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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大团结之舞 叶浅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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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意涵

十分丰富的时代命题。

当下中国，正行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大

道上。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

基。近代中国面对裹挟着船坚炮利侵门踏户

而来的西方现代性，由排拒而接纳，百年间饱

尝主权沦丧、文化失语的痛楚。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和60多年甘苦备尝忧喜交加的社会

主义实践，使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

各方面洗雪了百年屈辱，昂首挺立于今日的

世界。然而，文化失语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面对依然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自

信尚待恢复和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仍然十

分模糊。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传承和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思想和

智慧，重拾中国文化的自信，使文化在民族复

兴的途程中发挥关键效用。因此，对传统文

化的重估和扬弃，既有历史性，更有现实性；

同时，它又是指向未来的。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化是

多民族的文化。同样毫无疑义地，中华美学

是多民族的美学。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认识中华美学的多民族性质，发掘中华美

学的多民族内涵，实现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

合，使中华美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最大程度地

得到呈现，成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宝贵的

审美智慧和思想文化资源，是我们讨论这一

时代命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美学精神来自对美学事象的审视、研究

和提炼，是美学事象的抽象结晶。从丰富多

彩的少数民族美学事象即自古迄今的少数民

族文学艺术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绝不

是中华美学的点缀和附庸，而是中华美学的

有机和重要的构成。仅就文学而论，中国的

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

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

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

200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

诗。《格萨尔》和《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已启动。少

数民族民歌和民间长诗，极大地补充了汉族

民间诗歌和长诗偏少的不足，使中华文学的

结构显得更为完整。在小说方面，蒲松龄的

《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创造了中国

古典文学的高峰。

儒释道美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和谐包容等等观念，被视为中华美学精神的

精义。然而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内涵，还应

纳入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特质。少数民族

的美学与汉族美学有其共性，都体现着对真

善美的追求；但也有其差异性和异质性，非儒

释道美学所能涵盖。

以同为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民间长篇叙事

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为例。前者是南

朝汉族诗歌，后者是北朝少数民族诗歌，两部

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乐府双

璧”。而这两篇作品所蕴涵的审美意趣和呈

现的美学特征却是大相径庭。《孔雀东南飞》

叙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位男女主人公的

爱情悲剧，“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

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

为！”“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

人，君还何所望！”……诗中所呈现的家庭关

系是严酷的，长幼尊卑秩序不容冒犯，父母、

兄长可以随意干涉子女和弟妹的生活和精神

自由。在家长专制的煎逼之下，刘兰芝“揽裙

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悲愤自尽。而焦仲卿

即使身为官府的吏员，在森严的宗法秩序之

下也是无力挣扎，最终“徘徊庭树下，自挂东

南枝”，追随刘兰芝的幽魂而去。两位主人公

的自杀，不能说与儒家道统没有关系。即使

解释为一种对封建宗法秩序的反抗，这种反

抗也未免过于孱弱。《孔雀东南飞》通篇弥漫

着阴郁、哀伤的气息和氛围。而《木兰诗》所

展现的家庭关系却要自由得多。花木兰从军

和解甲归田，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志。“阿爷

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

征。”她代父从军，是

出于对父亲和家人的

爱。“旦辞爷娘去，暮

宿黄河边。不闻爷娘

唤女声，但闻黄河流

水鸣溅溅。旦辞黄河

去，暮至黑山头。不

闻爷娘唤女声，但闻

燕山胡骑鸣啾啾。”这

种对父母和家人的热

爱与思念，始终伴随

着她的戎马行军。十

年征战，立下赫赫军

功，但她婉拒朝廷的

利禄封赏，自愿解甲

还乡，回到父母和家

人的身边，享受“脱我

战时袍，著我旧时

裳。当窗理云鬓，对

镜贴花黄”的普通人

生活的快乐。《木兰

诗》所表现的自由、阳

刚和健朗的审美精

神，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光辉，更易于唤起人

性的共鸣，因此它走向世界，被改编为好莱坞

电影，绝不是偶然的。《木兰诗》的美学特质，

如果用儒释道美学加以阐释，将会显得十分

牵强。《木兰诗》的阐释，期待一种有别于儒释

道美学的少数民族美学。

美学的生命力在于实践。美学是文艺实

践的提炼和升华，而美学也应对多姿多彩、具

体生动的文艺实践进行阐释并起指导作用。

美学的自觉，是时代对我国多民族文艺创作

和文化创造实践提出的要求。但少数民族美

学研究，目前基本上还是处于失语状态，尚未

有显著和可观的成果，少数民族美学的学科

建设，仍是一项艰难的任务。

多元化已成为现代审美意识的重要法

则。而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不仅关涉美

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关涉美学本体论，关

涉美学意识形态问题。如同当代西方马克

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美学

是作为有关身体的话语而诞生的，美学首先

是指与思想领域相比照的人类的全部知觉

和感觉领域。然而如果政治秩序不致力于

“活生生的”最易触知的层面，不致力于属于

一个社会的身体的感性生活所有一切中的

最有形的领域，它怎么可能繁荣呢？西方传

统美学也极为重视审美与社会和谐的连

结。在卢梭、夏夫兹博里、大卫·休谟等人看

来，审美奠定了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类团

结的源泉。进行审美判断就意味着以全人

类的共同名义尽可能地排除个人狭隘偏

见。审美的非功利性包含着主体的极端的

非中心化，使自我关注让位于感性的交

流。康德认为，审美的主体间性预示着统

一于主体的存在的深层结构的、乌托邦式

的主体共同体。席勒说，只有审美的趣味

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因为它在个体身上

培育发展和谐。只有审美的交流模式才能

统一社会，因为它与大家共同的东西相联

系。而黑格尔则认识到，社会统一既不可能

建立在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普遍化的审美

真谛中，也不可能只建立在政治国家的水平

上，它必须存在于文化实践中，存在于社会

生活结构中。（见特里·伊格尔顿《美学意识

形态》）可见，美学也蕴含着政治，美学意识

形态指引着审美活动。因此，站在民族团结

与社会和谐的立场，更加开阔视野，正视中

华美学的多元化与多样性，进而在此基础上

寻求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其意义重大而

深刻。

不妨认为，认识和发掘包括少数民族美

学在内的中华美学的宏富内涵，深化中华美

学多元一体融合包容的格局，这是传承和弘

扬中华美学精神的理所必然、事所必至，也是

一个重要的美学判断。

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
□□石一宁石一宁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征文选登
吉林省委宣传部 《文艺报》社 吉林省作家协会 合办

当下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

代，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媒体与互联网

的高度发达、经济的全面同一化，欧风

美雨已经洒遍全球，全球化已经渗入

到我们的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我们的

“90后”是吃着麦当劳、看着好莱坞大

片长大的一代。在这样的时代，很多

年轻人包括中年人的价值立场已经欧

美化，如何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是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曾经我们的丝绸之

路也将灿烂的中华文明输送到海外，

中国文化的输入对欧洲的文艺复兴产

生过极大影响，当下面对欧美文化的

冲击，我们如何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又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的确是一个

必须思考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对中华文化立场的概

念的理解，中华文化立场是一个很大

的场域和空间，很多东西都可以往里

装，单就文化传统来说，就不易界定，

如果我们把传统当作一个活的有继承

发展空间的东西来看，传统就是一个

大传统与小传统、旧传统与新传统的

叠加，如果说儒家传统是我们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也是我们的传

统，所谓的“破与立”在历史上也是有

传统的，孔子孟子曾子是我们的传统，

徐渭、李贽的癫狂和反叛是不是我们

的传统？陈寅恪、梅贻琦是我们的传

统，赵树理、孙犁是不是我们的传统？

单说中华文化立场的坚守容易流于空

泛，笔者个人认为不如提中华文化基

因的传承与改造恰切一些。何以这样

说，因为上述所说都是一个文化基因

问题，这些文化基因有的互相矛盾甚

至对立，但它们都互相独立地存在于

中华文化传统之中，在当下哪些文化

基因对我们有利可以发扬光大甚至改

造，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如何看中华

文化基因的传承与改造和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这两个概念，文化基因的传承

与改造是比较保守的，是基于传统的，

有其受限制的地方，而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是活动的，是一个能形成新传统

的概念，它实际上是要我们提出一整

套的新概念与价值立场，因为要坚守

就要搞清楚坚守的内容是什么，坚守

的目的是什么，这两个概念如何提、怎

么提还需要好好考虑。

因此，全球化时代如何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应该是一个切实的东西，

它必须要有概念、有内容、有实在的

可实施的行动计划，是我们这个时代

的内容，而且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

完成的，既需要专家学者的跟进也需

要政府部门的参与，这样，才不至于流

于套话，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才会有

我们的对策。

创新创新，，文学艺术的生命文学艺术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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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更是文学艺

术创作的生命。

文学艺术超越性的获取，必须创新。文学艺

术既根植于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文学艺

术的超越性，主要表现在文学艺术家超越现实的

巨大创造性上。文学艺术作品如果失去超越性，

就没有文学艺术本身了。就像只有桑叶没有蚕

丝，只有面料没有服装，只有砖瓦石块没有高楼大

厦一样。而超越性的实现，是文学艺术家凭借自

己的天性，根据现实生活发挥创新精神的结果。

文学艺术存在价值的获取，必须创新。文学

艺术是独特的精神产品，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

一般物质产品，合格就有存在价值；而文学艺术

作品，只有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精品力作，

才能激励人们的审美活动，从而产生社会效应，

获得存在价值。而那些简单复制日常生活现象

的作品，缺失创新，缺失诗意，读者得不到激励，

得不到兴奋，反而使人心灵困倦、精神萎靡，只能

随着时间的流失，销声匿迹。

文学艺术基本价值的获取，必须创新。文学

艺术有种种价值，诸如认识价值、教育价值、娱乐

价值等等，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基本价值，是审

美价值。文学艺术作品用自己凝聚的艺术美，以

强大的能量，使人们心灵感奋、震撼，同时接受其

滋补、提升，向着全面发展的新人进发。但美有

个突出特质，就是新颖。由于新颖，美才能深入

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心灵感奋、震撼，同时“润

物细无声”地接受其滋补、提升。文学艺术一旦

失去审美价值，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文学艺术创作如何实现创新呢？

要在生活辩证法中张扬社会积极因素。在

古代东方，人们早就珍惜人生辩证法中的社会积

极因素。唐宋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其众多

作品，或颂扬坚贞精神，或彰显凛然正气，或展现

英雄气概，突出表现了人生辩证法中闪射光芒的

社会积极因素。

要重视独特。文学艺术创作一定要抓住独

特，如同歌德所说，“艺术的真正生命在于对个别

事物的掌握和描述。”唯物辩证法认为在事物共

同本质认识的指导下，继续研究事物的特殊性，

就会避免认识的僵化、教条，而使认识不断运动、

发展。这是辩证法活的灵魂。

要挖掘传统文学艺术的思想艺术精华。我

们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遗产，发掘其精华，会

拓展文学艺术创新的重要空间。

要学习各国优秀文学艺术。唯物辩证法认

为，事物是在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中存在的，由

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变化、发展。耗散结构论认

为，一个非平衡系统要维持稳定有序，就必须成

为一个开放系统，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与能

量。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是个开放系统，必须

与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学艺术不断进行交流，才

能存活，发展。

新时期以来，具有丰富革新意义的西方现代

文学艺术的大量引进，对于我们开阔视野，创新

文艺，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西方现代叙事方

式，对于人类艺术表现自我，有重大革新意义。

上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的引进，

我国作家在民族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现实生活的

运行趋势，对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热情引进，认真

进行民族化改造，产生了一系列创新，丰富发展

了现代叙事方式。可以说，我们现代文学艺术的

叙事方式，不论是现实主义的还是浪漫主义的，

不论是现代主义的还是后现代主义的，都程度不

同地受到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的影响，面貌发生了

重要变化。

创新，使文学艺术获得超越性、存在价值、审

美价值，从而获得艺术生命。愿文学艺术家们通

过张扬社会积极因素、重视独特、关注重构、挖掘

传统文学艺术的思想艺术精华、学习各国优秀文

学艺术等等方式，不断拓展创新的广阔空间，创

作出更多具有创新意义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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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他们生命中的彼此——杨绛

先生散文拾珍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地址：100705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电话：010-65250342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2016年第七期

小 说
长篇 独药师（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张 炜
中篇 幸福像花也像草（《北京文学》）……………… 石钟山

说好了不见不散（《长江文艺》）……………… 女 真
小河（《芳草》）………………………………… 周以刚

短篇 棋语·弃子（《中国作家》） …………………… 储福金
短暂停留（《时代文学》）……………………… 胡学文
然后呢（《湖南文学》）………………………… 吴刘维
左右（《飞天》）………………………………… 宁 可

名家散文 往事如火如荼（《解放军文艺》）………… 贺捷生
远亲（《十月》）…………………………… 田 瑛
孤独者的绝唱（《山东文学》）…………… 郭保林

中华诗苑 不要哭，生活放下了欺骗（组诗）（《星星》诗刊）
……………………………………… 叶延滨

还乡记（《绿风》） ………………………… 唐 毅
佳作点评 评《她走》等 ………………………… 本刊编辑部

西西 湖湖
2016年第七期要目

新锐 方晓小说二题
路上飘满红罂粟（创作谈）

……………… 方 晓
另一种小说 ………………

…… 卫 鸦 丁国祥
巫女的未婚夫 …… 樊熙奇
桃李梅杏樱 ……… 高 烈
刺客 ……………… 金少凡
转山 ……………… 鲍 贝
走出大山的路 …… 夏克祖
亚楠的诗 ………… 亚 楠
吴艺的诗 ………… 吴 艺
自传与公传：一九八〇（三）

……………… 董学仁
池上小说论 ……… 东 君
苏羊小说论 ……… 东 君
关于莉莉陈的一切… 朱 个
一个朱个 ………… 莉莉陈
坦诚的对话与观念的互见

……………… 艾 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