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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精辟指出：“追求

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要结合新的时代

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这一见解对于当前艺术批

评中存在的低俗媚俗、迎合市场、形式至上、唯

西是瞻等突出问题，可谓切中肯綮。

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自己丰富的美学资

源，自古代到现代，中西化合，传承发展，涵育了

自己独特的美学精神。中华美学与西方美学的

重要区别在于，西方美学深受古希腊以来理性

主义传统的影响，以美为真理的对象，注重冷

静、思辨、科学的认识论方法；中华美学则传承

了自先秦老孔庄以来的大人文哲学传统，具有

突出的人生论精神，主要体现为审美艺术人生

相统一的宏阔人生审美视野、真善美相贯通的

深沉人生审美情怀、物我有无出入相交融的高

逸人生审美境界。中华美学精神不将美与生

活、艺术相割裂，也不将美与真、善相割裂，而是

追求审美艺术人生之间、真善美之间、物我有无

出入之间动态的、张力的、诗性的有机和谐与超

越升华。在这种审美精神的指导下，艺术审美活

动就不只是形式的问题、技巧的问题，它更是一

种切入生命本体的诗意活动，是映照和提升生

命境界、追求和实现生命超越的诗性路径。由

此，艺术审美标准的确立，就不会肤浅地单纯流

于形式和技巧，或简单地受制于艺术以外的功

利指标，而是着眼于艺术形象所构筑的境界、情

致、趣味、格调等美学意蕴。对中华美学精神的

深入理解和深刻把握，可以强化艺术的人文视

野，深化艺术的人文情怀，提高艺术的精神品

格，从而切实提升当下批评实践的理论视野、理

论风骨、理论水准。

首先，中华美学精神崇尚审美艺术人生的

有机统一，不仅将多样的艺术纳入自己的视野，

也将广阔的人生纳入自己的视域，由此构筑了

极富民族特色的大美观。这与西方黑格尔式的

艺术审美哲学不同，它不将艺术绝缘与封闭起

来，使其成为自我完善的“小艺术”，而是将艺术

引向广阔的人生，倡导艺术家去成就生命升华

和人生超拔的“大艺术”。“小艺术”以艺术的形

式与技巧为要，西方现代唯美思潮、种种形式主

义思潮大都难逃这种窠臼，这种创作往往以先

锋以实验自诩，却常常沦为个人的呓语和自娱

自乐。“大艺术”则将艺术审美品鉴与人生审美

品鉴相融通，着意于从艺术通达人生，由此构筑

了艺术品鉴以“境”、“趣”、“格”、“韵”、“骨”、

“味”等为标杆的内容形式兼备、尤以精神气韵

为要的大美向度，崇尚作家人格的深沉高逸境

界。如梁启超在品评屈原作品时就认为，屈原

作品的美最根本的就在于内蕴的人格精神，即

“All or nothing”的壮美风骨。由此，就超越

了欣赏屈原作品泥于华美宏富之辞藻、缠绵悱

恻之抒情的层面。同时，这种大美的向度，也引

导文艺批评将自己的目光从己之悲喜超向民之

忧乐，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推动文艺“存正

气”、“有筋骨”，“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实

际上，生活中既有小桥流水、风花雪月，也有电

闪雷鸣、山崩地裂。文艺批评应该引导大众既

能欣赏物我相谐浑然天成的优美，也能欣赏在

矛盾冲突中升华生成的悲壮美、崇高美。尤以

后者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呈现，在今天这样的

市场大潮、经济冲击、快餐消费的艺术生态下，

愈显可贵，是提升当代批评实践的思想襟怀和

精神气韵的重要内质，也是抗衡种种庸俗媚俗、

一味迎合市场、简单宣泄欲望的低俗艺术行为

的有力武器。

其次，中华美学精神崇尚真善美的张力贯

通，主张以真善为美的内在尺度，由此构筑了蕴

真涵善立美的美情观。中华古典美学关注美善

关联，具有鲜明的伦理向度。如儒家先哲孔子

就倡言美善相济，他认为韶乐“尽美矣，又尽善

矣”，武乐则“尽美矣，未尽善矣”，提出了美善统

一的审美标准；主张以善节美，使艺术情感达到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庸尺度。老庄对中

华美学精神的发展也具有深刻的影响。他们主

张“道”为根本，重视艺术的“真”美。但老庄的

“真”本质是一种自然伦理，以不伤万物之善为

最高准则。由此，鲲鹏和蝼蚁同美，实际上所关

注的仍然是美的伦理品格。20 世纪初年，中国

美学从西学引入了专门的学科术语、理论体系、

逻辑方法等。西方美学对中国美学发展最为根

本的影响，就是带来了真善美的区分和美的独

立价值理念，这构成了中国美学极为重要的现

代理论基石，推动了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然

而客观来看，20 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美学的传

统，最突出的就是中国古典美学传统与西方经

典美学传统的交融创化，由此涌现了包括梁启

超、王国维、蔡元培、朱光潜、宗白华等在内的一

批成就卓著的民族美学家。他们的思想学说与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崇西媚西唯西是瞻以西观中

以西论中的种种学说思潮构成了明显的区别。

事实上，他们既坚持民族立场，又拿来开放，使

中华美学精神的发展创化在20世纪上半叶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华现代美学精神既吸纳

了康德意义上审美乃无功利性的纯粹精神活动

的立场，主张美与真善的区分，从而推动了中华

美学精神的自觉；同时又不完全赞同康德式的

粹情，不否弃美对于个体生命、具体生活、现实

生存的意义维度，从而有力地丰富提升了中华

美学精神对于审美情感的内涵建设和精神建

构，使审美愉悦不只停留于纯粹的形式和肤浅

的欲望，也不只是冷冰冰的概念判断和目的限

定，而是内蕴了对人生真理和生命境界的真美、

善美的追求。宗白华在对歌德作品的批评中，

就深刻地指出了其中呈现的矛盾丰富的人格、

流动不息的生命都是诗人纵身大化、成就大我

的必要阶梯，小生命的紧张和毁灭恰是伟大人

性之必经。这种批评具有鲜明的思想锋芒，精

彩地诠释了歌德作品深刻伟大的情感品质，也

彰显了批评家博大深沉的人格情怀。

此外，中华美学精神崇尚物我有无出入之

诗性交融，由此构筑了超拔高逸的审美境界

观。康德对审美判断无利害性的界定，是西方

现代美学的理论基石，也是美学真正成为独立

的现代学科的基石。从“美学之父”鲍姆加敦到

康德，主要秉承的还是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方法

与本体论立场，把审美视作真理的领域，试图得

出关于审美本身的客观科学的结论。康德建构

了人的心理机能的知情意三维，认为“与认识相

关的是知性，与欲求相关的是理性，与情感相关

的是判断力”。审美判断对应于情感，是切断与

自身以外的一切关联和超越了对象的实际存有

的纯粹表象静观。这种建立在纯粹思辨和逻辑

基础上的科学论美学观，实际上是把审美情感

和审美判断纳入了科学认知的客观理性范畴。

走向形式主义美学、心理实验美学等，都是这种

逻辑的种种延伸。中华美学精神不将美与世界

相隔绝，不将审美与生活相隔绝，而是视审美和

艺术为生命提升和人生美化的体用合一的活

动，在审美活动中不以追问审美的真理问题为

惟一目标，而是着意于审美涵泳生命的诗性意

义。中华文化和中华哲学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

和诗性传统，在艺术和生活之间构筑了张力诗

意的动态维度。中华美学精神一方面倡导艺术

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一方面神往以艺术

引领生命高远超逸之境界。中华艺术美学思

想，不乏对各种艺术审美元素的具体见解，但更

关注的是整个艺术形象所呈现的境、趣、味、格、

韵等整体美学品性及其诗意指向。因此，创作

和赏鉴艺术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仅是去探究

艺术的声、色、形、技等，也是艺术活动主体的身

心涵泳和舒展，犹如与美的自然之心意往复，艺

术生活是中华民族物我有无出入之精神自由的

极为重要的践行路径。这种在艺术生活中实现

精神自由的审美践行路径，既非现实的功利路

径，也非出世的宗教路径，而是一种有为而无

为、出世而入世的诗性路径，它锻造了中华艺术

虚实相生、有无相形、意在言外、澄怀味道的独

特旨趣，也涵泳了中华艺术襟怀博大、含蓄深

沉、崇尚风骨、超拔高逸的独特神韵。中华艺术

的审美旨趣是温情热情的，又是高洁高旷的；是

缠绵悱恻的，又是风神逸致的。如陶渊明，既有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慷慨激越，又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恬然自在。如陆

游，既有“楼船雪夜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的

豪情，又有“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的缠绵。对于中华艺术的赏鉴批评，重在融情

入境，既要识得其形，更要体得其神，惟此才能

味得其妙，即由有形的具体艺术形象进入无形

的艺术家的心性、情感、精神的广袤世界，并以

后者的个体小我与自然、社会、宇宙的大我之交

融化合为最高至境，由此儒家的“仁”之自得、道

家的“道”之逍遥都无不在其中。这种诗性的品

格使艺术构筑了与现实生活的张力维度，不致

流于纯粹的欲望享乐和单纯的感官刺激，而总

是潜蕴着对精神至境的诗性信仰。

中华美学精神极富民族特色的大美观、美

情观、美境观等，为中国艺术构筑了宏阔深沉高

洁的价值向度，对于当下的批评实践，具有切实

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

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激发出巨大

的活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指出的：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

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

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

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由

此，理论批评肩负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20 世

纪 80年代以来，我国文艺理论大量引进西方学

说，很多没有好好消化，术语概念满天飞，对于

创作实际却隔靴搔痒，难以切中要害。以至创

作和批评大有各行其径之态，不少批评或自说

自话，或自娱自乐，或卖弄炫耀，未能真正发挥

批评应有的理论效应。实际上，不论哪个时代，

不论哪个国家，不论哪个民族，都需要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文质兼美的优秀作

品，也都需要观念深刻、思想深沉、观点深邃、格

调高雅的理论批评。同时，20世纪以来，美学在

我国不仅具有学术建设的意义，也一直肩负着

思想启蒙的使命。如梁启超曾极力倡导文学艺

术的“崇高”之美，推崇壮美磅礴的诗歌意象和

可惊可愕的觉世弘文，希望以此来绝流俗改颓

风振人心。朱光潜也曾倡导以高尚纯洁的美感

修养为人心人格之根本，认为惟有以出世来入

世的无所为而为的审美精神的确立才可使人心

免俗，他以此为原则鉴析了嵇康、王羲之、杜甫、

达芬奇、莎士比亚等中外名家作品所内蕴的深

邃深沉的精神世界。美学精神是艺术批评的重

要基石，而民族美学精神更是艺术批评不可或

缺的内在根基。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既

需要发掘传承，也需要开拓创新，要在中西化

合、融会贯通的基础上丰富推进，建设适合今天

时代需要的民族美学精神。对于当代批评实践

而言，扎根于中华文化、中华哲学、中华艺术之

沃土的中华美学精神，无疑将对其思想内涵的

充实、精神风骨的提升、民族品格的凝练等具有

重要的指导，对其具体标准的确立、理论话语的

建设、方法观念的建构等提供重要的滋养。

以中华美学精神
提升当代批评实践

□金 雅

学习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大家谈大家谈◆

2015年4月20日 星期一理论与争鸣责任编辑：周玉宁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sina.cn

戒浮躁 出精品 ◆笔谈笔谈◆

营
造
生
态
合
力

改
变
浮
躁
文
风

□
余
三
定

胡
睿
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文艺家：“要静下

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

神食粮奉献给人民。”这也就是说要

反对文艺创作浮躁风气。今年两会

期间，文艺界的代表、委员们谈得最

多的话题之一是如何改变文艺创作

的浮躁风气。应该从创作观念、作

品批评、理论研究、评价机制等方面

着手，凭借文学生态的合力来改变

浮躁的文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

话，则从不同的层面为营造健康的

文学生态指明了方向。

一

在市场体制的大背景中，一些

作者盲目追求利益，掀起了文学创

作的浮躁之风，具体表现为：追求高

产忽视质量、迎合读者忽视品位、追

求销量忽视创新。

要改变这种状况，作家要按照

讲话精神，在观念上树立精品意识，

创作“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

良”的优秀作品。优秀的作品应该

具有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思

考生活的深刻性，引领生活的理想

性。为了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作家

首先要树立“为人民”的创作目的，

采用“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

方法。任何文艺作品都以现实生活

为对象，以生动传神地表现生活为

目的。作家的社会职责就是深入观

察生活、切身体会生活、用心表现生

活，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形象，描述

人民的生存状况、情感状态、前进动

向。由于作家个人的生活经验有

限、所接触的社会群体有限，所以就

有必要不断突破自己的生活圈子，广泛接触和

深入体验社会各行业、各阶层的生活。这样，文

学创作才能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特别

是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改革进入

深水区，人民的生活空前丰富和复杂。因此，作

家比任何时期都有必要扎根人民与生活。不仅

如此，文艺工作者还要“志存高远，随着时代生

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作家作

为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独立思考，在深入生活的

同时，以相对独立、客观和理性的立场反思生

活，并以形象的方式传达自己的感受和思考，让

自己的作品体现深刻性。作为知识分子，作家

的眼光和思想应该具有前瞻性，“应该成为时代

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同时关注眼前

和长远利益、群体利益和人类利益、当下生活和

理想生活。优秀的作品不仅要善于在人民的实

践和生活中发现美，更要通过“有筋骨、有道德、

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

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

美”。它应该能够敏锐地捕捉社会转型时期人

民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新趋势，从人类发展前

景、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衡量这些变化，通过感

人的艺术手法表现这些变化，用作品的艺术力

量感召人们批判黑暗、克服困难、追求理想。

二

文学批评担负了评判作品的责任，可以起

到纠正创作风气的作用。但近些年批评界也弥

漫着浮躁之风：躲避价值判断、躲避深度与崇

高，为了名利不客观地奉迎或棒杀，进行脱离作

品实际的“研究”和“评价”。

讲话要求文艺批评用“历史的、人民的、艺

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作品，倡导“说真话、讲

道理”的批评品格。贯彻这些精神，将有利于扭

转文学批评中存在的浮躁风气。与作家一样，

批评家也要明确“为人民”的目的。文学批评最

基本的功能首先应该是分析、解读作品，满足人

民群众理解文学作品的需要；在引导阅读中提

高全民的精神文化素质。为了做到这一点，批

评家也需要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理解和把握复

杂的生活现象，了解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只

有这样，他才能找到生活实际、作品特色和人民

需求、普及提高之间的结合点，写出既切合具体

作品，又符合群众要求，还能提升

群众水平的评论文章。文学批评

的其他两个基本功能是促进创作

的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批

评理论和方法。前者要求批评家能

准确地把握当下文学创作的特征、

趋势，预见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以

深切的同情与当代作家对话，以历

史和艺术相结合的标准客观理性地

评价作品，帮助作家完善创作，引领

当代文学健康地发展。要做到这一

点，批评家必须通过大量的阅读来

继承优秀的文学传统、把握先进文

化的高度和时代的文学风潮，以此

建立自己评价作品的坐标。后者要

求批评家在阅读中摆脱个人偏见，

建立宽容、理性、客观的批评态度，

学习先进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评

析作品的实践中，探索既符合我国

文学传统和文学实际，又具有世界

水准和个性特征的批评方法。所

以，批评家不仅要扎根于生活与人

民，更要扎根作品，以作品为坚实的

基础实现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

美学的批评。

三

人们普遍认为，创作和批评的

浮躁与评价机制相关。市场化的评

价机制强调经济效益，导致部分作

家为利益而迎合消费、跟风炮制，生

产远离现实生活，在内容、思想、艺

术诸方面缺乏特色的类型化“商

品”。但是市场具有两面性。它既

遵循经济规律，诱导作家追求功利；

也回报优质产品，真正的精品不缺

市场，真正的经典必然畅销。如果

辩证地来看，文学消费者对某类作

品的追捧正好反映了他们旺盛的文

化需要。这表明，在温饱问题基本

解决的条件下，人们的精神文化需

求急待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水平急待提高。

讲话认为：“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

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

迎。”面临市场的喧嚣，文学评价机制要选择正

确的方向，引导作家以精品赢得市场；相关的宣

传与监管应该倡导以精品赢销量的评价观念，

改变以销量为惟一评价标准的现状，引导市场

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用优秀的作品提升全民的

阅读质量与阅读水平。

文学批评作为评价机制的一部分，可以规

范和制约作家和市场，但评论著作本身却很难

获得经济效益。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批评者要

么以“谀评”或“酷评”获取利益，要么选择理论

大于实践的学院派批评，在高校体制中获得立

身之本。不论哪种情况，紧扣作品的实践派批

评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既不受市场的欢迎，也

难以符合学术的评价机制。本来，文学理论研

究可以总结创作和批评的成果，反过来再指导

创作与批评。但学术研究的浮躁之风也难以遏

止。学术活动的功利化和学术评价的过度行政

化，导致学者们忙于弄项目、弄经费；学术研究

对新领域和理论高度的一味追逐，导致了新问

题、新理论、新方法层出不穷，但却不能被有效

实践的奇怪现象。于是，理论研究正在逐渐丧

失向实践转化的能力，创作和批评得不到及时

的总结和引导，也得不到自我调整和提升的理

论资源。当正确的文学评价机制、文学批评评

价机制、文学研究评价机制缺位的时候，功利的

机制就搅起了浮躁的心态。

所以，文学创作的浮躁风气，折射出整个

文学生态的问题。写作者的观念、文学批评、

理论研究和各种评价机制之间互为条件，当利

益至上的原则充斥于整个文学生态的时候，浮

躁风气在所难免。因此，要改变创作的浮躁风

气，一方面要靠作家的自律，也要靠批评和各

种评价机制的外在约束，在文学生态的合力中

实现健康的文学创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还

说：“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

制，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

他不仅从精品意识、人民观、生活观的角度

指明了作家自律的方向，也从批评标准、批

评氛围和体制改革的角度指明了建设文学生

态的方向。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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