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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艺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ꎬ也是文化创新发展的核心驱动力ꎮ 构筑新时代文艺发展的新

境界ꎬ应从构筑时代之境、美学之境、融涵之境多维向度上进行考量与推进ꎮ 文艺与时代始终存在难以剥离的密

切关系ꎬ时代内涵不仅渗透嵌入到文艺肌体的深处ꎬ而且深刻影响着文艺形式的演变ꎬ成为凝定历代文艺经典不

可或缺的重要因素ꎮ 开掘时代之境ꎬ既要充分彰显时代精神与内涵ꎬ又要善于以艺术之柔性涵化主题意旨与哲

理之思ꎮ 时代之境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厚重的历史使命与宏大题旨ꎬ美学之境则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的艺术高

度与哲思深度ꎬ是文艺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展现ꎬ也是文艺时代之境获得深厚底蕴与精神张力的重要基础ꎮ 创造

美学之境ꎬ既要尊重民族审美特质ꎬ又要善于以超越之意识突破传统束缚与成规羁绊ꎮ 融涵之境是互联网、人工

智能时代的现实诉求与未来趋势ꎬ文艺的风格流派、趣尚演变由此呈现出更加复杂阔大、更易迭代等特点ꎬ各种

审美趣尚的涵容互渗ꎬ以及科技与文艺的深度融合ꎬ不断催生出日益丰富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形式ꎮ 拓展融涵之

境ꎬ既要积极运用科技手段ꎬ又要善于以文化之魂重塑美学遗产与艺术形态ꎬ同时还应有全球视野ꎬ才能创造面

向世界的中国文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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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时代的文艺发展能够获得的艺术成就

与高度ꎬ通常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ꎬ同时也是

由多个维度所构筑的ꎬ其中既有时代精神与艺术

美学的维度ꎬ也有文化互鉴与哲学思想(批评思

想)的维度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

繁荣兴盛ꎬ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ꎮ 文艺繁荣

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性驱动力ꎬ是实现中国梦

的重要精神支撑ꎮ 新时代开拓文艺繁荣发展的

新境界ꎬ应从构筑时代之境、美学之境、融涵之境

等多维向度上进行考量与推进ꎬ从而实现蜕故孳

新、融合超升ꎬ构筑当代中国文艺的精神气象、审
美形态与实践环境ꎮ

一、时代之境:与时偕行、引领风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历代文人艺术

家所创造的ꎬ不仅体现着不同时代的主题意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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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气象ꎬ而且反映着那些年代独特艺术创造与

审美旨趣ꎻ不同时代文化发展既离不开文脉的传

承ꎬ也离不开艺术新创ꎬ正是持续不辍的创新链

条ꎬ构成了中华文化的经典序列ꎮ 文艺与时代始

终存在难以剥离的密切关系ꎬ时代精神总是或隐

或显地影响和体现于文艺创造之中ꎮ 时代内涵

不仅渗透嵌入到文艺肌体的深处ꎬ而且深刻影响

着文艺形式的演变ꎬ成为凝定历代文艺经典不可

或缺的重要因素ꎮ 古代艺术家们对时代之于艺

术所构成的影响与作用ꎬ既有深切体悟ꎬ更有自

觉意识ꎮ 早在唐代ꎬ白居易就提出:“文章合为时

而著ꎬ歌诗合为事而作”ꎬ〔１〕主张文艺创作既要拥

有时代内涵ꎬ也要依据时代变迁而有所变革ꎻ石
涛从绘画角度提出“笔墨当随时代”ꎻ〔２〕 诗人赵

翼也说:“诗文随世运ꎬ无日不趋新”ꎬ〔３〕 突出强

调文艺创作的创新品格ꎮ 而这种趋新应随时代

之脉动ꎬ应符合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文化需求ꎮ
不论是“合为时”ꎬ还是 “随时代”ꎬ抑或 “随世

运”ꎬ都必须把握时代最有代表性的主流特征ꎬ捕
捉社会深层的精神气象ꎬ探悉人性内在的情感微

澜ꎬ并以前瞻性视野观照艺术实践ꎬ形成引领风

向的艺术趣尚ꎮ 这就涉及对时代精神的聚焦、拣
择、淬炼ꎬ以此构筑文艺境界的时代之维ꎮ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虽是老生常谈的话题ꎬ但
也是一个被历代文学家、理论家和政治家不断阐

释且内涵日趋丰富的主题ꎬ个中缘由便在于这一

关系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及其结构的繁复

性ꎬ是一个包含着历史语境、时代语境与现实语

境等多个面向的复杂结构ꎮ 历史语境是指在纵

向维度中考察当代(某个时代节点而言)ꎬ即对

当代何以为当代的溯源式探索ꎬ因为当代不是孤

立的、与历史了无瓜葛的当代ꎬ而是与历史存在

千丝万缕的关联ꎬ任何当代都包含着历史ꎮ 由此

观之ꎬ当下文艺必然要受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的

影响与渗透ꎬ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代文艺创造中必

然要发挥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ꎮ 时代语境是指

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价值观对于文艺创造的

规约与引领ꎬ以及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制度构架而

制定的相应文化政策ꎬ构成了具有时代特点的文

化环境ꎬ其中也包括这个时代对待传统文化的立

场与姿态ꎮ 现实语境是指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生

产力水平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审美需求ꎬ包括文

艺的生产、传播方式与手段ꎬ以及该阶段对域外

文化的态度和对外文化交往的发展状况等ꎮ 因

此ꎬ时代精神决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形成的ꎬ而是

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ꎬ并内在而深刻地影响着文

艺发展的现实状况ꎬ对文艺时代之境的构筑也就

必然要从多个层面加以考量ꎮ 同时ꎬ这三个面向

也不是截然分离的ꎬ往往是相互交织与融合的ꎮ
中国传统艺术流脉中ꎬ汉唐气象与宋元境界

无疑是两个不可忽视的艺术高峰和重要传统ꎬ均
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ꎬ至今依然是中华文化的优

秀基因ꎬ依旧浸润和滋养着当代中华文化的创

造ꎮ 汉唐气象通常是对汉唐两代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所曾经达到的高峰的一种概括ꎬ突出彰显了

这个时期中国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呈现出宏大

气势、壮阔局面和繁荣昌盛的时代气象ꎻ〔４〕 而作

为审美特征的汉唐气象ꎬ则是注重感性张扬、恢
宏壮阔、遒劲拙实ꎬ“讲究体量之大、气势宏伟、声
色绚烂”ꎬ〔５〕这一审美趣尚的生成有着独特的历

史与时代背景ꎮ
儒家积极入世思想ꎬ在汉唐时期得到充分体

现与实践ꎬ汉武帝在文景之治积累的雄厚物力财

力基础上ꎬ以旷世罕有的宏才大略ꎬ在北方匈奴

强大的军事压力下ꎬ坚毅执着地开疆拓土ꎬ致力

于开辟河西走廊ꎬ政治上为国家安全获得更多保

障ꎬ经济上则打通了与广袤西域各国的贸易通

道ꎬ使汉朝边疆得以安宁、疆域得以扩充ꎬ对外贸

易获得持续增长ꎮ 唐朝的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ꎬ
不仅经济贸易与城市建设领先世界ꎬ而且社会空

前开放、文化多元繁荣ꎬ丝绸之路畅通无阻ꎬ国家

形象远播世界ꎬ成就了中华文明一个时代的高

峰ꎮ 在诸多学者的研究中ꎬ“儒道思想的外传、汉
文典籍的流布、物质文明的交流、华夏制度的外

移、外交活动的丰富ꎬ都被当做汉唐文明璀璨光

芒的重要事项”ꎬ〔６〕 除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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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ꎬ既促进了民族文化共同

体的形成ꎬ又深刻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世界文明发

展ꎬ成为“汉唐气象”生成的关键ꎮ〔７〕 还有学者从

国家管理“移动性能力”角度ꎬ将汉唐何以能成

为“时代气象”的一个关节点进行探讨ꎬ这不仅

是一个独具特色的观察视角ꎬ而且是从实践语境

层面ꎬ深入到当时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水平的微

观层面来探讨汉唐气象的生成ꎮ〔８〕汉唐有为帝王

的宏大战略视野和统御万方之胸襟ꎬ将国家和民

族引向了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的时代ꎬ壮志激昂、
从容自信的时代精神必然要在文化艺术中得到

体现ꎮ 实现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汉朝ꎬ蒸蒸日上

的社会氛围ꎬ使文化审美呈现出“以大为美”的

风尚ꎬ“宏伟壮丽的宫殿ꎬ超越时空的壁画ꎬ古拙

雄浑的石刻ꎬ雄伟劲健的汉隶ꎬ还有巨丽宏衍的

汉赋ꎬ” 〔９〕这无疑是盛世王朝蓬勃生机的美学表

达ꎬ是气象万千的时代氛围对恢宏绚烂美学趣向

的必然选择ꎮ 而唐王朝的疆域拓展亦不逊于汉

朝ꎬ疆土不但“延伸到漠南和漠北ꎬ其对西域地区

的制度化管理也更为有力”ꎬ旺盛的国势、开放的

心态ꎬ使文化领域以极为包容的姿态面向世界ꎬ
融合了佛教和西域波斯等不同文化传统ꎬ呈现出

大气磅礴、雍容华贵、浪漫夸耀的审美风尚ꎮ 李

白诗中“五花马ꎬ千金裘ꎬ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

气ꎬ彰显的不只是对作为唐帝国战略资源名马的

艺术化赞美ꎬ而且凸显了“一个帝国时代最本质

的内在文化力量”ꎬ〔１０〕 而开放包容的姿态ꎬ使得

包括胡风夷俗等在内的异族文化皆被兼收并蓄ꎬ
融汇并渗透至文学、艺术、哲学、宗教与史学乃至

百工技艺之中ꎮ 从中不难看出ꎬ英武勃发、气贯

长虹的美学风尚是如何呼应、暗合了激越昂扬的

时代精神ꎮ 当然ꎬ中华艺术的汉唐气象ꎬ虽然与

那个时代的开拓进取精神密切关联ꎬ但也离不开

此前中华文明的深厚积淀与儒家文化的传承滋

养ꎬ由此方能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汉唐盛世文化ꎮ
相形于传承儒家“文以载道”美学思想所形

成的汉唐气象ꎬ“宋元境界”则是中华美学另一

重要传统ꎬ是艺术美学传统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生

巨大转向的结果ꎬ它“偏离了之前的道路ꎬ越来越

往人的心灵和感觉上发展ꎬ走向了一种重视人心

灵依托和生命感觉的新境界”ꎮ〔１１〕 这一美学旨

趣ꎬ推崇的是将 “前人的 ‘妙悟’ ‘兴趣’ ‘韵’
‘味’ 等范畴提升到空灵蕴藉、透彻玲珑的境

界”ꎬ即“由兴象、意境的追求转向逸品、韵味的

崇尚”ꎬ〔１２〕逐步形成初发芙蓉、素以为绚、味归于

淡的审美价值特征与评判标准ꎮ 这一审美趣尚

的转变ꎬ从历史语境看ꎬ“妙悟”“韵味”等艺术旨

趣承接着先人的审美传统(如倾向于陶渊明、王
维山水诗崇尚自然的旨趣ꎬ摒弃唐代气势豪壮的

边塞诗风格)ꎬ而非此时的美学独创ꎬ不同在于将

这一传统作了延伸、拓展与丰富ꎬ使之成为主导

性的审美趣味ꎬ同时庄、禅哲学强调的内心省思、
心灵顿悟等思想ꎬ也进一步助推了宋人超然、内
潜姿态的形成ꎮ 而从时代语境考察ꎬ则能够明显

看出由汉唐转进宋元的巨大变化ꎬ汉唐开疆拓土

的国家战略形成的横刀立马之时代气象ꎬ转向了

宋代右文抑武的闲庭信步中的内敛沉思ꎬ社会大

众的心理必然产生新的变化ꎬ汉唐人的张扬、放
达、率性与豪壮ꎬ被稳健、凝思、淡泊与平和所取

代ꎬ由此促使美学从外向空间的拓展与构建ꎬ转
向内在精神人格的建构ꎬ〔１３〕 注重在生命体验、心
灵情境的悉心捕捉、精深透彻的观照中ꎬ营造一

种枯淡悠远、宁静隽永的超然艺术境界ꎮ〔１４〕 文艺

形式上ꎬ也走向精致、小巧、玲珑ꎬ出现美学水平

极高的绘画小品与精巧瓷器ꎮ 从实践语境看ꎬ宋
代城市经济、手工业以及商贸的高度发展ꎬ以及

文化政策支撑下艺术的空前繁荣ꎬ为日常生活审

美化奠定了基础ꎬ雅韵审美渗透到日常起居之

中ꎬ雅俗兼容成为普遍现象ꎮ 书法绘画领域推崇

的清旷幽远、简古超逸ꎬ深刻影响到造物领域:陶
瓷烧制趋向素淡简洁、静穆典雅ꎻ园林建造推崇

疏朗简远、闲适诗意ꎻ家具制作追求秀雅挺逸、空
灵气韵ꎮ 此外还渗透至茶道、香道、花道等品茗

雅赏的生活之中ꎬ不仅使文人士大夫的休闲生活

充满艺术气息ꎬ也使社会大众的生活情趣化、优
雅化ꎬ由此造就了一个以风雅著称的朝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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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ꎬ具有历史标高的文艺境界ꎬ必然

要融入时代精神ꎬ时代内涵总是在与时偕行中获

得和产生ꎬ也总是因精准捕捉、深刻表达了某一

历史阶段中的社会心理、精神诉求而成为引领时

代的审美风尚ꎻ而在艺术史意义上ꎬ也因其创造

的独特艺术基调与趣味ꎬ构筑了承前启后的文脉

之流ꎬ使民族文化与文明创造获得新的拓展和累

积ꎮ 新发展阶段文艺时代之境的开辟ꎬ必然要遵

循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理念ꎬ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核心主题ꎬ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ꎬ凸显改革开放、
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ꎬ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审美新

风尚ꎬ构筑新时代文艺新境界的时代性向度ꎮ

二、美学之境:脱形向意、简淡空灵

一个民族的审美水平不仅体现着该民族的

艺术水准ꎬ也标识着该民族的文明高度ꎮ 审美水

平是文艺新境界的重要维度ꎬ如果说时代之境体

现的是文艺新境界厚重的历史使命与宏大题旨ꎬ
那么ꎬ美学之境则体现的是文艺新境界的艺术高

度与哲思深度ꎬ是文艺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展现ꎬ
也是文艺时代之境获得深厚底蕴与精神张力的

重要基础ꎮ 如同时代之境不是社会、历史因素的

孤立存在一样ꎬ美学之境也不是单纯艺术审美的

存在ꎬ而必然会或隐或显地包含着时代精神与社

会实践因素ꎮ 在美学之境这个向度上ꎬ虽然侧重

于艺术性的开掘与拓展ꎬ但也不可避免要涉及审

美传统、现实语境与实践语境ꎬ只是更注重于从

艺术本身发展的规律与趋向进行考察ꎮ
当代文艺创造离不开对深厚美学资源的挖

掘提炼、遴选优化与运用创化ꎬ这是一个主观性、
价值性和创造性都很强的审美阐释与判断过程ꎮ
从当代审美需求与价值观出发的阐释ꎬ通常能够

使传统经典获得新内涵、审美理论获得新拓展ꎻ
从当代文艺创造与文化建设出发的判断ꎬ则不仅

需要有鲜明的当代审美立场ꎬ而且需要有高度的

审美辨识力与超越性ꎮ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文

艺创造ꎬ不再是一种低水平重复、同质化生产的

创造ꎬ而是需要一个新的艺术标高与境界开掘ꎬ
对传统文化的继承ꎬ也进入到一个深层次美学精

神把握与创造性运用的阶段ꎮ 前述汉唐气象与

宋元境界是中华美学的两个重要流脉ꎬ而这两个

流脉之中所包含的审美内涵及其与之相联系的

哲学思想ꎬ更是博大精深、丰赡厚实ꎮ 汉唐气象

之审美风尚ꎬ与胸怀雄才大略的贤明君王开创的

繁华盛世以及儒家美学的传播密切相关ꎬ因而兼

具有宫廷文化与文人士大夫特有的审美追求ꎬ形
成了“镂金错采、雕缋满眼” 〔１５〕 和“昂扬豪放、遒
劲刚毅”的审美风格ꎬ且在历代呈现盛世之象的

时期往往成为主导性审美趣向ꎮ 唐代气势磅礴、
苍茫混灏的物象呈现ꎬ慷慨蹈厉、昂扬激越的情

感抒发ꎬ雍容华贵、绚烂华美的视觉表达ꎬ展现的

是一个壮阔恢宏的美学气象ꎮ 康乾时代虽为盛

世ꎬ审美气象却不同于汉唐ꎬ尽管也具有镂金错

采、色彩艳丽的宫廷审美特点(如包含有十二种

瓷器烧制方法和风格的瓷母)ꎬ但同时也因过于

凸显皇家富贵而走向繁琐、赘复、堆砌、夸饰、纤
巧等畸丑审美ꎬ将“雕缋满眼”引向极端ꎬ使气象

的显现滑向了气派的张扬ꎮ 宋元境界之审美风

尚ꎬ则与源自魏晋时期日渐兴盛的庄子、禅宗美

学密切相关ꎬ因而兼具有道家推崇自然素朴、浑
一圆融的美学旨趣ꎮ 佛教禅宗追求虚静空灵、象
外之象美学境界ꎬ形成了 “初发芙蓉、自然可

爱” 〔１６〕与“朴素稚拙、简单质朴”的审美情趣ꎬ在
书法、绘画、瓷器、园林、家具领域得到充分体现ꎬ
直至明代获得进一步发展ꎬ形成简练、空灵、玲
珑、典雅、清新、劲挺、柔婉等审美趣尚ꎬ这一趣尚

更注重内心体验ꎬ讲求大巧若拙、气韵流荡ꎬ更能

体现中国艺术独特趣味ꎬ自中唐以来ꎬ历经千年

演进ꎬ流脉深厚渺远ꎬ影响泽披环宇ꎮ〔１７〕 当然ꎬ我
们也必须看到ꎬ儒道释之间也并非泾渭分明、难
分轩轾ꎬ而是互为融合渗透ꎬ形成美学风格与艺

术流脉的丰富多彩ꎮ 这些艺术流脉既有自身发

展轨迹与传统ꎬ也存在相互交织的融合与实践ꎬ
共同构成中华美学的庞大体系ꎬ其中蕴含的丰富

美学基因ꎬ不仅成就了不同时代精神文化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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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ꎬ也成就了农耕文明时期造物文化的辉煌ꎻ中
国古代开辟的丝绸之路上ꎬ那远播欧亚的丝绸、
陶瓷、金银器ꎬ正是因其承载着中华美学元素而

令世界惊艳和推崇ꎮ〔１８〕

作为宋元境界审美流脉的重要构成ꎬ文人画

突出地体现了文人审美趣味ꎬ也是宋元境界的经

典诠释ꎮ 继承这份珍贵遗产ꎬ不是要我们回到古

代ꎬ而是要将其审美精神引入当代、融入艺术ꎬ如
同文人艺术强调古趣那样ꎬ但“古趣并不是复古ꎮ
真正的古趣是超越时间的ꎬ古趣是把‘古’请到

眼前ꎬ和‘今’来做对比”ꎮ〔１９〕 古人题画诗说:“千
年石上苔痕裂ꎬ落日溪回树影深”ꎬ将千年之石上

苔痕ꎬ放置于今人对落日余晖的欣赏之中ꎬ使“当
下的顷刻与往古照面”ꎬ获得“不同凡常的永恒

感ꎮ 这种对永恒的追求ꎬ这种高古的情怀ꎬ是中

国艺术追求的崇高境界之一”ꎮ〔２０〕

中华艺术中的“境界”概念是一个独特美学

范畴ꎬ对于境界的追求ꎬ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艺

术家的审美理想ꎮ 潘天寿曾言:“艺术之高下ꎬ终
在境界ꎬ境界层上ꎬ一步一重天ꎮ” 〔２１〕 而他对国画

审美表现的新探索ꎬ则使宋元境界实现了当代拓

展ꎮ 潘天寿对文人画有极深的造诣ꎬ不仅远承董

其昌、巨然、马远和夏圭等先辈大师笔墨传统ꎬ而
且近法石溪、八大、石涛和吴昌硕等文人画审美

精髓ꎻ他既善于取精用宏ꎬ融贯诸家之长ꎬ又不为

先人审美原则所拘蹇ꎬ致力于将文人画的笔墨精

华运用于当下的审美创造ꎬ自觉地进行新的艺术

尝试ꎮ 潘天寿深谙艺术创造不应拘泥先人法式ꎬ
认为: “历代名画家ꎬ往往在普泛中求不普泛

耳”ꎻ又言“画事须勇于‘不敢’之敢”ꎮ〔２２〕 他还援

引李晴江题画诗云:“写梅未必合时宜ꎬ莫怪花前

落墨迟ꎮ 触目横斜千万朵ꎬ赏心只有两三枝”来
阐发应如何对待浩如烟海的前人创造ꎬ强调涵

纳、吸收他人精华ꎬ不是模仿、照搬ꎬ而应懂得取

舍ꎬ而“取舍ꎬ必须合于理法”ꎮ〔２３〕 潘天寿并不满

足于对文人画技法与艺术精髓的娴熟掌握ꎬ而是

竭力探索思考如何能在对传统技法运斤成风的

同时实现新的创造ꎮ 时值新中国成立初期ꎬ人民

群众建设热情空前高涨ꎬ文化建设也呈现崭新面

貌ꎬ恰在此时ꎬ毛泽东部分诗词在«诗刊»集中发

表ꎬ那些虽承古典诗词体式ꎬ却表现出迥异古人

的审美风格ꎬ如«沁园春雪»等所展现出的壮

怀激越与宏大气魄ꎬ使古典诗词气象一新ꎬ也令

正为突破传统国画的困境而苦心孤诣探索的潘

天寿耳目一新、深受启发ꎮ 他深切感受到那个时

代特有的精神氛围ꎬ已经无法在传统文人画约定

俗成的笔墨图式与审美语言中进行表现ꎮ 他深

入大自然考察体验ꎬ逐渐捕捉到运用传统文人审

美旨趣进行时代精神表达的方式ꎬ创造出独特的

构图模式与笔墨语言ꎮ «记写雁荡山花图»在构

图上一改传统文人画基本图式ꎬ以大块面厚重的

山石作为主体ꎬ以奇崛而富有气势的构图布局ꎬ
使时代气息在画中澎湃与散发ꎬ淬炼出新中国鲜

活的姿影与豪迈的时代精神ꎮ 同时ꎬ他以雄浑之

笔墨和高华之意境ꎬ既摒弃文人画简淡潇疏、孤
迥荒寒的意趣ꎬ又承继其雅正端丽、格调清逸的

趣尚ꎬ从而将充沛饱满的情感注入山石花卉的描

摹之中ꎬ展现出壮志激昂的新中国春天景象ꎬ凸
显出现代文人画崭新的审美风貌ꎮ 如同有评论

家言“潘天寿绘画不入巧媚、灵动、优美而呈雄

怪、静穆、博大ꎬ既源自他的气质、个性和学养的

审美选择又与时代审美思潮不无关涉”ꎮ〔２４〕

如果说潘天寿的创作是对传统国画体系的

一次突破ꎬ使历史悠久的国画步入现代社会并获

得与传统迥然相异的审美新质ꎻ那么吴冠中的创

作则以融贯中西的方式进行了抽象化的探索ꎬ不
仅使国画走进现代ꎬ而且走向世界ꎮ 潘天寿将山

水画与花鸟融为一体ꎬ这本身实现了题材上的突

破ꎬ同时在传统写实与写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ꎬ
既不像宋代花鸟画那般描摹精细、色彩明丽ꎬ却
写实有余、韵味不足ꎻ又不像文人画那样虽简远

萧瑟、野逸枯淡ꎬ然而孤迥有余、生气不敷ꎮ 潘天

寿虽也以传统笔法表现山川巨石、苍松翠柏、花
草修篁、新荷老梅ꎬ却不见萧散之气、孤迥之意ꎬ
而是汲取“外枯而中膏ꎬ似淡而实美”的传统文

人审美精髓ꎬ将蓬勃生机、盎然诗意融入其中ꎬ不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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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呈现出与传统判然有别的美学境界ꎬ而且展现

出新中国昂扬豪壮的时代精神ꎮ 吴冠中同样致

力于国画的现代发展ꎬ只是他深厚的国画与油画

双重修养以及西方现代艺术根基ꎬ使之将探索的

目光投向更具现代感的审美趣向ꎮ 与传统艺术

中以形捉神、形神兼备不同ꎬ他在娴熟把握了一

般意义的脱形向意、由繁入简的文人画审美意趣

基础上ꎬ将后现代抽象艺术元素融入国画创作ꎬ
形成极富个性的国画风格ꎬ是国画现代化的成功

实践ꎬ赢得世界艺坛的肯认ꎮ 吴冠中可贵在于ꎬ
他是有意识地进行国画新境界的开拓ꎬ他在«关
于抽象美»中认为ꎬ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ꎬ应继

承和发扬抽象美ꎬ要在客观物象中分析构成其美

的因素ꎬ并进行科学分析和研究ꎮ〔２５〕 古典园林作

为文人审美的经典表达ꎬ历代画家如文征明、沈
周等曾绘就数量可观的园林绘画ꎬ而吴冠中所绘

园林则别具审美意趣ꎬ他因常年写生而具有独到

眼光:“狮子林的意识流造型构成是抽象的ꎬ抽象

的形式之美被尊奉于长廊、亭台、松柏等具象的

卫护之中ꎬ我突出此抽象造型ꎬ是有意发扬造园

主人的审美意识”ꎬ〔２６〕由此创作的«狮子林»既传

递园林简淡潇疏之审美意趣ꎬ又以夸张的抽象形

式演绎、拓展和丰富了先人的美学基因ꎮ 更具创

新意味的是ꎬ吴冠中有意识地将油画元素运用于

国画创作ꎬ新创出别开生面的现代国画ꎬ他说:
“我想造一座桥ꎬ是东方和西方、人民和专家、具
象和抽象之间的桥”ꎬ在深切把握中国传统写意

绘画真谛ꎬ并深刻领悟其与西方现代绘画艺术的

内在融通的基础上ꎬ形成独到见解:“西方现代派

绘画对性灵的探索与中国文人画对意境的追求

正是异曲同工ꎮ” 〔２７〕这使他既延展脱形向意的传

统ꎬ又超越西方现代艺术形式ꎬ从而确立自身艺

术特征与坐标ꎮ 这种在国画中融入现代精神以

达到中西方绘画理念的有机结合ꎬ成为吴冠中执

着追求与实践的艺术主张ꎬ不仅实现了“中国画

现代化”ꎬ而且促进了现代中国画在世界范围的

传播与接受ꎮ
中华美学不仅内涵丰厚ꎬ而且有独特的哲思

之境ꎬ形成超拔性灵、思致玄远的审美精神境界ꎬ
其深邃蕴涵与超越品性构成世界艺术的独特景

象ꎮ 尤其是以文人书画、文人园林等为代表的文

人审美ꎬ其“孕育与发展始终是站在哲学层面上

的ꎬ没有哲学的视野ꎬ根本无法触及文人画的精

神实质”ꎮ〔２８〕 有学者甚至指出ꎬ在某种意义上ꎬ
“书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ꎬ而是中国哲学、文
明史的象征性符码”ꎮ〔２９〕在处理审美对象的把握

与心灵情感以及时间与空间等关系中ꎬ中国古人

有独特的审美智慧ꎮ “以小见大” “以物为量”ꎬ
形成“一勺水亦有曲处ꎬ一片石亦有深处”(恽南

田语)的妙韵ꎻ无美丑之分别、无贵贱之等次、无
爱憎之差异ꎬ形成“圣人无名” 〔３０〕 的真正典雅与

本真显现ꎬ与天地融为一体ꎻ对于有限与无限的

问题ꎬ不将二者作对立的考量ꎬ而是超越无限的

追逐和永恒的念想ꎬ主张无有限无限之别ꎬ以最

终达到大成若缺、当下圆满的境界ꎮ〔３１〕 在艺术表

现中ꎬ“用人的精神对自然山水加以概括”ꎬ〔３２〕并

“在自然物象中获得生命的天然真趣和生机ꎬ随
之‘神与物游’ ‘物我交融’ꎬ最终进入‘物我两

忘’的至境”ꎬ〔３３〕由此呈现简约而又蕴藉、朴拙而

又丰赡、绚烂却归平淡的独特审美趣味ꎬ达到一

种空灵、高蹈且具有哲思境界的审美高度ꎮ 这些

审美思想不仅与现代文化存在暗合之处ꎬ而且其

深厚底蕴可为文艺新境界的开拓提供丰富艺术

滋养和智慧支撑ꎮ

三、融涵之境:古今相融、涵纳万方

中国审美文化虽然有流脉清晰的儒家美学、
道家美学以及禅宗美学体系ꎬ但三者之间同时也

存在相互融合渗透ꎬ加之历代统治者所倡导的审

美取向以及民间艺术资源的融入ꎬ形成了样态丰

富的美学风格与趣尚ꎮ 然而ꎬ传统审美毕竟产生

于农耕时代ꎬ是农业文明背景下的审美创造ꎬ从
内容、主题、观念到体裁、形式、传播方式ꎬ再到创

造主体、存在形式、受众主体等ꎬ都发生了巨大变

化ꎮ 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ꎬ文艺的风格流派、
趣尚演变呈现出更加复杂、更为阔大、更易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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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点ꎬ而各种审美趣尚的涵容互渗ꎬ以及科技

与文艺的深度融合ꎬ亦催生出日益丰富的审美风

格与艺术形式ꎬ成为文艺新境界构筑不可忽视的

一个重要维度ꎮ
第一ꎬ融时代意涵ꎬ聚创造之力ꎮ
文艺创造之力源于时代ꎬ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古今中外ꎬ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
时而兴ꎬ乘势而变ꎬ随时代而行ꎬ与时代同频共

振ꎮ” 〔３４〕文艺创作必须融入时代内涵ꎬ以促进新

的体裁拓展和表现方式创新ꎬ形成文艺创造的时

代动力ꎮ 文艺发展的驱动力ꎬ虽然离不开创造主

体自身的愿望与冲动ꎬ但这种愿望与冲动往往关

联着时代变迁、社会演化ꎬ因而从根本上说ꎬ驱动

力来自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求ꎬ而创造主体

的创新动力是内在地呼应现实要求的一种体现ꎮ
文艺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ꎬ文化“软实力的

开拓与发展上ꎬ汇聚和应用已有的力量ꎬ开发和

吸取新的力量”ꎬ〔３５〕这“新的力量”离不开时代召

唤和人民诉求ꎬ在某种意义上ꎬ时代需要往往是

文艺发生重大变革或形式创新的内在与核心动

因ꎮ 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的文学”ꎬ就包含

了时代内容与艺术形态应时而变、代有更新的思

想ꎬ这种更替之动力ꎬ便来自于或是政治经济变

革、或是社会结构变迁、或是思想文化演进的催

生与铸就ꎮ 古代美学从汉唐气象到宋元境界的

转向ꎬ很大程度上与宋代社会的转型、理论思维

的成熟、市民阶层的兴起和士人心态的世俗化密

切相关ꎬ〔３６〕 宋代政治变革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性

举措ꎬ便是右文抑武政策的实施ꎮ 经过唐代之后

百多年的分裂动荡ꎬ人心思安、社会趋定ꎬ休养生

息、发展经济成为主题ꎻ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繁

荣ꎬ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促进了消费分层ꎬ但在书

画消费领域则呈现不同阶层竞相趋赴的特点ꎬ官
僚士大夫、新兴富民、平民及小工商业者等ꎬ追捧

书画艺术成蔚然之风ꎬ且视其为宋人社会身份建

构的重要手段ꎮ〔３７〕 而从思想文化角度看ꎬ“以史

学、理学为核心的宋学ꎬ对宋代美学产生了重大

而深刻的影响”ꎬ宋代理学借由“对佛、道辨证的

扬弃与融合ꎬ使自身发展成为细密严谨的思辨理

论体系ꎬ其理性的思维深刻影响着包括美学在内

的各个领域”ꎮ〔３８〕 理性之光照射下ꎬ宋代美学趋

向于主体心性表达、胸臆情感抒发和个性品质张

扬ꎬ由此推动了注重“性情” “胸次” “玲珑”等审

美境界的形成与发展ꎮ 不难看出ꎬ没有时代更迭

及其相关理论思维的发展ꎬ难以产生宋代文艺美

学新的拓展ꎬ就不会出现书法创新和花鸟画的高

峰ꎬ也不会有小品画、文人画的新创与发展ꎮ 这

一现象ꎬ从由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
明清小说等历代文艺形式的演变与主导地位的

确立ꎬ便能清晰地表明时代因素在文艺审美演变

与文艺形式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作用ꎻ更不消说现

代化进程中ꎬ民族独立与科学、民主的时代主题ꎬ
催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ꎬ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艺的

全面转型ꎮ
第二ꎬ融古今意趣ꎬ汇创生之智ꎮ
传统美学基因的继承ꎬ既要建基于对美学资

源自觉的深度把握ꎬ又要致力于融合世界先进文

化而不断优化ꎮ 传统美学不仅关乎古典艺术之

精髓ꎬ而且关涉古代哲学之要旨ꎮ 以“意象”为

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以“味”为核心范畴的

审美体验论、以“妙”为主要范畴的审美品评论

等中国古典美学体系ꎬ并非只是美学自身演进的

结果ꎬ而是与诸多哲学观念和思想有着深刻、复
杂的内在关联ꎬ如与孔孟之儒家思想、老庄之道

家思想ꎬ以及先秦其他诸家的哲学思想息息相

关ꎬ体现着先贤之哲学与美学智慧ꎮ〔３９〕 当这一传

统进入一个多元文化交流的互联网时代ꎬ所面临

的不仅是置身现代化环境中适应性问题ꎬ而且面

临的是如何在交流互鉴中重新确立地位与价值

再造问题ꎮ 费孝通先生十分强调文化自觉ꎬ同时

又注重在人类文化的大框架中确认自身文化的

价值地位ꎬ因而认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

程ꎬ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ꎬ理解所接触到多种

文化ꎬ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多元化世界里

确定自己的位置”ꎮ〔４０〕他将认识自身文化与理解

他者文化相结合ꎬ并作为在全球文化交融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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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本土文化地位的条件ꎬ这内在地阐明了文化

发展新境界的开拓ꎬ必须深度梳理盘点与理解掌

握传统美学基因ꎬ并善于融合世界先进文化ꎬ以
当代原创性的文化创造确立自身独特标识与价

值地位ꎮ
中华文化审美体系的博大精深ꎬ不仅体现在

源自儒释道哲学的三个美学流脉ꎬ而且表现在三

个流脉的交融互渗与支脉延展ꎮ 就道家美学流

脉来说ꎬ其“初发芙蓉、自然可爱” (宗白华语)、
“本于世界、归于世界”(朱良志语)的审美要旨ꎬ
一方面是源于庄子“物无贵贱”“以物为量”的齐

物哲学之根基ꎬ形成了中国美学诸多独特的概

念ꎬ如“心斋”“坐忘”“物化”等ꎻ另一方面该流脉

传统中不同艺术家又融入富于个性的美学概念ꎬ
形成支脉纷繁、争奇斗艳的审美世界ꎬ如陶渊明

的“存在”之思、王维的“声色”世界、白居易的

“池上”之思、苏轼的“无还”之道、虞集的“实境”
说、倪瓒的“绝对空间”、石涛的“兼字”说、黄宾

虹的“浑厚华滋”说等ꎬ构成了一个系统庞大、丰
裕厚实的审美理论体系ꎮ〔４１〕 对于这份厚重遗产ꎬ
首先要善于“借古以开今”ꎬ〔４２〕 不断激发传统活

力与创造力ꎬ事实上传统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新

的链条ꎮ 魏晋之后形成的文人画审美传统ꎬ到五

代十国的董源已十分成熟ꎬ而五代至宋初的巨

然ꎬ其山水画以枯木寒林、荒村篱落、简淡潇疏的

审美特征ꎬ集中体现了“天籁之趣”的精神内核ꎬ
董、巨二人山水画由此被董其昌视为文人画的最

高典范ꎬ既丰富了文人画传统ꎬ且影响了包括元

代黄公望以及明清以降一大批文人画家ꎮ 司空

图«二十四诗品纤秾»中言:“如将不尽ꎬ与古

为新”ꎬ强调了一种适时探究、不断创新的观念ꎮ
道家美学注重的当下感悟与圆满ꎬ便是善于在既

往题材、情景中生成瞬间感受和新颖体验ꎬ这亦

是传统生命力体现的一种方式ꎮ 清代戴熙深切

领悟巨然所秉承的“天籁之趣”道家美学传统ꎬ
同时在“揣摩巨然绘画精神时ꎬ作小幅山水”ꎬ并
创造了“蝉衣皴”ꎬ从而在传递文人画之清新秀

雅、笔墨清润审美传统基础上ꎬ实现形式和手法

上的创新ꎮ〔４３〕 进入现代社会ꎬ傅抱石、吴冠中等

当代画家ꎬ则在师承文人画传统基础上ꎬ实现国

画的现代转化ꎬ而这不仅与时代精神相关联ꎬ也
与汲取异域文化精华密不可分ꎮ 在创作题材上ꎬ
傅抱石大胆突破传统ꎬ将工业景观融入山水画ꎬ
创作了«煤都壮观»为代表的社会性题材ꎻ在山

水画风格上ꎬ融入北方山水之宏阔气象ꎬ如«镜泊

飞泉»等自然题材ꎬ形成意趣独到的新山水画风

格ꎻ在表现手法上ꎬ在欧洲的异域写生作画中ꎬ面
对全新的世界与景象ꎬ改变了他的笔墨及构图方

式ꎬ为凸显对象特色而放弃驾轻就熟的传统国画

留白方式ꎬ不以奇险取胜ꎬ注重以写生的自然性

进行平实真切的表现ꎬ由此突破了中国山水画的

传统构图程式ꎮ 在全球化的今天ꎬ文化交流互鉴

成为常态ꎬ除了融合古今ꎬ还要涵纳万方ꎬ吸收世

界先进文化ꎬ这本身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传统ꎮ
唐朝从容自信、开放包容ꎬ将来自各国的文化为

己所用、融入文化创造ꎬ如来自西域的琵琶被白

居易«琵琶行»写得出神入化ꎬ外来的葡萄酒被

李白描绘得浪漫潇洒ꎬ源自东南亚的鸟兽形态被

融入唐三彩的造型之中ꎬ西域的胡旋舞成为长安

城最为时尚的舞蹈ꎬ这一切最终成就了一个时代

的文化高峰ꎮ
第三ꎬ融科技之光ꎬ铸文艺之魂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著名国画家傅抱石曾率领

团队开展了一次堪称壮游式的旅行写生ꎬ历时三

个月、行程二万三千里ꎮ 对此次旅行写生ꎬ傅抱

石感触深切、获益良多ꎬ确立了“思想变了ꎬ笔墨

就不能不变”的观点ꎬ并付诸实践ꎬ极大推动了新

山水画的发展ꎮ 如同时代精神变化ꎬ必然促进艺

术表现对象、审美风格的变化一样ꎬ当代审美文

化面临的互联网、大数据、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

高科技飞速发展的趋势ꎬ也必然要产生重大的变

革ꎮ 国家文化数字化、数字文化产业等战略的相

继出台ꎬ正是适应这种科技发展需要的主动作为

与顶层设计ꎮ 中华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美学基

因ꎬ在借助新科技、新媒体进行内容生产、形态更

新、业态创新方面ꎬ将发挥独特优势ꎮ 先贤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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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经典文本进行“二度创造”ꎬ古代诗意画创作

传统ꎬ就是借助作为视觉艺术的绘画对诗词歌赋

等语言艺术进行的转化、创造ꎬ并积累了“二度创

造”的丰富经验ꎮ 石涛取自苏轼诗«庐山二胜栖

贤三峡桥»与«和李太白»之诗意创作的«清寒山

骨»«月明疏竹»等绘画作品ꎬ便是基于对苏轼诗歌

的深度理解与阐释ꎬ融合自身艺术体验进行的二

度创作ꎬ〔４４〕不仅延传了山水诗审美传统ꎬ而且在

绘画领域形成新的经典ꎮ 当代数字技术介入ꎬ可
极大丰富美学传统的现代表达与创造性发展ꎮ 社

会生活节奏加快、文化消费多样化加剧背景下ꎬ为
适应新媒体消费与传播特性而产生的文艺新形

态、新业态中ꎬ短视频、微短剧、互动视频等蓬勃兴

起、一骑绝尘ꎮ 截止 ２０２０ 年底ꎬ我国在网络文艺

相关应用方面ꎬ仅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的用户规

模 /使用率就达到 ９. ２７ 亿 / ９３. ７％ꎬ〔４５〕 但数量激

增的同时ꎬ更要有高质量的精品创造ꎬ传统文人

艺术所推崇的创作原则可资鉴照ꎮ 郑板桥所言

“敢云少少许ꎬ胜人多多许”ꎬ强调“以小见大”的
文人审美传统ꎬ古代文人艺术家在创作中积累的

“方寸之间见天地ꎬ细微之处有乾坤”的审美智

慧ꎬ可运用于短视频、微电影、微短剧等的创作ꎬ
以提升网络文艺产品水平ꎮ

依托博物馆文化资源创作的«唐宫夜宴»
«洛神水赋»ꎬ其破圈走红离不开以短视频方式

进行的创造性转化ꎬ从曹植«洛神赋»到顾恺之

的«洛神赋图»ꎬ已属二度创作文本ꎬ而«洛神水

赋»据此将赋文中“翩若惊鸿ꎬ婉若游龙” “凌波

微步ꎬ罗袜生尘”的形象与意境描写ꎬ以及绘画中

衣带飘逸、身姿委婉的洛神形象ꎬ借助科技赋能、
创意赋魂的方式进行三度创作ꎬ在翻新出奇和创

造性改塑中ꎬ形成古代经典的时尚化表达ꎬ由此

惊艳了全世界ꎬ成功实现跨越千年的艺术对话ꎮ
近年“互联网 ＋ 文艺”的发展与创新ꎬ使视频化

正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ꎬ〔４６〕 创造产生了一系

列精品ꎬ如爱奇艺«登场了! 敦煌»ꎬ网络动画

«大理寺日志»和全手绘水墨画风格的«雾山五

行»等表现出色ꎻ〔４７〕借助抖音短视频传播非遗中

的濒危剧种潮剧、粤剧、扬剧、闽剧等ꎬ让传统戏

曲重新焕发活力ꎮ 继张晓涵以京剧唱腔改编流

行歌曲«青花瓷»走红之后ꎬ“上戏 ４１６ 女团”也

凭借京剧戏腔翻唱古风歌曲的短视频ꎬ获赞达 ２
千多万ꎬ将传统文化成功带“出圈”ꎮ 而集数字

技术革命之大成的元宇宙ꎬ将以全真互联网、立
体互联网的镜像世界ꎬ为传统文化基因的现代转

化与发展打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创造空间ꎬ中华文

化将借助这一不断趋于完善和逼真的立体虚拟

现实世界及其互动性特征ꎬ展现出更为瑰丽多姿

的光彩ꎮ 但也必须清醒意识到ꎬ技术仅仅是驱动

文艺发展的一种手段ꎬ“当人类拥抱新科技的时

候ꎬ坚持‘以人为本’ꎬ才能引导‘技术向善’ꎮ 将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相结合ꎬ以科技延伸人的有

限ꎬ以人把握科技的方向ꎬ才能有效规避技术中

心主义”ꎮ〔４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正确

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ꎬ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

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ꎬ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

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ꎮ” 〔４９〕

四、结语:评骘之境、引领未来

当代文艺新境界的构筑ꎬ需要有时代之境、
美学之境、融涵之境的多维度的拓展与深化ꎬ这
一过程中ꎬ又涉及时代与艺术、审美与功用、传统

与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与科技等多重关系与

矛盾组合ꎬ如何处理这一系列关系ꎬ需要有政策

引导与价值引领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批评

的重要性ꎬ阐明了科学的批评对于文艺的健康发

展至关重要ꎬ因而ꎬ评骘之境不可或缺ꎮ 开掘时

代之境ꎬ既要充分彰显时代精神与内涵ꎬ又要善

于以艺术之柔性涵化主题意旨与哲理之思ꎻ创造

美学之境ꎬ既要尊重民族审美特质ꎬ又要善于以

超越之意识突破传统束缚与成规羁绊ꎻ拓展融涵

之境ꎬ既要积极运用科技手段ꎬ又要善于以文化

之魂重塑美学遗产与艺术形态ꎮ 在某种意义上ꎬ
评骘之境的科学把握ꎬ是决定时代之境、美学之

境、融涵之境能否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以及能否达

臻新境界的关键所在ꎮ 而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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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时代ꎬ处理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中ꎬ既要深刻

把握与运用传统 “文化深层结构与价值观

念”ꎬ〔５０〕又要有世界性眼光ꎬ同时警惕与分辨现

代文化以及外来文化之缺失与不足ꎬ秉承坚持中

华文化立场、会通中西原则ꎬ以“国学根基ꎬ西学

方法ꎬ当代问题ꎬ未来视野”之方法ꎬ〔５１〕 将艺术标

准置于商业标准之上ꎬ〔５２〕 于守正创新ꎬ构筑当代

中国文艺新境界ꎬ创造走向世界的中国文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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