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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

文艺发展的基因。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对当前的文艺创作有重

要价值和意义，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保证。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应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实现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换；应

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应在信息化时代，利用

数字技术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应将其建立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基础之

上，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艺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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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文艺座谈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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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为繁荣我国社会主

义文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指明了方

向。此次座谈会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文

艺界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概念、内涵、

民族学理特征，以及标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当代意义等内容进行了阐释

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对传承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的具体路径的研究仍然较

为薄弱。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

上，从创造性转化、话语权建构、数字技术运用、

生活性与实践性等方面，对传承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的路径进行探讨，以供学界

参考。

　　一、跟上新的时代，实现中华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换

　　中华民族经过５０００多年的发展历程，共同
培育了独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

学所体现的美学精神和中华艺术所体现的艺术

精神，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博大精深，内涵深

刻———中华美学精神与艺术精神是两个不同概

念，但联系密切，很多重要范畴（如意境、情趣、

气韵、形神等）是一致的，我国对传统美学的阐

释往往依托艺术进行，具有浓郁的艺术美学色

彩，中华美学精神是中华艺术的内核之一，中华

艺术以美学精神来映照艺术精神、以美学精神

来引领艺术实践。概括起来，中华美学精神和

艺术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注重天人

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主客、心物、

情景交融的审美关系。二是倡导包容和谐的理

念，儒、释、道并行不悖。三是具有出世入世的

双重特征：一方面倡导世外桃园般的超逸、虚静

与洒脱；另一方面又关照现实世界，洞察人间情

怀，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担当精

神。这反映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具有思

想性、艺术性、精神性，也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

文艺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融合，审美与教化的有

机结合。［２］可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在世

界美学和艺术发展史中，不仅具有独特的历史

地位和意义，而且具有当代价值和普遍性意义。

晚清以降，中国门户被迫打开，伴随着西方

列强对中国的入侵，在西学东渐、欧风美雨的影

响下，西方美学和艺术也传播到中国，不同的美

学和艺术观在这里碰撞、交锋和融合，对中国文

化和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朱光潜、宗

白华等国学、美学大师和不少文艺理论家都运

用西方文艺学说对中西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和

参照，这对中国传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现代性

转换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国维继承了康德的超

功利美学观，认为审美和艺术在本质上是超功

利的，批判了封建美学传统，主张审美要摆脱物

质欲望和功利主义的束缚；梁启超也强调从无

功利的生活中发现美，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

一位。［３］新中国建立之前，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

潜参照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来阐释中国美学精

神，用西方的“表现说”来解释意境，认为在诗、

艺术的境界中，情感表现于意象，被表现者是情

感，表现者是意象，情感、意象经心的综合（即

直觉）而融为一体，就构成意境，以期构建中西

结合的文艺心理学和诗学体系［４］。宗白华从中

西美学精神和审美经验的比较研究中，对中华

美学精神特别是意境也进行了创造性的挖掘。

他认为，“艺术家以心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

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

然景象交融互渗”［５］，意境无非是借自然景象

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以窥见自我最深的心

灵律动。宗白华还认为，艺术意境并非单纯地

写实，不是平面地再现自然，而是一个有层次的

创造。他指出，“从直观感相的模写，活跃生命

的传达，到最高灵境的启示，可以有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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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６］，第一层次是写直观的形象，第二层次是

传神，第三层次是妙悟，艺术家将点、线、光、色、

形体、声音和文字组合成有机谐和的艺术形式，

以表达意境［７］。以上学者尽管探索的侧重点和

方式不同，但都是通过借鉴西学以推动中华传

统美学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发展。新中国建立

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在李

泽厚等美学大师的推动和引导下，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得到了进一步阐释与现代性转

换，对中西美学的看法也更为全面和客观。

回顾近百年来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上所走过的道路及其经验教

训，可以看出，要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中西

关系、古今关系：既不能以西格中，套用西方美

学和西文艺术的观念、范畴、术语来阐释中华美

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抹杀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不

能因循守旧、不分良莠，不加区别地全盘继承固

有的传统。在当代，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树立

全球化的视野，善于利用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

成果，吸收和借鉴西方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中

科学、合理的理论和方法，并结合中国的审美观

念和艺术实践，对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

神进行创造性转换，并赋予其时代内涵和意义，

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艺术理论及

其话语体系。

　　二、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中，蕴

含着独特而丰厚的美学思想、理论、范式和艺术

精神，它们是中华民族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把握

世界的表征，尤其是其天人合一的和谐包容理

念，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间情怀，以及营造意象的

诗意品性，更在世界美学和艺术精神发展史上

具有独特魅力。惟其如此，丝绸之路才成为中

西文明交流的象征。这条商贸之路的文化交流

作用远超商品流通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欧洲、非

洲、中西亚等文明借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同

时中国文明也远播四方。在一个相对隔绝的时

代，东西方借由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异常频繁。

例如，早在汉唐时期，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

外来宗教文化就通过不同的路线和途径传入中

国，同时，外来音乐、舞蹈、文学、艺术也对中国

特别是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产生了重要

影响。文明的传播是双向的，中国化的佛教与

本土的儒教、道教、民间信仰也经丝绸之路向日

本、朝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传播。伴随着丝

路贸易，瓷器、丝绸、屏风、扇子上的绘画风格、

音乐、舞蹈等都对丝路沿线各国产生了重要影

响，特别是明清时期，海上丝路的繁荣，伴随大

宗远洋商品贸易的发展，中国元素更是对世界

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风格的流行与欧洲

中上流社会对中国商品及其风格的狂热追捧就

是明证。［８］

然而，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完成与资本主

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推行强权政治和殖民霸权

政策，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近代中国衰落

了，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政

治上从中心走向边缘，在世界上逐渐失去了话

语权。同样，在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也

确立了以西学为中心的话语体系。近代中国，

积贫积弱，任人宰割，部分国人和知识分子开始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学说产生怀疑和动摇，认为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阻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和发

展，最终导致了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西学的

传入正好满足了当时知识分子改变中国困局的

迫切需求。２０世纪初，伴随着西学的席卷中
国，西方美学思潮和文艺理论也传播到中国，中

国知识分子对此迅速作出了回应，其中一部分

人认为应该全盘西化，接受西方美学理论和艺

术，用以改造中国艺术，改变颓势。但宗白华、

朱光潜、滕固、马采等学者则辩证地看待西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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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方面，他们对实证主义美学等西方最新的

美学和文艺理论进行了翻译和介绍，打开了中

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文艺界的眼界；另一方面，他

们立足中华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现实，通过对

中西美学和艺术进行比较研究来把握中国美学

和艺术的范畴、命题，从而开创了中国美学和艺

术的新局面。现代早期美学和艺术理论界对西

方美学和艺术中国化的阐释及其对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的创造性转化等方面的努力是非

常有意义的，不仅为中国美学和艺术发展提供

了新术语、新思维，而且留住了中华传统美学和

艺术的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学和艺术界

一度深受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响，一批苏联

的美学和艺术著作被翻译到中国，而西方仅有

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丹纳的《艺术哲学》等

少量美学和艺术著作被介绍到中国。在苏联和

西方文艺理论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产生了短

暂的美学热，并产生了像李泽厚这样的大美学

家。“文革”时期，美学和文艺成为了阶级斗争

的工具，整体上处于停滞、徘徊阶段，走了许多

弯路，经受了许多曲折。改革开放后，一方面，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文艺

界进行了拨乱反正，并深入思考了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的实质；另一方面，中国文艺界加

强了与世界文艺界的交流和互动，美学和艺术

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活力与动力。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要想在世界舞台上立

于不败之地，充分发挥其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话语权的构建与把握日益重要。经过３０多年
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经济上

的硬实力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创造了前提条件

和物质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适时提出

学术话语权的构建问题，正是为了破解西方对

学术话语权的垄断，因为学术话语权的构建对

于中国软实力、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具有重大

意义。

近百年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历程表明，

要增强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首

先路径选择必须正确。要将植根传统、立足现

实与借鉴国外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与世界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以及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

神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有理

论上的自觉。要更好地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和艺术精神，就必须进一步提高理论自觉，而不

是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对西方文化亦步亦趋，

甚至成为西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掮客。近些年

来，国内学者广泛使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美学、

图像学、观念美术等理论来阐释中国艺术，这本

无可厚非，但如果迷失了方向，缺乏社会责任

感，失去了中华传统美学和艺术根基，对中国社

会的深刻转型和伟大变革、对人民大众的鲜活

生活视而不见，这样的美学精神和艺术理论就

缺乏活力，没有生机。坚持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的理论自觉，攀登学术制高点，掌握话语

权，这是历史与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社

会主义文艺持续健康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相

信，在２１世纪，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必定
能为人类以审美方式把握世界、促进和谐世界

建设开出一剂良方。

　　三、在信息化时代，利用数字技术

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以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
革命浪潮正席卷全球，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

治、生活、文化、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网络空

间文化保留、释放了人的个性，提供了民主和平

等的交流工具，并创造了无限的可能和海量的

信息，因而为大众所喜爱。网络空间、电子媒介

等数字技术正在深深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数

字技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信息化时代，从

网络上获得和传播艺术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

态。１９９０年代，美国纽约的古根汉姆博物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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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发起了网上展览，开始进行用数字化传播艺

术的尝试。现在，几乎所有的博物馆都在网上

设立展览厅以展示其藏品；许多艺术家都通过

微博、微信等新媒介与公众分享其创作，传播其

艺术作品和创作观念。因此，要传承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就必须充分利用好数字

技术，发挥好“互联网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的优势，大力发展网络文艺，占领网络阵

地，视觉文化和文艺理论双管齐下，以传承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其一，通过网络展现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强化网民对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

理解。例如，绘画方面，自北宋以来，在绘画上

题诗落印以展现诗情画意已成为中国的一种传

统绘画形式；除了笔墨，诗意也成为品评传统中

国画的又一标准。通过在网络上展览、宣传这

种独具特色的中国艺术能很好地传播中华美学

精神和艺术精神。具体而言，在网上展示诸如

清代画家王（１６３２—１７１７）的《唐人诗意图》、
王时敏（１５９２—１６８０）的《杜陵诗意图册》等绘
画作品，能很好地传达中华美学精神中的“天

人合一”、艺术精神中的意境和“诗中有画，画

中有诗”的民族特性。［９］

其二，通过互联网促进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的研究与交流。互联网使得学术研究和

交流更为便捷，通过各类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我

们能获得文艺学、美学论文等各种艺术资源，这

可有利地促进文艺的繁荣，特别是文艺理论的

研究和阐释。各种论坛、网络空间也为文艺爱

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交流的便捷平台，在这里，

艺术理论和思潮的激荡、碰撞，可极大地丰富文

艺理论和评论。在民主化的网络空间，不再有

文艺权威，有的是各抒己见，百家争鸣，这有利

于文艺批评的发展。

　　四、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应建立在人民大众的生活基础

之上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一方面强调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追求生命意识和诗情画意，另

一方面主张通过文艺去关照自然，体悟人生，重

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因此，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不仅是出世的，而且

也是入世的。中国哲人主张在现世人生的人间

情怀中体味精神美感，使这种美感植根于历史

的实践和人民的生活这片沃土之中。传承弘扬

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前提条件是传承，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许多独具中华特色的绝艺、

绝技濒临失传境地，而这些绝艺、绝技往往是中

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载体。没有了这些载

体，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我们应充分保

护祖先留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活化，发

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作用，培养更多的

文艺接班人，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后

继有人。另外，应深入研究最能表现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的文艺家、美学家的技能、思想

观念和文艺精神，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新

的创造、创作提供重要的借鉴资源和养分。

在继承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基础

上，还必须对其进行创新和弘扬。中华美学精

神和艺术精神之所以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一个

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建

立在人民大众鲜活的生活基础之上。早在三千

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就形成了在宇

宙自然、人伦道德、社会文化中把握、阐释美学

和艺术的传统。到了近代，王国维、梁启超更是

从人生与美学、艺术的关系上去看待中华美学

精神与艺术精神。延安时期，毛泽东也非常关

注文艺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发展，号召文艺家与

群众相结合、与时代相结合，文学艺术要为人民

大众服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当前文艺

创作脱离生活、脱离实践、脱离人民等问题，习

近平指出，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

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

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

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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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职；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

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

魂的躯壳。能不能创作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

取决于是否能为人民书写、为人民抒怀；要虚心

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

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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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人民的幸福放在心中，把

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

人生，刻画最美人物，坚定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

憬和信心。［１０］

可见，文艺创作要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

入群众，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既体现了中华美

学与艺术的入世精神，也是让中华美学精神和

艺术精神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之必需。只

有建立在生活基础上的文艺创作和教育，才能

更好地理解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才

能更好地理解文艺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交流工

具，才能更好地理解文艺既有自在的也有他在

的价值与意义，才能更好地从个体和集体两方

面表达自我，发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价

值与方式。

　　五、结语

在２１世纪，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独
特性、稀缺性和重要性已越来越凸显，如何传承

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已成为一个时

代课题。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表现出来的

本土性、历史语境、现实性和世界性，必然要求

我们要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转换中华美学精神

与艺术精神，对艺术现象和美的事物进行回应

和阐释；必然要求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掌握中华

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话语权，为美学和艺术

活动制定规则和标准，扩大中华美学精神和艺

术精神的影响力；必然要求我们在信息化时代，

利用数字技术传达与传播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

精神，传承发展中华美学与艺术；必然要求我们

将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的传承弘扬建立在

人民的现实生活之上，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

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

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

行美的发现和艺术创造。唯有如此，才能更好

地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和艺术精神。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命脉［ＥＢ／ＯＬ］．（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３－

１０］ｈｔｔｐ：／／ｃｐｃ．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ｃｎ／ｎ／２０１４／１０１６／

ｃ１６４１１３－２５８４５５９１．ｈｔｍｌ．

［２］　仲呈祥．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Ｊ］．艺术百

家，２０１４（６）：１．

［３］　梁健，陈莉．情感教育思想的中国近现代理论

溯源探析［Ｊ］．中国校外教育，２０１４（６）：３８．

［４］　唐孝祥．中国近代美学的四大特征［Ｊ］．华南理

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３３．

［５］　王云亮．当代中国画理论及创作研究［Ｍ］．北

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３：７８．

［６］　王德胜．美学原理［Ｍ］．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２４２．

［７］　林同华．宗白华全集：第２卷［Ｍ］．合肥：安徽教

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３３．

［８］　王洪斌．全球史视野下的东方奢侈品消费与１８

世纪英国社会［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６）：１４７．

［９］　陈冠男．再思诗意图［Ｃ］／／丁宁，李淞．２０１２年

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２０１３：

１５６．

［１０］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

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ＥＢ／ＯＬ］．（２０１４－

１０－１６）［２０１６－０３－１０］．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

ｎｅｔ．ｃｏｍ／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１４－１０／１６／ｃ＿１２７１０４０１０．

ｈｔｍｌ．

·１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