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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美育的“化人”“成人”作用
□林 巧

在海洋文明代替陆上文明、海洋交通取

代陆上交通之前，丝绸之路始终是东西方之

间最重要的动脉，并由此衍生出了长达两千

多年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史，长期发挥着草

原文明、沙漠绿洲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桥

梁作用，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与儒教文

化、道教文化之间的纽带功能，创造了无数文

化的、文学的、艺术的辉煌，一直承担着世界

义务、国家责任、民族道义，说不尽的光荣与

梦想。诚可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城度

春风。铁马金戈纷入梦，本佛回教铸心魂。

羌笛霓裳果蔬盛，瓷器丝绸玉茶丰。四大发

明远域惠，地灵人俊遗嘉声。今天，当中国改

革开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中华民族又一次

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之际，丝绸之路文学的

创造力、想象力、审美力又一次被新的时代所

激活，我们也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

参与到这一历史进程之中而为荣。

毋庸置疑，丝路文学是丝路文化的一个

部分，泛指一切与丝路有关的文学创造。由

于丝绸之路及其文化、文学具有极鲜明的久

远性、国际性、区域性及其民族性、多语文

性、多样态性、多宗教背景性，我们的研究必

然会带有漫长的时间深度、辽阔的空间维

度、复杂的文化广度。在丝路文学背景下审

视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有助于我们确立

作为中国文学半壁江山的少数民族文学在

丝路文学中的作用、地位，发现它曾经的辉

煌、现实的创新、未来的使命，以及它对汉文

学与周边国家、地区、民族文学的吸收与影

响，从而进一步丰富丝路文学的内涵、提升

丝路文学的品质，为中国文学乃至亚洲文

学、世界文学作出新的贡献，真正做到不忘

本来、面向未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

齐放、推陈出新，让丝路重新绽放和平、和

谐、和美的鲜花，让丝路沿线国家、地区、民

族共享通气、通路、通货、通情、通心的物质

与精神成果，并强化各自的国家认同、历史

认同、文化认同、世界责任。

审视的目的在于发展，而发展离不开充

分的自信，自信则来源于伟大的历史创造。

回首相望，中国少数民族曾经在丝路文学史

上奉献过众多的精神财富：昆仑神话、英雄史

诗、长篇叙事诗是它们的绝响，阿肯弹唱、花

儿歌会、行吟游诵是这里的奇观，翻译文学、

经籍文学、文论探微是其亮丽的风景，英雄主

义、尚武精神、和平理想是它不变的坚守，国

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旋律跃动在各

地域奔流不息的文脉里，礼敬自然、崇尚上

苍、热爱生活、忠诚爱情与友谊的主题贯穿于

各民族的口头与书面创作中，神秘、奇丽、粗

犷、豪迈、幽默的文学色香处处流溢，从而有

了《格萨尔王》《江格尔》《玛纳斯》荣获世界记

忆遗产,有了《福乐智慧》《真理的入门》《突厥

语大辞典》《乌古斯传》《吉别克姑娘》等经典

作品西走伊斯兰世界,有了喀什噶里、居素

甫·玛玛依、纳瓦依、哈拜、仓央嘉措、扎巴、玉

梅等大师峰峦叠翠,也才有了哈努曼、阿凡

提、灰姑娘这样的文学形象东传西送，印度文

学、希腊神话、罗马史诗、阿拉伯传奇与中国

文学结缘。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少数民族曾

经是丝路文学的创造者、传播者、坚守者、享

有者之一，她有志气、有能力、有智慧继续为

它的再创辉煌而文心雕龙。

自信还来自于伟大的现实。这是因为在

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今天的中国少数

民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更近。随着改革开放

伟大事业的滚滚向前，中国重新进入到世界

的中心，中华民族又一次登上历史的舞台，古

老的丝路及其文化、文学复受到全球性的关

注。最重要的是，从新中国建立起，我国各族

人民彻底根除了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政治

制度，并且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尤其是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不断发展、

文化不断繁荣、社会更加和谐，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进步的目标逐步确立，平等团

结、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初步形成，为当

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兴旺，提供了强有力

的政治条件、经济保障、精神支撑、方向引

领，以及更加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人物形

象、时代主题、创作灵感、表现形式，先后涌现

出了铁依甫江、克里木霍加、伊丹才让、玛拉

沁夫、张承志、乌日尔图、阿来等一批批文学

大家，收获了《黑骏马》《心灵史》《尘埃落定》

《瞻对》《七岔犄角的公鹿》这样的文学精品，创

办了《民族文学》等近百家文学期刊，成立了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少数民族作家

学会等众多文学团体，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

文学发展工程”等一个又一个文学项目，开展

了大量有声有色的对外文学交流活动，已拥

有一千多名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少数民族

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等一批批学术成果，

已建立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这样的

学术单位、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民族文学系

这样的教学部门，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馆

这样的展示场所，从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平

台提供、创作推动到学术研究为中国少数民

族文学、中国文学、乃至丝路文学、世界文学

再创辉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及体制机制保

障，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文学发

展道路更加充满自信，对多国家、多地区、多

民族共同参与建设的丝路文学再度繁荣，使

之从各自孤立的、片段化的自然存在，转化为

有机的、联系的、整体的、自觉追求的文学生

态充满期待。

在丝路文学背景下，对中国当代少数民

族文学的审视，应该审出我们的责任与使命，

应该发现我们的优势与不足，应该明确我们

的方向与前景，应该振奋我们的精神与力

量。所谓责任与使命，就是确证自己是中国

文学的一个部分，自己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单

元，自己与丝路文学息息相关。这种责任与

使命中既有文学的内涵，又有政治的、社会的

使命，亦即有关文学活动必须有利于世界和

平、人类进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有利于社

会向和、向美和人心向善、向上。这需要远大

的目光、宽广的胸怀，既立足于自己的民族与

本土，又能超越狭隘的族群意识、疆域意识，

努力亲诚惠容、尊重多样、包容异端，用文学

的力量化干戈为玉帛，用美学的春雨“润物细

无声”。至于优势与不足，前者指我们的历史

文化优势、文学传统优势、生产生活优势、社

会制度优势、所处时间空间优势，从哲学的、

美学的高度深刻发掘文学价值与意义，充分

活化与转化其资源潜质，创作出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文学精品，努力攀登文学高峰，

为人类文学画廊增添奇光异彩；后者指我们

要清醒意识到自己在深入生活、体验生命、感

悟人生、世界眼光、人类情怀、国家责任、美学

修养、创作技能等方面尚存在种种缺欠与幼

稚，从而必须尽快改善自己的思想、品格、境

界，让自己的创意、表达、驾驭主题与题材的

能力得到进一步增强，敢于作大制作，有能力

创大品牌，在世界文学之巅与全世界最优秀

的作家及最尖端、最前卫的美学思想、观念、

流派平等对话。所谓的方向与前景，就是坚

持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文化性与美学性

相联袂，力求做到国家性与世界性相统一、历

史性与现实性相联通、民族性与人类性相贯

穿，去开拓丝路文学的新天地。所要振奋的

精神和力量，就是爱国主义、崇尚真善美、礼

敬团结友爱、实现公平正义、追求真理科学的

精神，以及促进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力量，

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力量，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力量。

目前，我们对丝路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

之关系的研究刚刚开始、有关探讨尚十分有

限，但它对丝路文化、中外文学交流史、尤其

是对进一步发展繁荣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具有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它是一次文化之

旅、审美之旅，更是一次思想观念的大解放与

大突围。它历史空前地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在空间上、精神上与世界贴得更近，并深感自

己为中国文学承担的义务巨大。我坚信，只

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

中央周围，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感

知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并继承中外优

秀文学传统，进行艰苦的美学创造，我们就一

定能够收获更多有道德、有筋骨、有温度、有

高度的文学成果，在振奋民族精神、推动社会

进步、促进世界和平，尤其是在推动一带一路

经济、文化合作方面，作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独

特贡献。

当下时代美育何为？近日部分学者、专

家在北方工业大学举行了“美育与人生学术

研讨会”。大家认为，美育必须回归人生本

位，以审美的精神去建构人生、发展人生，实

现“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成人”的目

标。

当前审美教育面临严峻挑战。李田提

出，这个时代对我们美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

历史性课题，也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我们能

否取胜，关键在于能否将美育定位到为人生

的原点上。孙伟科认为，现在社会生活中存

在的一些丑恶现象，既造成社会危机、精神危

机，也造成美育危机。美育要面对人生，也必

然要面对人生和社会的各种困境。与会专家

认为，如何让人树立正确的美丑观、审美价值

观，建构高雅、高尚、高远的爱美之心，是美学

美育必须面对的时代要求和应当承担的社会

责任。

学者们提到，美学美育本身存在与人生

脱节的倾向，这种脱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

美学成了一套纯粹的理论体系，美学研究成

了纯粹的学术研究，而美育则成了一种纯粹

的知识学习或技能传授。与人生的脱节，是

美学美育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原因之一。

这种二分法、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可能是导

致美学美育与人生脱节的内在原因之一。近

现代美学美育强调灵肉、精神—物质的二分，

并以心灵、精神的自由、超越为其旨归。二分

法固然带来表述的方便和认识的深刻，但有

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端，就是忽视了人的灵—

肉、精神—物质的有机统一。美学美育一方

面来自人生，一方面为了人生。这种来自人

生、为了人生，虽然主要是从精神的层面来说

的，但也不能脱离物质的层面。当美学美育

片面追求其精神性、抽象性、理论性的时候，

也就带来了其脱离物质性、现实性的危险，也

就与其出发点、落脚点渐行渐远。所以，看起

来美学美育与人生的关系是清晰的、明确的，

但实际上还是存在一个反思、重新定位的问

题。美学美育应当落实到人生。这个落实，

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实施或操作性的问题，

但实际也涉及美学美育的核心问题。当美学

成了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当美育成

了一种纯粹的知识传授的时候，美学美育之

为人生就极易成为一句空话。当普通人对美

学美育敬而远之的时候，美学、美育就成了自

说自话。美学的理论建构当然是必要的，美

育的知识传授当然也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

是美学美育应当与人生统一起来，为建构和

谐、健康、雅致的人生发挥作用。中国古代美

学美育中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值得我

们借鉴。而某些文学艺术教育则不一定是

真正的美育。人们一般认为，文学艺术教育

就是审美教育，就是审美教育的主要途径。

文学艺术也确实具有审美功能，从而发挥其

审美教育的作用。但事实又表明，当前的某

些文学艺术教育并非真正的审美教育，而是

一种知识的传授或技能的培训，与全人的教

育、与健康和谐品格的培养还有相当距离。

孙伟科认为，艺术教育在我国大多数时候变

成了技能教育，艺术教育很多时候变成了谋

生手段，没有起到健全人格的塑造、高雅文

化的创造与和谐氛围的营造的作用。在情

感教育方面，迫于各种急功近利的诉求，不

同阶层的人的利益和情感诉求实际上被漠

视。宋瑾认为，专业艺术教育普遍存在重技

轻艺、重“艺”轻文的现象。美缺席，不在场，

美育也就谈不上了。如果受教育者未进入美

的世界，未被美所打动，以美育人也就根本谈

不上。

学者们呼吁要高度重视美育的“化人”

“成人”作用。在所有的教育中，美育可谓是

最软、最无直接功用的教育，但美育却具有

“化人”、“成人”的大用。美育的“化人”“成

人”作用，也就是美育的人生、现实价值。沈

志莉说，“中国精神”是全体中国人在实现中

国梦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

具有无言的大美，当然包含中国美学精神。

我们的美学美育应当在“中国精神”的建构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马建辉认为，美育应当确

立三个观念：立心、立德、立行。所谓立心，即

在人的内心深处确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并通过立心来主导人生、改良人生、发展

人生、完善人生。立心是人生美育的根基，也

是人生建构的内核。“美育即情育”；所谓立

德，就是指其可以节制和化育人们的情感和

基于情感的诸种欲望，使之合于真善美的要

求，符合理性和道德规范；所谓立行，是说审

美不应只是一种感动，也不应只是一种欣赏

与体验，它更应是一种创造，是要创造出一种

别样的人生来。人生美育连结起来的是审美

与人生，立行则是实现这一连结的重要而关

键的环节。美育就是要创造具有审美意义的

人生，并为此而“立心”、“立德”、“立行”，最终

达致“成人”。王文革认为，蔡元培提出以美

育代宗教的说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信仰的

问题，而且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存在方式、人生

的价值追求、人生的理想问题。如果美既具

有理想的一面，也具有现实的一面，它就可以

成为人生的部分和内涵。高昌说，古人所言：

“闲坐对花常入梦，无眠听雨忽成诗”，这里说

的其实是一种天然的美学感悟；古人又说：

“每向花间逃俗客，偶从书里近骚人”，这里说

的则是一种能动的美学选择。而感悟也好，

选择也好，有的是自发的，而更多的则是通过

审美自觉层面上的人生美育的塑造和引领而

达成的。

美育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人是社会

的人，人也生活在社会。所以，良好的社会环

境对于审美教育来说十分重要。社会的美育

较之学校的美育对于个人来说具有更加深广

的影响。所以，有人说，一天的社会经历足以

颠覆十年学校教育所确立的价值观。有学者

认为，个人的完善和完美离不开社会的完善

和完美。所以，美育必须与社会改造结合起

来。中国当代美学界在从事审美教育时，一

是要敢于批判中国当代社会的不良的文化艺

术现象，二是要勇于在理论上创造独特的美

学理论，三是不能只在艺术领域里开展，而是

要与社会改造相结合。宋青松说，如果好的

东西发挥不了作用，而哗众取宠、娱乐玩闹的

东西反而得到更大的传播，自然不利于正能

量的传播，也不利于美育的正常开展。每个

人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我们社会的正面形

象，去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美育重在实践，重在让人感受到美。郑

小筠结合自己在清华大学多年从事艺术教育

工作的经验，认为美育本来就是培养人的工

作。她说学校搞艺术教育绝不只是让学生唱

首歌、学会一个舞蹈，而是要通过艺术活动的

教育和体验，使人全面成长。她认为，正是因

为这样，清华大学艺术团才出了很多优秀人

才，他们功课成绩非常好，艺术上也表现得相

当不错，并且通过开展艺术活动学习了、感受

到了很多美好的东西。王旭晓介绍了她开设

审美与人生课程的情况。她的这个课程从人

类的审美活动说起，论及审美活动的超功利

性、主体性、感性特征与人生的关系，以及美

与人生启迪等方面。沈志莉认为，我们中国

传统美学美育有将学问与人生结合起来、统

一起来、强调知行合一的传统。这些都值得

我们在美学研究、美育实施中继承、借鉴。史

红认为，人生美育的整体架构由三部分组成：

理论研究、具体实践、媒介传播。人生美育的

理论研究层次从人的年龄区分由小及大，可

以分为小学美学、中学美育、大学美育、成人

美育。研究层次范围可以分为家庭美育、学

校美育、社会美育。研究内容主要有人生美

育的内涵、范围、特点、功能，人生的目的、价

值、意义、态度与美育的结合，人生美育与素

质教育、艺术教育的关系，人生美育与学校美

育、家庭美育、社会美育，人生美育与人生哲

学、生活美学、生命教育等。具体实践则主要

涉及人生美育的实践领域、途径、手段、方法、

模式、误区等。媒介传播方面主要有人生美

育的媒介传播的环境、机制、策略、方式、效果

等。宋瑾说，所谓“乐者，乐也”；美育的实施

需要处理一个悖论：非功利的功利。首先要

非功利，进入审美，为美所动，进入真善美的

世界，接受熏陶，升华至超感性的境界，育人

目的便自然而然达成了。丁旭东认为，立德

树人是美育的根本任务。要是充分挖掘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资源，构建中国美育理论上实

践体系。要开展基础理论研究，要积极总结

和归纳现在活态的美育实践经验并提升到理

论高度。

与会专家表示，美育为人生并非新的美

学观，为人生也是美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

当前重提为人生的美育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要通过研讨和实践，提升美育为人生的自

觉，并赋予美育新的时代内涵，发挥美育在人

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

代叙事学的引进，中国作家在民族传统

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生活的运行趋势，

对运用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积极付诸创

作实践，积累了重要经验。引进西方现

代叙事方式，不能“原装引进”，搞“大迁

移式横移”，必须进行民族化改造。

从世界各国来看，引进西方现代叙

事方式，都进行了民族化改造。从川端

康成的《水晶幻想》、崛辰雄的《神圣家

族》等作品来看，日本作家引进西方现

代叙事方式，是在本国文学艺术传统抒

情格调和美文趣味的基础上改造了西

方现代叙事方式。印度一直存在着讲

故事人、吟唱诗人的叙事传统，达拉巽

格尔的《诊断所》、拉盖石的《关闭的黑

房》等运用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的作品不

同于西方的淡化情节、淡化人物的做

法，作品情节生动，人物鲜活。拉美是

个多民族聚集的地方，现实本身具有魔

幻色彩，马尔克斯的《家长的没落》、卡

彭铁尔的《竖琴和影子》等运用西方现

代叙事方式的作品，用魔幻色彩创造了

“神奇的真实”。中华民族正在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上艰苦创业，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其本身就具有独特的史诗般

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鲜明的民族化形

式。这样，艺术表现这一意识到的历史

内容，应以鲜明的民族化形式出现于

世。因此，引进西方现代叙事方式，必

须进行改进制作、创新发展，即进行民

族化改造。

西方现代叙事方式虽然具有重大

革新意义，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缺陷，恰

恰在这些方面，中华民族传统文学有着

众多优长。如，西方有不少散文化叙事

作品虽然实现了日常生活化，但使人感

受烦琐、暧昧和漫无目的，“它太像生活

本身，因此，它更多的是描绘而不是提

炼生活的意义”。而中华民族关于形神

关系的传统美学思想是解决这方面问

题的灵巧钥匙。关于形神关系问题，汉

淮南王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多次提及，

虽然阐发的是道家的养生之道，但涉及

了美学问题，对后世美学产生重大影

响。《淮南子》赞美了有形的广漠宇宙的

丰富多彩、生机勃发、诗情画意。同时

又强调了神主宰形：“以神为主者，形从

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这对散

文化叙事方式写作，用一个形象的词语

来概括，就是“形散神凝”。这里有丰富

的蕴涵：形就是作品描写的生活现象，

神就是作品的思想意蕴；形要丰富多

彩，神要集中概括；形要蕴涵神，神要统

帅形。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范仲淹的

《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

轼的《石钟山记》等等，都是体现形散神

凝叙事策略的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形

深深蕴涵神，神紧紧统帅形。西方现代

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尤其是后现代主

义文学的各种流派，都大量运用意象化

叙事方式，但是，有不少意象化叙事作

品用表象揭示意蕴显得很牵强。而我

国文学有精彩的意象化叙事传统。西

方前期的印象主义文学为现代诗歌的

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推崇我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写作传统，

经他们的倡导，在欧美曾出现翻译我国古典诗歌的热潮。

我国精彩的意象化叙事传统，强调意象化写作要贴切、灵

巧、生动。唐代司空图的《诗品》写道：“意象欲出，造化已

奇。”是说，意象出现，一切都自然而然，如同自然创造化育

一样，达到高度贴切、灵巧、生动的境地。刘向《说苑·正谏》

中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典故、刘向《战国策·齐策一》邹忌

讽齐王纳谏的典故、刘向《战国策·赵策四》触龙说赵太后的

典故，都是中国古典文化运用意象写作达到高度贴切、灵

巧、生动的范例。

中国作家运用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经过民族化改造，收

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如，西方不少心灵化叙事作品为了表

现无意识、非理性，常常有意搞朦胧、晦涩。而中华民族传

统美学则喜欢明朗，厌恶晦涩。刘勰《文心雕龙》强调：“驱

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是说遣词状物只以清晰明白为

贵。我们的一些心灵叙事作品，如苗长水的《冬天与夏天

的区别》、姚鄂梅的《索道》、李进祥的《狗村长》等等，发挥

中华民族喜欢明朗、厌恶晦涩的传统美学思想，作品人物

意识运行起来，时空方位明确，事件脉络清晰，得到众多读

者的喜欢。再如，我国作家发挥中华民族意象化写作的优

良传统，人生哲理表现得贴切，灵巧，生动。晓苏的《背黑

锅的人》，通过乌鸦一再为同学背黑锅的表象，揭示了头

脑中的书本逻辑与生活中的实用逻辑是截然不同的，死

抱住书本逻辑不放，只能遭到一塌糊涂的惨败。艾伟的

《整个宇宙在和我说话》通过双目失明的喻军专心致志

的磨砺，发挥其他感觉器官的协助作用的表象，揭示了

在人生的舞台上，一扇门关上了，另一扇门就会打开。

须一瓜的《第五个喷嚏》通过美女河惠与习以为常的僵

化的民情习俗的不断遭遇的表象，揭示人们习以为常的

僵化的民情习俗对人性的摧残。西方不少荒诞化叙事作

品，人物没有个性，只是个符号。而我国，唐宗传奇、宗

元话本、明清小说中的一系列荒诞叙事，众多人物都具

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因而成为鲜活的人物形象。当代，

我国的一些优秀的荒诞化叙事作品，个性鲜明，因而人

物鲜活。莫言的《蛙》通过一系列荒诞叙事，把僵化得

“成了魔”的姑姑的鲜明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阎连科

的《受活》通过一系列荒诞叙事，把一个农村政治人物柳

鹰雀的既狡诈又拙笨、既清醒又糊涂、既深藏又浅露的

鲜明个性表现得活灵活现。晓苏的《酒疯子》通过一个

荒诞生活现象的横断面，使一个心灵卑微，只得靠大吹大

擂过活的个性鲜明的小人物跃然纸上。

各种不同的现代叙事方式都有超越传统的革新特质，

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策略，都有自己的民族化特色，了解这

些，对于发展现代叙事方式艺术表现人类自我，对于推进文

学创作事业繁荣昌盛，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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