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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美学特征习近平文艺思想的美学特征
□□徐粤春徐粤春

马克思主义发现了自然规律、社会发展

规律和人类思维规律，同样也发现了艺术规

律。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

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立足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社会

主义文艺理论，形成了习近平文艺思想，成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习近平文艺思想的形成，反映了

人们在审美世界的思想掘进步入新的境界，

标志着人们对艺术规律的把握进入新的阶

段。从美学的高度把握习近平文艺思想主要

特征，分析思想来源和理论发展，进一步增强

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劳动创造美”的本质观

美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所有美学理论和

文艺观念的根本命题。马克思主义美学认

为，人类在劳动实践中实现了人的本质力量

对象化，创造了经过改造、征服和利用的人

化自然，也创造了具有高度理性能力和丰富

感性能力的人类本身。也就是说，人类通过

劳动从动物变成人，同时通过劳动培养了人

的审美对象和审美能力。在人的本质对象

化过程中，使得自然与人、真与善、感性与理

性、规律与目的、必然与自由真正地统一起

来，这就是美。一言以蔽之，劳动创造了美。

相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用哲学思辨

去揭示美的本质，习近平则用非常形象的语

言去表达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他说：艺术可

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

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

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就是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习近平还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

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

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我们

可以想象，艺术创作就好比放飞的风筝，无论

飞得多高，都必须连着大地，否则断了线的风

筝只能消失在虚空。艺术创作还好比燃烧的

火把，现实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燃料，熊熊火

光只能依靠燃料燃烧，一旦没了现实生活，也

就没有艺术。“劳动创造美”是对美的本质的

揭示，“艺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是对实现美

的规律的揭示；前者是认识论意义，后者是方

法论意义；前者是美学基础，后者是文艺学延

伸；前者是后者的逻辑起点，后者是前者的逻

辑结果。

习近平还从“劳动创造美”基本原理出

发，精辟论述了文艺和时代的关系。他认为，

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

而新，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

振。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文

艺得以成功的真正秘诀。紧接着，习近平立

足当代中国人民的劳动实践，分析文艺工作

者创作前景。他说：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

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

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是绝

无仅有的。这段波澜壮阔的劳动实践，创造

了浩瀚无边的美，为艺术家挥洒才华提供了

无限的可能。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文艺

工作者应该从伟大劳动实践和丰富的人民生

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

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写出中华民

族新史诗。

习近平从“劳动创造美”的基本原理出

发，坚持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基

本观念，指出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文艺根本创作路径，提出时代与文艺紧密联

系的科学论断，成为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重

要指南。这些思想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

一般性观点在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的特殊性表

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具体例证。

这些思想不仅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对美的本质

认识，对艺术规律的把握，而且在实践中极大

地鼓舞文艺工作者投身伟大时代创作伟大作

品的信心和决心。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

艺术是什么？艺术家的个人创作如何

实现大众的审美？这是美学思考的核心问

题。

伴随着人类个体主体意识的形成发展,

作为艺术家个体精神外化的成果——艺术，

也从巫术、宗教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中摆脱出

来，艺术的独立品格得以确立。表现主义的

鼻祖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提出，艺术即直觉，

直觉就是表现，把艺术家的精神表现与艺术

创作紧紧联系起来，象征着西方艺术从现代

走向当代。

从个体创作的生成机理认识艺术还不完

整，它没有回答受众如何能接受到艺术的传

达，如何感受到美的问题。

从审美方向理解艺术的话，古今中外的

思想家也进行了接力探索。远在公元前六七

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美是和谐的观念，

认为和谐是杂多因素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

协调，从形式上力图发现美的规律。英国的

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提出一个著名观点：

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就是纯粹的线条、

色彩之间的关系。美国的艺术理论家苏珊·

朗格对“意味”作进一步研究，认为意味就是

人类情感，不是个体情感，艺术是表现人类群

体情感的知觉形式，把审美之所以可能与人

的群体性质联系在一起。

从前面的文艺思想发展历程看，要完整

把握艺术的本质，就必须从个人创作和群体

审美相结合的视角去认识艺术。习近平站在

古今中外文艺思想发展成果的高度，开创性

地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习近平

文艺思想全方位反映了人民与文艺的关系，

即表现与被表现、服务与被服务、供养与被供

养和评判与被评判，从实践的角度，进一步把

握了美的规律和艺术的规律。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进一步揭示

了个体创作和群体审美的耦合互渗的关

系。其一，人民历史的、现实的和未来的社

会生活为艺术家创作提供了素材和养分，成

为一切艺术创作的前提和基础。艺术家创

作文艺作品用于服务和满足人民审美需求，

这是所有艺术创作的目的和旨归。在这里，

前提基础与目的旨归实现统一。其二，当艺

术家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反映了广袤社会

生活真味时，艺术家表达个人就是表现人

民；在鉴赏作品时，受众个体的生命体验与

作品的审美情感相遇，在同频共振中实现了

审美。在这里，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实现了

统一。其三，受众的鉴赏作品与评判作品是

同体的，人民以喜欢或不喜欢、感动或不感

动、受益或不受益的态度，去评判作品的价

值和意义，评判结果直接影响创作者的自我

艺术定位和以后创作倾向。在这里，作品主

观价值和事实价值实现了统一。可以说，个

体创作与群体审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

互支撑、相互印证，二者作为无法分割的部

分平衡统一于艺术实践中。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直接源自马

克思主义人学观点和文化理论，它引导人们

以新的视角去认识艺术，确立了艺术活动的

两个基本主体——个体艺术家与群体受众，

两个基本环节——创作与审美，以及艺术活

动的两个基本范畴——个体创作和群体审

美，有别于以往文艺理论家或偏重于创作方

向，或偏重于审美方向的艺术认知，充分吸收

前人卓有成效的理论贡献，力图更加全面把

握艺术实践的本质认识，使得艺术本体论探

索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

“照亮生活”的审美观

对真善美的追求是艺术的初心，“审美”

一词的源头就是从对人对事物的一般性的肯

定评价产生出来的。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

艺术的演进，美的范畴出现并不断地分化和

增殖。从历史上早期的范畴“优美”“壮丽”

“和谐”“对称”等，到中期的范畴“雅致”“崇

高”“悲剧性”“喜剧性”等，再到现代的范畴

“滑稽”“丑怪”“荒诞”“惊悚”等，直至后现代

的范畴“幻象”“虚无”“戏谑”“颓废”等，甚至

于当代的范畴“二次元”“玄幻”“仙侠”“游戏”

“竞技”等。审美范畴的分化增殖反映了人类

感性世界的丰富和发展，是人类精神深处探

寻的奥妙和成果，是人类文明发展在审美领

域的体现。但审美范畴不是艺术本身，只是

实现艺术的过程和手段，审美范畴（特别是负

面性表征的审美范畴）本身没有是非对错。

在艺术中辩证运用各种审美范畴，先对立后

统一，达到最终的审美目的，才是与现实复杂

生活相适应的具有丰厚蕴含的艺术境界。譬

如苏州园林中的太湖石、《西游记》中的神怪

世界、《悲惨世界》中的敲钟人卡西莫多、韩愈

散文中的丑辞、《白毛女》中的黄世仁、电影

《阿凡达》中潘多拉星人等等，都是在负面性

表征的审美范畴被辩证运用的成功作品。

但现实艺术实践中，对审美范畴的误会

和误用比比皆是。一些文艺从业者忘记了艺

术的初心，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把时

髦的审美范畴直接作为艺术的目的，出现了

许多艺术乱象。习近平指出：在有些作品中，

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

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

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

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做追

逐利益的摇钱树，当做感官刺激的摇头

丸……这些作品出现的问题反映了创作者在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裹挟下艺术与审

美脱钩，成为自我精神观念、思想意识的表

达，是主体意志的外化，是个体生命的膨胀，

这样的艺术已经开始排斥审美品格。更有甚

者，其中一些艺术消解了意义和价值，否定了

真、摒弃了善、背离了美，作品总体风貌表现

出颓废、虚无、荒诞、黑暗的病态特征，对人们

的精神文化生活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与艺术

的初心背道而驰，这些现象蔚为风潮，已经到

了不得不让世人警醒的时候。

可以说，人类艺术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

十字路口，怎么看、怎么办？习近平给出了自

己的回答。他从正面阐述自己的审美观：追

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

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

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他

说，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

黑暗更值得歌颂，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

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

之光照亮生活。可以说，习近平的审美观的

核心要义就是“照亮生活”。习近平在治国理

政中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文艺的作用就是照亮人民的美

好生活，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

想就在前方。

如何照亮生活？习近平认为，并非只能

歌颂，不能暴露；只能赞扬，不能批评。他说：

生活中不可能只有昂扬没有沉郁、只有幸福

没有不幸、只有喜剧没有悲剧。生活和理想

之间总是有落差的，现实生活中总是有这样

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

素材进行判断，提高阅读生活的能力，善于在

幽微处发现美善、在阴暗中看取光明，不做徘

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

吟的悲观者。这就是在创作中要对审美范畴

辩证运用，在审美范畴的矛盾斗争中，实现最

终的对立统一，达到更高层次的美的境界，最

后达到审美的目的——“照亮生活”。

马克思主义美学从来把艺术实践的效果

作为艺术理论主张的价值原点，把实现和维护

人民的精神文化利益作为艺术考量。习近平

文艺思想把“照亮生活”作为艺术的审美目

的，在坚持艺术审美理想的同时，适应审美发

展的时代要求，对解决当前中国艺术乃至世

界艺术发展之困具有重要启示。

“坚定文化自信”的艺术观

艺术是文化最生动最形象最广泛的表现

形式，是传承文化的工具与手段，而文化是艺

术创作的思想底色和精神要旨，是艺术的

“根”和“魂”。具有什么样的文化观念，就会

有什么样的艺术理论。习近平从“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的高度，对文化建设作出部署，

其中文化建设的理论成为习近平文艺思想

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构成其美学思想的重要

特征。

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把坚定文化自信

作为文艺工作的首要前提，也把文化自信

作为其重要的美学主张。他把文化自信与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一起并列提

出并加以强调。他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

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

沉、更持久的力量。这代表我们党对文化价

值的认识、对文化建设意义的认识达到了空

前的高度。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也是一部文艺作品的身份证明。没有脱

离了具体国家、民族身份的文学艺术家，也没

有脱离了具体文化身份的文艺作品。没有文

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

的作品。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具备坚定

的文化自信，从中华文化宝库中萃取精华、

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

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

的高度信心。

坚定文化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

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

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坚定文化自信，既包括对传统文化的自信，还

包括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

信，还包括在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

产生的新文化的自信。具备真正文化自信的

文艺工作者，必然责无旁贷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英雄

主义等等中国精神、时代精神，作为艺术创作

的表现主题和内容，积极主动地用文艺振奋

民族精神，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

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必然会无比

珍视中华民族千百年形成的传统文艺，结合

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

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

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中华儿女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

中华审美风范，使得这些东方美学宝藏在全

世界焕发光芒，成为各国人民共同享受的人

类文明成果。

文化自信实质就是一种文化信仰。在艺

术心理学中，信仰与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在许多时候信仰是实现艺术创作和鉴赏

的重要前提。没有信仰，就无从审美。信仰

能够唤起人们的道德情感，激发审美情感，起

到预设心理、启动开关、铺垫通道的重要作

用。信仰之于艺术的重要性是值得肯定的。

虔诚基督徒眼中的哥特式教堂的审美体验是

非基督徒绝对无法想象的，坚贞的马克思主

义者耳边响起《国际歌》时泪流满面也是外

人难以理解的。同样，对于中国的广大文艺

工作者而言，缺乏文化信仰，不可能创作出

直击内心、撼人魂魄的优秀作品；对于中国

的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缺乏文化信仰，也很难

实现对民族优秀作品的审美鉴赏。习近平正

是清醒地看到文化信仰在艺术创作和鉴赏中

的前提作用，提出坚定文化自信的重大时代

命题，可以说既是对艺术心理学的实际运用，

也是对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

中国新诗自产生以来，

已有了百年历史，逐渐为中

国人民所接受，并成为了一

种文化传承。为纪念中国新

诗百年，由军旅作家、诗人

吴传玖任总编辑的一套新诗

集“中国诗文经典”共六

本，正式出版发行。这六本

诗集包括康桥的《像天鹅一

样歌唱》、罗玉玲的《时光

的味道》、詹永泉的《时光

独爱这里》、流水方舟的

《与风絮语》、蔡启发 的

《一个中国玉人的飘逸之

美》，以及向正坤的《九尾

狐》。这既是为中国新诗百

年纪念作出的努力，也是

对中国新诗百年的一份贡

献，值得我们关注。

这次出版的六本诗集

中，有三本是写时代和个人

经历的，如康桥，她是一位

军旅诗人，思想和想象都难

以掩饰那一身戎装下的飒

爽。她对大自然的感情，都

写得俊朗清亮。如写黄河，

十分动情，一写、二写、三

写、四写，说“我的黄河越

来越瘦了”，“我真想抱起

她”，她也写长江，“让我成

为一滴水”，写青海湖，“即

使远得看不见也在心上”，

她是爱着这一切的，作为军

人，她所衷爱的大地和人民

是永远连在一起的。诗人罗

玉玲虽生活在校园里，但从

她的经历看，她描写的亲

情、友情、爱情，以及祖国

山河、故乡，对生活的感悟

与热爱，都说明她的爱是广

泛而深沉的。她的诗本真率

性，普通人所有的，她都涉

及到了，但她的诗是现实与

精神审美的融合，把自然的

东西转化为心灵情感，但表

现的又是一个女性的柔美一面。如写《秋荷》：“一

百次的妩媚/让人视觉疲劳，习以为常/偶然一次喜

欢，让人心跳”。生活中的感悟，与“秋荷”的表

达，让我们能更多地思索和理解。詹永泉的《时光

独爱这里》则主要是写自己的生活感悟。他的“独

门楼”、“两条河”、“梨花白”，以及“年轮”、“纳木

措”都是如此。尽管其中有表现远方和爱情的作

品，但都是从具体的事物出发，表达一种心灵的回

响。作为诗人，其实就是如此，热爱大地自然与热

爱祖国是一致的。

爱情诗，这是一个常写常新的永恒主题。爱情

是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的，在这本诗集中，就有三本

诗集是写爱情的。当然爱情诗其实也是与时代有关

系的，舒婷之所以为大家记住，也就是在特殊的年

代，她写了与时代共鸣的爱情诗，大家记住了她的

《致橡树》，说这首诗是写爱情，也有人说她在特殊

年代写了男女平等，其实也是写对自己爱慕与尊重

的人，表现了真实情感，在她的《神女峰》中，还

说了“与其在山头伫望千年/不如在情人的肩头痛哭

一晚”。“文革”十年，在那没有爱情的年代，读到

这样的诗，会使我们感到现实与忠贞的享受，这的

确体现了时代的意义在。在这里，我们读到流水方

舟的《与风絮语》，也为他的真爱所感动。“两个人

的爱，有时是惊天动地的，但更多的都是平凡，默

默无闻的”。重视真情比什么都重要。当然他也写

了“新交甚密，与一个影子/在每每孤寂的时候/它

会忽然降临//一起交谈一起沉默/一起散步于某个

湖岸/一起徘徊于彩云的边缘/影子，还会在潮湿的

梦里/悄悄潜入/……”爱是真实的，但作者却说是

个“影子”，这就是对爱的向往表达。蔡启发的

《一个中国玉人的飘逸之美》则主要崇尚一种“精

神恋爱”，如大海洪流，奔涌泻来，带来新的震撼

与感动，让你惊艳与惊喜，比那些直接说“我爱

你”的诗更有味道。即使写仓央加措，他的心中也

是充满爱情的，是圣洁和美好的。向正坤在这其

中，可能是年纪最轻的诗作者，但他的 《九尾

狐》却打动了我们，这本诗集作者自称为是“青春

纪念册”，他没有故作深奥，故弄玄虚，更没去表

现所谓庸俗的东西，我们看不到某种粗俗、低级，

宣扬假丑恶的“无节操垃圾”，而是自然朴实地表

达自己的所爱所思的真实感受，也表现了诗人的某

种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