翰逊坦言，萨尔瓦多·达利、雷内·马格
利特、莫里茨·科内利斯·埃舍尔等超现实主
义大师都是自己艺术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展览中，观众可以尝试探寻他们的笔触和踪
迹，感受超现实主义历久弥新的魅力。

展览将持续至10月7日。

本报讯 7月24日，“经典传承——第
二届全国少儿国画大展”颁奖典礼在京举
行。有关方面领导、主办方代表、少儿美育专
家和书画艺术家代表、本届大展的优秀组织
机构代表、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选手及其教
师家长等参加。

“经典传承——第二届全国少儿国画大
展”是书画频道和中国艺术档案学会共同主办
的大型公益文化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广大少
年儿童美术爱好者及教师家长的积极参与和
热情支持，产生了广泛影响。活动以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少年儿童美育素质为宗
旨，以践行落实“美育从娃娃抓起”为主导，力
求通过传统水墨文化基因和红色经典文化基
因的相互融合，助力广大少年儿童追求更有高
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人生与未来。

典礼上，有关嘉宾分别为获得本届大展
经典传承特等奖、经典传承奖、优秀奖等奖项
的选手和获得本届大展优秀组织奖的机构颁
奖。获奖选手代表还为艺术导师献花并佩戴
红领巾，感谢前辈们的悉心帮助。活动现场

同期举行了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为核心的精彩文艺
表演。颁奖典礼开始前还分别举办了本届大展的名
家互动创作环节和少儿美育讲座，艺术家们不仅在
构图、笔墨、着色等方面对小选手的绘画创作给予指
导，同时通过生动精彩、深入浅出的讲解，让小朋友
们懂得欣赏美的艺术、收获美的思考。

主办方表示，本届大展在各方努力和支持下圆
满收官，反响强烈，可谓国画新苗代代相传的一次美
育盛会。书画频道今后将继续与学校、家庭和社会
携手共进、精诚合作，将“经典传承——全国少儿国
画大展”这一少儿美育品牌工程办下去，使之成为广
大少年儿童展示艺术才华、绽放人生梦想的舞台，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文化艺术的力量。（范 得）

《烈火芳菲》讲述胶东土地的尘封往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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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约翰逊摄影作品首次在华展出

王向峰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大学教授王

向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7月9
日在沈阳逝世，享年91岁。

王向峰，中共党员。1958年开始发表
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
专著《〈手稿〉的美学解读》《古典抒情诗鉴
赏》《艺术的美学基点》，散文集《缪斯的沦
落》，诗集《方舟之恋》等。曾获鲁迅文学
奖、辽宁文学奖等。

肖黛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海省作家协会

顾问肖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
7月16日在成都逝世，享年67岁。

肖黛，女。1984 年开始文学创作。
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寂
寞海》《美丽的女人》《一切与水有关》《骆驼
泉的故事》等。曾获青海省文艺创作奖等。

向求纬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

原副主席向求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2年7月19日在重庆逝世，享年76岁。

向求纬，笔名向鸿，中共党员。1969年
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
会。著有作品《巴山老知青》《喊海谣》《三峡
文物沉浮录》等。曾获重庆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