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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承担着培育时代新人、涵
养民族精神的使命。源远流长的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少年儿童的
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近年来，关
注汉剧艺术的《九岁红》、呈现瓷都发展
变迁的《建座瓷窑送给你》、以赛龙舟民
俗为背景展开的《龙船》等，一批儿童文
学 作 品 对 传 统 文 化 题 材 进 行 深 入 开
掘。作家张之路的《雨燕飞越中轴线》
将北京中轴线的故事娓娓道来，正是传
统文化题材儿童文学的又一新作。

北京中轴线南北延伸，如城市的脊
梁，挑起北京城厚重的历史与现实。《雨
燕飞越中轴线》里中学生罗燕凌救助一
只受伤的雨燕，进而得以从雨燕的视角
由南向北俯瞰中轴线，了解和感受她的
魅力和底蕴。这是一场在想象力的托
举下不断打开视野的中轴线之旅。作
者巧妙选取中轴线上的树作为线索，以
树的历史故事串起中轴线的文化脉络：
永定门前如焰火般炽热的黄色银杏叶，
天坛“九龙柏”树干上九条纵向的褶皱，
社 稷 坛 的“ 槐 柏 合 抱 ”，太 庙 的“ 树 上
柏”……这些古老的树木屹立千年，见

证着一段段风云壮阔的历史，亲历了古
都的变迁发展，也展现了今日的美丽中
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中轴线文化
是作品的亮眼之处。作者之所以选择
雨燕作为故事的叙述视角，一是为了
借此在空中领略中轴线的宏伟气派，
二是由于雨燕喜在古建筑中筑巢而成
为北京的标志性物种之一。基于此，
古建筑保护与生态保护这两个看似相
距 甚 远 的 主 题 ，在 作 品 中 自 然 相 融 。
小说采用双线结构，一条线按照由南
往北的顺序介绍建筑和古树的来龙去
脉；另一条线则展现了罗燕凌从偶然
救助雨燕，到主动了解雨燕，最后身体
力行加入雨燕保护行动的过程。一显
一 隐 两 条 故 事 线 互 相 交 织 ，相 映 生
辉 。 作 品 中 提 及 的 永 定 门 公 园 的 绿
地、城南公园的桃树林和育才中学操
场中央的百年榆树等，都显示了当代
中国为谋求城市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
平衡所付出的努力。

作者不仅描绘了中轴线上宫殿和
庙宇的庄严神圣，而且将笔触伸向天

桥和大栅栏的市井烟火。天桥是老北
京曲艺和杂技的发源地，大栅栏是前
门外著名的商业街，它们所代表的市
井文化和商业文化丰富了老北京文化
的 内 涵 。 作 品 中 有 不 少 对 老 北 京 民
俗、老字号店铺饶有趣味的介绍，从中
可以看出作者对北京历史文化的熟悉
和喜爱。北京中轴线是古今交融的产
物，如果说恢弘的故宫树立起儿童读
者的民族自豪感，那么充满生活气息
的天桥和大栅栏则让中轴线变得鲜活
立体和亲近可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让少年儿童感受到文化的魅力，感
受 到 延 续 城 市 历 史 文 脉 的 意 义 。 如
今，经过北京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重
点文物、历史建筑、老城街巷肌理得到
更好保护，老城居民过上现代生活，古
都神韵焕发新的光彩。

极具生命力的中轴线，向世界述说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新貌。《雨
燕飞越中轴线》在凸显中轴线文化内
涵的同时，也启发我们思索古老文化
遗产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意义。

（据《人民日报》）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你带着明确的目
的或想好了的计划去审视某一事物，而那
事物却始终是在你的身外，找不到和自己
交融情感的通道，因此只能保持远距离的

“静观”，结果所得到的是理性认识多于美
感激情。那种“主题先行”，或带上很明确
很具体写作意图，去“找生活”的做法，多
半如此。相反，你只怀着爱的心情投入自
然，走进生活，虽没有明确地打算发现什
么，可恰恰因某些事物的触发，心动神往，
产生意想不到的美感，甚至灵感的火花也
会从中闪出，倒是妙趣偶得之，全不费工
夫。有时，你的目的是要了解和把握事物
的这一方面，可结果你的心灵深处却和另
一方面暗合，美的妙谛也恰好从这个交接
处发现。倘若有人不相信自己的审美知
觉，要用已经设计好的理智的缰绳把它勒
住，那么，美感就会减弱，或干脆逃之夭
夭。这是一种有趣的审美心理活动。我
想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对于自我一定意识
的超越。其实，美感本身的深刻，恰恰也
是可以到超过意识的限度的。

意识，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即是人
对待事物的明确的思想、认识和意图。事
实上，决定人的具体行为活动的，除意识
之外，还有一种更深刻、更潜在，因而不自
觉的思想，这是一种潜在的意识，心理学
称之为无意识。无意识是一种在人的意
识阈之外，暗中存在的高级神经活动，是
人类大脑高度发达的产物。没有遇到外
界事物的触发时，它的存在和力量一般不
会被意识到。但它的实际力量是巨大的，
是“真正的创造的基础”。（前苏联心理学
家B·C罗坚列尔格语）所以，它一旦被触
发，就必然会影晌人的实践活动，甚至可
导致原来未曾意识到的结局。这是艺术
家在审美中出现超越自我一定意识的心
理基础和动力因。因为审美是以主体的
情感为核心和中介的，所以，更容易因外
物激活心境而唤起被表层意识所遮蔽着
的更深层次的东西，并形成对某些明确了
的意识的超越。而且，这对审美知觉有着规定和指向的作用。歌德
说：“精灵在诗里到处都呈现，特别是无意识状态中，这时一切知解力
和理性都失去了作用，因为它超越一切概念而起作用。”

这一超越，是艺术家获得强烈的审美效果和创作冲动的重要心理
依据。因为艺术家对于客观事物审美掌握的核心，是情感评价，所以
最容易被外物所触动，并且最有力量指向审美知觉的，必然是那些浸
润了自己情愫并在心里积存最深的东西，那就是自己的潜在意识。因
这种潜在的意识积淀丰厚、力量巨大，所以一经被激活而突现出来，就
会强烈地打开心物感应的通道，达到对象的“人化”“情绪化”。比如，
人们对故乡的深情，对童年的神往，对母亲的挚爱，等等，往往是因长
期的沉积，作为一种潜在的因素而存在；虽然是深深地埋藏心底，但却
极易被触动，并有力量突破某种限定的意图，直接驱使主体对于对象
作出自己的审美判断。

许多艺术家都说过这样的体会：潜藏在心底的东西有时不自觉地
因外物的触发而被唤起，激动着自己不得不诉诸某种艺术表达形式。
如，艾青被岭南早春景色激活了潜藏心底的对“枯木逢春”的爱，遂有
这样独特的审美发现：那里“刮的风是绿的，下的雨是绿的，流的水是
绿的，阳光也是绿的”。可谓“心中与之然，托兴每不浅”！因为这种超
越可有力地驱使艺术家以心观物和情动而作，所以往往可能获得意外
的审美发现和超出构想的创作成功，如巴尔扎克的许多作品不自觉地
嘲笑了他本人的政治立场；托尔斯泰根本没有预想到安娜·卡列尼娜
会自杀，等等。

艺术家这种潜在意识的积淀，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命运、环境、
知识、气质、追求，甚至童年的记忆，长期的习性偏好等因素关系密
切。在因这些潜在因素推动而完成的超越中，无疑最能见出一个艺术
家的素质和个性，因为它发掘出了真正属于他自己所有的更深层次的
东西。

艺术创作的核心和生命是创造。它要求艺术家的创作不能重复
生活，不能重复他人，也不能重复自己，而每一次创作都须闯开一个新
的艺术境界。这一追求的实现，需要才华，也需要多方面的艰苦的劳
动，譬如深入新的生活领域，获取新鲜的感受和体验，在表现形式上的
创新突破等，都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这里特别指出的，是通常不被理
论研究所注意的一个方面，即，艺术家对旧有审美惯性的突破、超越。
它包括对旧有的传统审美直觉规范的突破，和对自己以往的审美习惯
的超越。

前人长期的审美经验的积淀，必然会形成一种规范，这会不自觉
地影响到后人的审美认识。而后人既然要创造，便不能囿于这种规
范。譬如说，前人把晚霞看作一片彩绸，后人又说那是彩绸一片；前人
从皎月中感受到了脉脉柔情，后人看它是一位多情的少女等。显然，
如果后人将这样的审美感知诉诸作品，那是难以有出奇制胜的新境界
的。既不能抛弃传统，又不可限于旧辙，要突破这个矛盾，同样需要艺
术家的创造精神和艺术才干。

历来有作为的艺术家总是为超越旧有审美规范而努力。也正是
多少年来人们的不断超越，才不断地拓展着新的感知空间。宋代诗人
宋祁突破旧有审美感知的规范，获得“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审美发现，
而清人李渔囿于习惯的审美感觉，则指责这是荒诞的。同样，艺术家
自身在审美实践中，也往往因经验和习惯的积累，容易形成一种封闭
性的感觉系统，如果不注意随时打破，那么必然越来越严实、越坚固，
这样，即使是感知新的对象，也可能在意识、视角等方面，轻车熟路，过
多依赖于经验。这势必会有碍自己对事物获得突破性发现，也影响创
作的突破，甚至于会自觉不自觉地重复自己。这在实际的创作中看得
很清楚。有的艺术家一件或几件优秀之作问世，以后的创作便总是脱
不出那个曾是他自己创造出的境界。尽管作品在形式上很讲究，但却
很少能使人感受到鲜活的艺术灵气了。显然，这既不是艺术家缺乏创
作经验和表现功力，也不单单是没有新鲜生活内容可创作，而主要是
因为他对于生活的审美感知和审美发现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或
旧有的层次上。没有对这个圈子的突破和超越，就不可能有创作的突
破。艺术家如果意识不到这一点，或甚至把这种“局限”视为“丰富特
色”“突出风格”，因而固步自封，那么其创作前景是不会乐观的。

这种对自我的突破和超越，是和艺术个性的形成完全一致的，因
为对于艺术家来说，真正的艺术个性，不是一个封闭、限定的圆圈，而
是个开放、创造的范畴。人们也正是从艺术家不断超越和发展的踪迹
中，认识到其艺术追求和创作个性的。有人说，从生活到艺术，是艺术
家对生活进行搜集、选择、抽取、剪裁、概括的经过，并认为这样就可能
达到“高于生活”的创作目的。这未免把艺术创作看得太简单化、规范
化了。我们说，艺术家是需要在这些方面做些必要的工作，但他到底
不是裁缝或工匠，他的使命不是改造“制作”生活的“模本”，而是要创
造一个艺术世界，而且应该是他所特有的——生活中不曾有，别的艺
术家也不会有。这就需要他以艺术家特有的审美才能，做好生活和艺
术的“中介”，其中审美超越便是不容小视的环节。

12 月 22 日是冬至节气，在迎接冬
天数九时节的到来之际，“冰雪青城·
悦动北疆”2023——2024 呼和浩特冰雪
节在马鬃山滑雪场开幕了。这次冰雪
节由三大系列活动组成：其一是“夜耀
北疆·跨年青城”的跨年系列活动；其
二 是 2024 第 三 届 呼 和 浩 特 欢 乐 冰 雪
节；其三是 2024 年呼和浩特春节元宵
节庙会活动。

在“夜耀北疆·跨年青城”活动中，
将邀请多支著名乐队组合与市民、游
客在一起共迎新的一年，还在大召历
史文化旅游区隆重推出“北疆戏曲 盛
世新年 2024 年呼和浩特市‘国风梨园’
活动”，同时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举
办“ 点 亮 青 城 新 地 标 、国 潮 尚 品 狂 欢
夜”活动。

在 2024 年第三届呼和浩特欢乐冰
雪节系列活动中，充分结合了北疆文
化及本乡风情、冰雪演艺、冰雪建筑、
冰雪体育、文艺演出、年市集会等 80 项
活动。同时，呼和浩特的文博场馆将
举办“回望千年、博物北疆”等 57 项文
化活动。从 2023 年 12 月 26 日到 2024
年 2 月 26 日，将开展“冰雪运动季”系
列文体活动。在这两个多月的高冷季
节中为广大冰雪运动爱好者安排了一
系列群众性冰雪运动项目，其中有特
意为儿童和青少年创办的“冰雪嘉年
华”“儿童戏雪乐园”等多个项目。还
将举办城市冬季运动会、2023—2024 冬
季校园冰雪俱乐部冰壶冬令营、冬季
越野赛、首届内蒙古大学生滑雪挑战
赛、青少年滑雪公开赛等冰雪文体活
动。

春节和元宵节逛庙会是呼和浩特
人的传统习俗，在春节元宵节庙会活
动中 ,呼市人借着节日逛庙会的机会可
以重温旧梦，感受熟知并且深切热爱
的故乡。呼和浩特是国家批准的历史
文化名城，享誉国内外，许多国内外游
客都喜欢参观号称“召城”的呼和浩特
的召庙，体验民风民俗，了解内蒙古自
治区首府的历史与文化。

冬至是寒冷的，但是每一位参加冰
雪节的观众心里是火热的，他们在滑雪
场的冰雪当中看到的却是诗与春天。

这个冰雪节是北疆文化打造的品
牌之一。北疆文化促使首府旅游事业
的发展，而旅游事业又彰显了北疆文
化的内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理
念，成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创
新了旅游业态。

旅游新业态如今已经成为今年呼
和浩特文旅融合发展的一大亮点。这
不禁让我回忆起盛夏时节，在 8 月 17
日——20 日，连续四天的周杰伦演唱
会，让呼和浩特扬名国内外。演唱会
期间，全市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26.17 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8.8 亿元。这场音
乐 盛 宴 激 发 了 整 个 城 市 的 热 情 与 活
力，传递了首府的温度与文明，得到了
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肯定。当时正逢盛
夏，山青水绿，生态增色。

呼和浩特并没有躺在演唱会的成
绩上“睡大觉”，而是及时总结演唱会
的经验，在北疆文化的指引下，努力达
到“ 文 城 一 体 ”“ 景 城 一 体 ”“ 产 城 一
体”，拓展文化旅游的新空间。

呼和浩特各有关部门也积极配合
文旅部门，切实抓好交通、住宿、餐饮、
安保等服务保障工作，把城市形象打
造好，不断提升首府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2024 年 1 月中旬，呼和浩特将首次
承办第十四届全国冬季运动会群众比
赛。盛夏，呼和浩特的周杰伦演唱会
唱红全国，严冬，青城的冰雪节将再次
让华夏大地火热……

呼和浩特大力发展文旅产业，充分
释放人口大区在拉动消费上的优势，
切实把干部的精气神提振起来，把干
事创业的情怀激发出来，在建设现代
化区域中心城市中作出更大贡献。

呼和浩特坚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顺应时代发展，融多元为一体、
汇古今为一脉，让根植在北疆大地上
的深厚文化在新时代活起来、火起来，
为 提 升 内 蒙 古 正 面 形 象 提 供 有 力 支
撑，为各民族人心凝聚、团结奋进锻造
强大精神纽带，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中贡献呼和浩特力量，展现呼和
浩特担当。

呼和浩特冰雪节开幕了，青城人要
在冰雪活动中打造北疆文化传承发展
的交流平台、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的推
进平台、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共
享平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更加充
实、更加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
活。

呼和浩特冰雪节开幕了，这也擦亮
了北疆文化这一品牌！打造北疆文化
品牌对于聚人心、树形象至关重要，我
们要深入研究，细化完善举措，努力创
新载体，持续营造声势，努力把这一品
牌唱响唱精彩。

审
美
超
越
与
艺
术
个
性
（
下
）

■
宋
生
贵

《雨燕飞越中轴线》
张之路著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跨越历史与现实的中轴线之旅
■王一典

唱响北疆大地的冰雪之歌
——喜看“2023—2024呼和浩特冰雪节”开幕

■李悦

歌手斯 琴毕力格在冰雪节开幕式上演唱

冰雪节开幕

博德乐组合在冰雪节开幕式上演奏

冰雪节开幕式压轴歌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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