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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是中国文化有机体的一

部分，是观照五千年文明根脉的透亮

明镜，也是获得深层生命安慰的缱绻

之乡。中国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

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

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

行相统一。为了向更多的人传达中国

美学的独到精神，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精心组织、邀请文化美学

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联合打造，推出了

《中国文化之美》一书，生动地讲述了

泱泱华夏美学写就的宏大史诗。

《中国文化之美》各主题撰稿人均

由相关领域的学科带头人担纲。朱良

志、王一川、袁济喜、吴飞、田青、莫砺

锋、张法、王岳川、杨琪、任万平、赵声

良、高春明、周育德、方拥、杭间 15 位专

家学者，以丰厚的学养，勾画出中华美

学的博大精深，更以深入浅出的妙笔，

探寻华夏大地五千年美的历程，引领

读者感受中华美学的独特韵味与不朽

魅力。

何为中国之美？中国之美，美在

品格，国学、礼乐、辞章是绵延千年的

底蕴；国学思想博大精深，“文质彬彬”

是中国人所追求的君子修为。天人合

一、大道之美是礼乐文化的核心。辞

章在韵律、意象和情感上都营造出独

特的审美体验；中国之美，美在艺境，

书法、丹青、纹饰、色彩是中国审美精

神的具象呈现；中国之美，美在生活，

服饰、戏曲、建筑、器物无不体现出生

生不息的创造力。对美的追求伴随着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国文化之美，

就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艺术

表现与日常生活之中。因此，《中国文

化 之 美》的 内 容 由 美 在 品 格 、美 在 艺

境、美与生活三部分组成，书中选取了

引人驻足的 13 个坐标，包括博雅国学、

中和礼仪、音乐正声、诗国情韵、各美

其美、书法灵韵、丹青妙意、纹饰内蕴、

色彩雍容、衣冠华彩、舞台芬芳、营造

神功、器物巧美，寻索大美中国的精神

源流和蕴含其间的中国智慧，绘就了

中华美学的现实镜像与未来图谱。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朱良志在该书代序中指出，该

书第一个篇章讲人的精神境界，中国美

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培养人格、提升

人格境界而存在的，是修身之学。中国

文化是一种“重品”的文化，提倡真善美

的统一，如中国人欣赏梅兰竹菊，并不

因为梅兰竹菊比其他花卉美，而是因为

它们是人品的象征。因此该书第一个

篇章定名为“美在品格”。

第二个篇章是“美在艺境”。艺术

创 造 和 鉴 赏 中 包 含 着 丰 富 的 美 学 内

涵，中国艺术重视境界的创造，如王国

维论词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中国

美学追求意境或境界，实际上是人的

精神品格的延伸。比如书法，书学如

人学，书品如人品，书法的形式美感是

人的精神气度的外在显现。再比如绘

画，在西方人物画比较多，而中国一开

始也是人物画，后来渐渐地形成了以

山 水 画 为 主 体 ，画 有 十 三 科 ，山 水 打

头 ，一 片 山 水 就 是 一 片 心 灵 的 境 界 。

再比如纹饰，在各种器物上那种流动

的线条，那种特有的造型，均传递出人

的独特的心灵世界。

第三篇章是“美与生活”，是从衣、

食、住、行来谈中国文化中的美感。中

国文化有浓厚的烟火气，就像庄子讲

的，山林里面鸟被打光了，只有燕子独

存，为什么呢？因为燕子的巢筑在人

家的房梁上，这就是有烟火气。所以

第三篇章是从人的具体生活入手，来

谈中国人在世俗世界中展现的智慧人

生和审美情趣。“这三个篇章，第一篇

品格，第二篇艺境，第三篇生活，大致

可以概括中国文化从物质到制度再到

精神的一些断面，从整体上展现出中

国人美感世界的荦荦大端。”

中西方美学存在巨大差异，中国

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语言大

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王一川对此作出

解析，强调“本书做这样的篇章编排，

正 是 想 贴 近 中 国 美 学 的 独 特 精 神 ”。

他指出，西方最早的哲人是自然哲学

家，他们善于对宇宙自然进行理性分

析，探讨世界来自原子、分子还是“一

团永恒的活火”。他们发展出一套自

然 哲 学 理 论 ，后 来 才 转 到 人 的 生 活 。

这就使得西方美学从一开始就带上重

理性分析和重精确性等特点，带有理

智美学的特点。中国美学最初就是人

本的，是人生哲学，研究人的心性、品

德、修养，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德行修养

做好，首先要正心、诚意，然后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说中国走的是

心性哲学、心性美学这条路，要求注重

人的品行，要通过艺术境界、日常生活

来涵养心性。最后的焦点是“成人”，

这是人生在世一辈子的事。所以中国

美学是伴随着人一生的成长建立起来

的，从人的品格到艺术境界再到日常

生活，这个过程归根到底是一种心性

美学修为过程，是“成人之美”。

泱泱中华，文明何其博大。在浩

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化之美》以

生动细腻的笔触，讲述华夏美学写就

的史诗，犹如千年织锦，绚烂多彩，一

针一线皆蕴含着历史的深邃与东方独

有的韵味。书中还汇集了各个艺术门

类珍贵图片近 200 幅，从上古时期的陶

器、青铜器，到历代书画、服饰、建筑、

文物珍品等，带领读者沉浸式体验中

国文化的古韵之美。这是一本写给所

有人的中国之美通识读本，从书页之

间，步入中华美学的殿堂，感受中华文

化的魅力，领悟中华民族智慧的深远。

（《中国文化之美》，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编，中信出版社出版）

□ 信 文

探寻华夏五千年美的历程

“人间别离”是人生大苦，但也是

善 良 美 好 的 人 性 得 以 阐 释 的 具 体 载

体，因此“别离”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永

恒主题：“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

新相知。”（屈原《九歌》）“黯然销魂者，

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

近期，甘肃静宁作家陈宝全的诗

集《风的脚印》出版了，作者在扉页执

笔点题告诉读者，这是一部关于“人间

别离”的亲情诗集：“献给我的父亲。”

但细读之下，发现作者的玲珑诗心值

得分析：在通俗清浅的外表下沉淀着

丰富的真情与深思，作者真实厚重的

乡土生活经验，也让诗集拥有了“言之

有物”的可贵品质。因此，这本诗集客

观上既表达了作者的“别父”之痛，感

人肺腑，也借“父亲”的朴素形象写出

了一部主观性很强的、充满了诗性意

味与人性善意的陇原民俗笔记，启人

深思。

《风的脚印》共分四辑，第一辑：一

场雪退回了天空；第二辑：种在地里的

父亲；第三辑：像星辰落满夜空；第四

辑：阳光照在风的脸上。四辑的书写

手法大致近似：将亲人、朋友对父亲的

思念与缅怀之情分散附着在了具体的

民俗事项之上。这种虚实结合的手法

巧妙灵活地达到了多重的艺术效果。

一方面，抽象的“亲情”“友情”因

为 具 象 化 的 民 俗 事 项 而 变 得 可 感 可

触。在《草人儿》《月亮照在炕上》《布

鞋》《裤子》《黑马甲》《石头镜》《带上父

亲出门》《甜醅》《藏在身体里的父亲》

《碰见李婶》等诗作中，作者借助对于

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等具体

可感的民俗事项的理解和记录，将亲

人、朋友对作者父亲的思念表达得质

感十足，也以简笔勾勒的方式概括了

“父亲”这一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劳动者

形象生于土地、长于土地、葬于土地的

平凡又充实的一生，客观上让读者看

到了充满诗性意味与人性善意的甘肃

民俗文化的鲜活侧影。

另一方面，因为作者将血缘意义

上的“父亲”概念有意识地与文化符号

学意义上的“土地”“粮食”“种子”等概

念深度联系，具象的民俗事项便得到

了某种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拓展，零散

的诗行便有了整体表达中华民族基于

农耕文明而对土地滋生的深厚感情的

可能性。因此，无论作家的主体写作

意识是否自觉，诗歌从个体感性的“父

亲”形象出发，在客观上表达了关于农

耕文明的一些超验性话题，整体上提

升了诗集的思想表现力。如《灰喜鹊》

中的诗句：“它们和我们一样/喜欢这

片果园/也喜欢被我们反复祝福过的

土地。”

总之，作为一个长期致力于乡土

文化书写的作家，陈宝全既有着自觉

书写甘肃乡土文化的自觉意识，也有

着精心锤炼书写技巧的自觉意识，在

《风 的 脚 印·后 记》中 ，他 这 样 阐 释 自

己 对 中 国 诗 歌 重 要 美 学 范 畴“ 意 象 ”

的 理 解 ：“ 以 一 粒 叫 父 亲 的 种 子 埋 入

大地，到意象中的归仓组接成整部诗

集的基础骨架，写到了现实的别离与

梦里的相遇、往事的回忆与瞬间的怅

然，看似松散无序的组合间暗含着凄

冷与温暖、四季轮回与情绪起伏的相

互观照。”这种自觉的理论思考，或许

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作者诗歌写作中

向古诗传统致敬的暗线，表达出了他

对“ 人 间 别 离 ”这 一 文 学 母 题 的 婉 曲

书写意识。

唐代诗人温庭筠有一首“以溪喻

人”巧妙书写“人间别离”的诗歌《过分

水岭》：“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湲一

夜声。”既委婉又深沉。用笔婉曲、诗

意多指是自古以来优秀诗人的看家本

领。《风的脚印》或许正是作者在致敬

中国诗歌传统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次

创新努力，他的诗歌也因此而具有了

值得一读的美好价值。当然，也必须

指出，《风的脚印》以口语化、散文化见

长是其优点，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

作者要有更为自觉地关注诗歌本质特

征的文体意识，持续思考“如何锤炼出

既明白如话但又不失含蓄蕴藉意味的

诗歌意象”这一重要命题。

（《风的脚印》，陈宝全著，长江文

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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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古耜主编的“悄吟文

丛 ”第 三 辑 ，出 版 了 我 省 女 作 家 黄 璨

的 散 文 集《人 间 烟 火》。 该 文 集 收 录

了《窑匠》《毡匠记》《窗花儿》《最后一

个牧羊人》《乡尘旧事》等二十余篇散

文，分为“匠心”“流珠”“伴侣”“光年”

四 个 篇 章 。 作 者 深 入 乡 村 的 肌 理 和

褶 皱 ，深 情 打 量 乡 村 工 匠 、民 间 艺 人

以及凡尘俗事，关注农耕文明并记录

乡村的呼吸与心跳，字里行间道出人

生的真谛，漫卷着人间烟火之气。作

者 以 细 腻 的 笔 触 书 写 散 落 在 民 间 的

非遗项目，展现出劳动人民生生不息

的奋斗精神和蓬勃遒劲的生命姿态，

从 而 唤 起 人 们 对 乡 村 的 怀 想 和 对 传

统文化的探寻。

《人 间 烟 火》具 有 一 种 流 动 的 生

活气息和生命感觉，是自然抒写与从

容 表 达 的 统 一 。 作 者 以 独 特 的 审 美

视 角 ，捕 捉 那 些 时 间 长 河 里 的 人 和

事，并且融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本我

经验，最终形成一种自然而不缺失高

雅、深刻又不流于晦涩的风格。著名

作家、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亮

程 这 样 评 价 道 ：“ 黄 璨 的 散 文 从 平 常

生 活 细 节 中 发 现 不 平 凡 的 诗 意 和 意

义 ，她 有 敏 感 的 文 学 知 觉 ，有 对 故 事

细嚼慢咽的优雅耐心，因此她的文字

也需要细品慢读。”

作者以“人间烟火”为题，巧妙地

将个人与乡村、生活与文化勾连在一

起，在历史和时代的共振中形塑古老

西部的坚韧、丰富与变化，蕴含着强烈

的主体意识和人文关怀精神，质木而

文实，言近而旨远，透射出浓郁的乡土

气息和文化色彩，给人一种温馨而厚

实的体验。

“非遗”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形态，

也是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宝贵资源。

在西部古老而苍茫的大地上，“非遗”

形式多种多样，既有传统的工艺制作

技术，也有民间流传的表演艺术。黄

璨在《人间烟火》中，不仅记录非遗的

外在形式，更深入探讨非遗传承人的

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书中不只对技

艺本身进行详尽描述，更融入作者对

这 些 技 艺 蕴 含 的 文 化 意 义 的 深 刻 思

考。她深入民间去寻访和考察，探究

其历史渊源，挖掘其人文积淀，让那些

司空见惯的存在，变成自己文本中鲜

活而内蕴丰富的抒写对象，体现出一

种现代生活与非遗文化的交融互渗。

王文章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大量存在的工艺品、表演艺术等，具有

极高的艺术价值、审美价值，是进行艺

术研究、审美研究的宝贵资源。”《人间

烟火》以非虚构写作为路向，真实地记

述了诸多非遗传承人，形成了作者理

解人生与表现生活的独特方式，具有

现实生活的底色，亦透露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生命力和文化价值。在她的

散文世界，有制陶的（《窑匠》）、织褐的

（《织褐的女人》）、修鞋的（《李锥锥》）、

手工地毯的（《制毯匠老尚》）、民间剪

纸的（《窗花儿》）、传统制毡的（《毡匠

记》）等，这些作品都以个性化的思考

向度与多样态的叙事方法，从全方位、

多角度、深层次地书写非遗，考量当下

非遗传承的征候，蕴含着作者对非遗

传承的深度思考，也为非遗保护提供

了鲜活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提升群众

对非遗项目的关注与认知，促进非遗

的保护与传承。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黄璨

的散文创作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努力

的探索。她以充满着生活气息和文化

情怀的写作姿态，折射出礼赞家乡与

传承民俗文化的美好愿景。

（《人间烟火》，黄璨著，中国言实

出版社出版）

□ 黄静姝

人间烟火里的非遗传承

清晨，我蹚着田埂上湿漉漉的霜

露，撩开薄如轻纱的朝雾，游弋于这

片一静如梦的田园。我尽量放轻脚

步，不打扰乡野这份难得的安宁。

庄稼地是平坦如砥的一大片，大

到足可配得上“广袤”这个词。太阳

冉冉升起，白晃晃的，却没有劲道，像

一轮阴柔的满月。偌大的田畈上，听

不到一台农机具的作业轰鸣，看不见

一个辛勤忙碌的人影。在村口泊了

车，穿过新农村聚居点，我看到，一栋

栋橘色小楼建造得时尚雅致，楼院的

门户却保留着旧式的小青瓦人字椽

顶，正像如今的乡人，既欣然接纳现

代 生 活 方 式 ，又 执 守 着 一 份 怀 旧 情

愫，二者交叠、混搭于日常，并没有违

和的裂痕。零星可见三五村民，捂得

严严实实踅出院门，袖着手，静静地

沿新村河湾公园绕圈闲走；一位妇人

从院边自留地里拔起两头硕大的萝

卜，上面还沾着黄泥，提到溪边荡漾

几下，再出水，已是白如脂玉。

眼下正值冬闲时光，乡居生活的

行板转入舒缓的节律，是顺理成章的

事。随着寒冻加剧，必须节制人力，

度过一段“无为而治”的悠闲光阴。

垄亩躬耕自有道法，在行的农家懂得

顺时应变，张弛有度，作歇合宜。

所以，这应该是田野里一年之中

最为宁谧的时光了吧。不仅热火朝

天的劳作场景一时间难觅踪迹，往日

里一幕接一幕的精彩情景剧也偃旗

息鼓。那些曾经如潮水卷涌的蝉嘶

蛙鸣，草稞间蹦来跳去的蟋蟀，翻飞

盘旋于花丛的蜜蜂蝴蝶，栖息在叶茎

草垛上的蜗牛瓢虫，土坷垃上蠕动拱

掘的小蚯蚓，慌慌张张蹿过土埂的田

鼠黄鼬……从春到秋，田野上各种昆

虫所呈现的活色生香，眼下仿佛都烟

消云散，空旷的田野，变成了一座寂

寞的舞台。

当然，那些属于田野的芸芸众生

并未灭绝，也未远离，它们依然与庄

稼地休戚与共。只不过，凛冽的寒意

迫使它们潜伏冬眠，待到来年惊蛰一

振，成千上万的小生灵会纷纷重出江

湖。彼时，乡村大地又将上演新一轮

的热闹非凡。

脚下的庄稼地里是清一色的小

麦苗。农人几十天不施肥、不哺水、

不喷药，任由麦苗们兀自过活。麦苗

们似乎集体遁入一种“辟谷”的境界，

但我知道，生命的吐纳和律动一刻也

未消停。它们的根系在土壤里吮吸

先前储存的养分，它们的叶片在承接

霜雪击打的同时也在蒙恩来自上天

的滋育。事实上，每一株麦苗都在潜

滋暗长，墨绿油亮的质色，透溢出它

们健硕的生命底气。这个时令，严格

控制作物长势是明智之举。

往常最喜欢凑热闹的麻雀，也不

再飞来庄稼地了。它们倒不是害怕

打 扰 这 一 方 宁 谧 ，眼 下 田 野 空 空 茫

茫，既没有虫豸谷麦可觅，也没有枝

头 花 香 诱 惑 ，作 为 典 型 的 实 用 主 义

者，麻雀们才不肯过来白忙活呢。远

处树林里栖匿着一尾斑鸠，时不时啼

鸣一声，“咕咕——咕咕”，更衬托出

田野的沉寂。

如此，庄稼地便落得一番彻底的

清静，更加安然沉湎于拙朴的一帘幽

梦了。置身其间的我，似乎也幻化成

这梦幻田园曲调中的一枚音符……

（摘自《中国文化报》2024 年 12

月 4日）

□ 潘 鸣

田园，一静如梦

人生有一万种可能，应该如何度

过此生？本书的答案是“不负家国，

不负此生”。作者以采访者的视角，

讲述了 10位见证国家发展与飞跃的

功勋人物的成长经历、专业贡献、生

活智慧。这些功勋人物对人生的坚

定选择与恒久追寻跃然纸上。他们

的生命刻度和时间跨度，映照出的是

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王 宁 编著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吾家吾国》

本书是一部全面探讨魏晋清谈

历史进程的著作，以时间为轴，以近

两百位魏晋名士为线索，追溯清谈

的源流，界定清谈内涵，立体呈现属

于魏晋的两百多年壮阔历史。作者

从《世说新语》《晋书》等史书、笔记

中钩沉嵇康、王羲之、谢安等魏晋名

士的事迹，生动展现了魏晋清谈的

鲜活场景，拓展了研究空间。

龚 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魏晋清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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