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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学对艺术的阐释，有三本
重要的开山之作：王国维的《人间词
话》、宗白华的《美学散步》和朱光潜的

《诗论》。后来很多用中国美学的方法
研究书法、绘画和其他艺术的成果，基
本不脱离这三位学者所开创的这套中
国艺术的阐释观念和方法。可以说，
这是具有中国色彩的艺术阐释学的原
初范本。

一
叶朗的“美在意象”理论体系，立

足于中国传统美学，在继承宗白华、朱
光潜等人的中国现代美学的基础上，
吸收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成果，在审
视西方 20世纪以来的哲学思维模式
和美学研究转向的基础上，对20世纪
5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的学术史进行了
深入反思，特别反思了主客二分的认
识论模式所带来的理论缺陷，继而从
本体论的研究转向审美活动的研究，
将“意象”这一范畴作为美的本体提
出。从“美在意象”这一核心命题出
发，将意象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
围绕审美活动、审美领域、审美范畴、
审美人生，构建了以“意象”为本体的
美学体系。

叶朗的“美在意象”理论体系是在
传统和当代、理论和实践等多个维度
都具备深刻意义的美学体系。2009
年，恰逢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在北京
大学举办，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是一
次中西美学思想的对话和交锋。2009
年也恰逢叶朗的《美在意象》出版，当
时读到书中这段话，对我有特别的启
发，他说：“意象生成统摄着一切：统摄
着作为动机的心理意绪（‘胸中勃勃，

遂有画意’），统摄着作为题材的经验世界（‘烟光、日影、露气’‘疏枝密
叶’），统摄着作为媒介的物质载体（‘磨墨展纸’），也统摄着艺术家和欣
赏者的美感。离开意象生成来讨论艺术创造问题，就会不得要领。”我们
很少见到哪一位美学家，能够把艺术创造的奥理阐释得如此通透和清
晰。艺术创造的核心就是意象生成。艺术美学的研究，终究要指向一个
中心，这就是审美意象。叶朗说：“艺术不是为人们提供一件有使用价值
的器具，也不是用命题陈述的形式向人们提出有关世界的一种真理，而
是向人们打开（呈现）一个完整的世界。这就是意象。”“美在意象”的理
论将以往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中审美意象生成的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历
史阶段。

在“美在意象”的理论体系中，“意象”被作为艺术美的本体提出。意
以象尽，象以形载。艺术的“核心意象”凝结着灿烂的情感和深刻的哲
理。伟大的艺术，其真正的魅力和引力都在于把握了艺术的“核心意
象”。《千里江山图》所呈现的宇宙视野，《清明上河图》所呈现的世俗意
象，《红楼梦》揭示的即空即色，贝多芬《命运交响曲》的命运动机，蒙克的
画作《呐喊》中的“无声呐喊”，《哈姆雷特》以“死亡擦亮真理”的意象，艾
略特《荒原》中的“世纪意象”，不同艺术中的“核心意象”都体现出艺术对
于审美意象的感悟和创造。在诗歌创造中，正是“核心意象”驱使着诗人
完成“语言符号”的寻找，让语言的形式准确抵达情感和真理的所在。

二
“美在意象”理论体系的意义之一，在于它揭示了意象生成的瞬间

性、唯一性、真理性。叶朗认为，美感是当下直接的感兴，意象显现本源
性的真实。美感就是通过瞬间直觉而生成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
世界。意象生成不是逻辑思维的结果，不是知识堆砌的结果，也非一般
意义上的想象，意象在瞬间显现出深刻的理性和灿烂的感性，达到情与
理的高度融合，显现本源性的真实。在艺术创造中，意象生成就是美的
绽现。艺术的欣赏、领悟和创造，美感的发生、体验和传达都蕴含在这一
过程之中。

“美在意象”理论体系的意义之二，在于它揭示了美感不仅是思想
的结果，美感还需要体验和亲证。伟大的艺术可以表现、确证美，贯通艺
术和美的是体验和亲证。对于美的理解和把握，仅凭知识性的、概念性
的认知和分析是有限的，仅凭理性和抽象的思维是无从把握的。艺术在
中国美学的视野中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技能，艺术与存在本身息息相关，
与人生境界天然地互为表里。美的把握不是信息的收集，美学不应仅仅
是知识的研究，美需要体验和亲证，没有体验和亲证的美学是知识而不
是智慧。“美在意象”理论体系继承中国传统美学的思想，强调“心”的作
用，这一理论体系所讨论的美学基本问题和前沿问题的新意都根基于
此。“美在意象”理论体系继承中国美学的根本精神，注重心灵的体验，由
此指出了美和美学之于心灵涵养和人生境界的意义。当代“意象理论”
的核心成果，在理论上最大的突破就是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
值。

三
笔者提出的“意象阐释学”是对中国美学意象理论的继承，力求创

构一种关于理解艺术作品，特别是理解经典文本的理论。建立“意象阐
释学”的观念和方法是对“意象理论”的自觉拓展，力求贯通美学、阐释学
和艺术三者的关系。“意象阐释学”的意义在于“捍卫那种我们通过艺术
作品而获得的真理的经验，以反对那种被科学的真理概念弄得很狭窄的
美学理论”，从而为艺术的真理性辩护。依托“意象阐释学”的方法，既可
以进入艺术创造的深层，也可以阐释真理与艺术之间转化的过程。“意象
阐释学”是从美学的角度照亮和确证艺术意义的理论和方法，也是我们
识别和判断“真艺术”和“伪艺术”之间差别的标尺，在今天，对于重新确
证艺术存在的意义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建构“意象阐释学”的意义在于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美学的
思想遗产和精神遗产，在继承学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
建设，为当代美学和艺术学的理论建构注入新的活力，为全球化时代的
美学研究和艺术学理论贡献新的智慧和方法。从生活、艺术和美育等各
方面发掘、萃取并弘扬中国美学中最富有智慧光芒、真理价值和人文精
神的内涵，培育和涵养现代人的心灵和人格，补益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和气象。 （据《光明日报》）

今晚8∶15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将播出电影《战火归
途》，这是以王路沙为代表的北疆新生代电影团队又一部
精心打造的力作。这部剧由王路沙编剧并执导，与他合
作的是呼和浩特本土的制片人郎博、摄影指导韩化南、美
术指导张鑫。2020年，他们曾经拍摄了电影《火光》，在央
视电影频道播出后受到观众的喜欢。当时我写了影评，
指出了《火光》表现战争题材的“诗性”特点。这次王路沙
团队面对同样的战争题材，讲述抗日战争中的故事所用
的叙述手法有了再次创新。

这部影片是八路军排长陈岭北带领四个战士寻找大
部队的故事，其中有一位战士负了重伤。他们面对粮食
短缺和土匪骚扰的局势，还要设法阻击日寇的大股部
队。敌我力量非常悬殊，八路军战士们在残酷的困境中
英勇奋战，他们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寄寓着对家乡与
人民的挚爱和忠诚。

王路沙团队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继承了《火光》的
“诗性”叙述，这个“诗性”是富有悲剧意味的。他们没
有让故事陷入大团圆结局的俗套之中，而是运用了

“大写意”的手法，突出了陈岭北等八路军英雄们勇往
直前的精神。影片的结尾并没有出现陈岭北等人与
主力部队会师的喜庆场面，因为此前陈岭北等人的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精神已经深深打动了观众的
心，甚至敌我双方一场战斗的胜利已经不再重要，观
众们深切地知道一个有信仰的民族焕发出的精神是
不可战胜的。

影片叙事明暗交错，光影流转，节奏急管繁弦，在静
与动的辩证中保持着沉思与抒情的疏朗开阔，为战争历
史题材的电影展开了新的艺术向度。

影片唤起的观众沉思，正是影片的主题所在。用新
的叙述方式讲战争故事，完成了主题的升华。

编导在美术、摄影的配合下，很圆满地完成了思想和

艺术的追求，应该提
到的是演员们也配
合得非常好。男一
号陈岭北的扮演者
范家其,成功塑造了
谋勇双全、充满阳刚
之气的八路军排长
的形象，和他演对手
戏的土匪黄灿灿的
扮演者李春明是呼
和浩特本土的演员，
他曾在王路沙执导
的电影《红色之子·
单刀赴会》中扮演过
革命者奎璧，受到北
疆 广 大 观 众 的 喜
爱。这次他扮演的
黄灿灿是个反面人

物，但李春明并没有用脸谱化的简单方式塑造角色，而是
经过认真研读剧本,潜心琢磨人物，塑造出一个有内心思
想深度的反派角色，这让他的表演取得了新的进步。

这个电影是在呼和浩特拍摄的，摄制团队先后得到
了赛罕区黄河少镇与和林县的支持。影片选择这两个地
方当作外景地，拍出的农村场面十分真实生动。还有呼
市农村的民风民俗也让本土观众深感亲切，将会向外地
观众展示北疆大地的独特地域文化。

受到《火光》《战火归途》成功拍摄的影响,许多反映北
疆文化的影片都在筹拍,其中有《飞驰神骏》《草原神鹰》
等。

呼和浩特是黄河和长城牵手的地方,还有巍巍大青山
和茫茫大草原,如今王路沙等充满活力的新生代电影团队
应运而生,地域条件和人才条件将促进本土影视的发展。
可以预见，今后呼和浩特的新生代电影团队将把北疆文
化的故事讲到全中国、全世界！

一辆四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一群面带笑容、充满希
望的年轻人，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这是人们对乌兰牧骑
的最初记忆，这样的照片常见于乌兰牧骑第一批队员的家
里，照片上留存着乌兰牧骑队员们最初的心愿。而广播连
续剧《风展红旗如画》则让一张张泛黄的照片浮现出栩栩
如生的神采，在声音的历史中，六十多年来的草原回忆历
历在目，那些专属乌兰牧骑的风景与温情也仿佛就在眼
前。

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共4集，由著名作家萨仁
托娅担任编剧，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
旗旗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音频节目制
作传播中心评书曲艺广播首播。众所周知，广播剧需要依
赖声音描绘画面、制造情境。《风展红旗如画》通过特色鲜明
的人物、紧凑而又波澜起伏的剧情，由乌兰牧骑原声和逼
真的音响塑造出扣人心弦的作品。通过这部广播剧，我们
能够走近六十年前栉风沐雨的乌兰牧骑，走近不断进取、
心头高悬百姓的乌兰牧骑，走近让农牧民视若己出的“玛
奈乌兰牧骑”。

人物角色设置上的精巧，能够让听众更好地理解、代
入剧情。这部广播剧由大学毕业的女生索米娅的视角去
讲述乌兰牧骑的人与事，随着剧情的推进，索米娅的心路历
程也在不断丰满、变化，她由对乌兰牧骑产生误解到逐步了
解，再到热爱。在前三场时，索米娅抗拒着父亲让她去乌兰
牧骑实习的决定，而她与乌兰牧骑的相遇，也是在这种“不得
已”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角色设定上的巧妙之处就在于，
尽管索米娅有千万个不情愿，但是她又难以和乌兰牧骑彻底
决裂——她的爷爷是乌兰牧骑第一批队员，她的父亲也与
乌兰牧骑队员们如亲人般关系密切。作为一个年轻人，索米
娅可以有诸多选择，但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她又必须了解
这支队伍。实际上，索米娅也无非是听众们的“替身”。索米
娅逐渐了解乌兰牧骑的过程，也就是听众不断走近乌兰牧骑
的过程；另一方面，索米娅这一角色设置在剧情中有着传承
与创新的双重意义。她是听着乌兰牧骑故事长大的，是与乌
兰牧骑有着深厚情谊的人，她最终认同了乌兰牧骑，也就是
担起了传承的使命。与此同时，她也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
敢于为自己的梦想努力，自然会为乌兰牧骑注入了创新的活
力。实际上，乌兰牧骑之所以留下了铿锵的足印，原因就是
来自于一代代乌兰牧骑队员的传承和创新。传承与创新并
不矛盾。传承是创新的精神基底，创新则是传承的未来向
度。传承与创新的辩证力量，才能够让乌兰牧骑飘扬的旗帜
永远鲜红。

在叙事情节的设置上，该剧也有特殊之处。本剧常常
是利用某一个线索人物或关键事物来引起回忆、讲述故
事，从而推动主线剧情的发展。回忆能够打破时空壁垒，
实现讲述者与听众的双频共振。这部广播剧中共出现了

六次跨越时空的故事，每一次跨越时空的讲述，都让听众
与索米娅一起，对乌兰牧骑以及队员们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这些故事中大多讲述了乌兰牧骑队员们与牧民们相
互帮助，为牧民们解决实际问题，同时也让乌兰牧骑自身
力量得以发展，体现了乌兰牧骑队员与牧民们水乳交融的
亲人般的关系。例如，剧中乌吉玛老人回忆年轻时，为牧
民买药的归途中迷路与狼遭遇，逃脱后受到了牧民的照
顾，帮冻坏双腿的牧民送孩子回家并帮他们收拾家，撮合
过苦日子的两个人找到彼此并喜结连理。听众们在听这
些故事时，能够真切感受到乌兰牧骑不仅仅为牧民带来高
质量的演出，还真心实意地帮助牧民们，而牧民们也对每
一名乌兰牧骑队员都真情以待。

在这些回忆片段中，索米娅与乌兰牧骑的距离是不断
拉近的，其中有一个让索米娅心境完全变化的节点，让她
对乌兰牧骑的态度由完成一份实习工作转变为对待一个
真正的大家庭，这个节点就是关于索米娅爷爷的回忆，即
乌兰牧骑第一任队长钢特木尔的故事。索米娅来到刻着

“乌兰牧骑井”五个字的井边，听着牧民们依旧感恩地讲述
几十年前自己的爷爷打井时遇到的塌方，索米娅内心受到
了强烈的震撼，独白中她表达了：“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
我的心被深深触动”。可以说，回忆即是每一次过去与现
在的交织，也都是为更充实的情感和圆满的结局服务。

在音乐和音效的选取上，本剧既突出了乌兰牧骑演出
的特色和草原人民喜闻乐见的歌舞文化，又逼真地再现了
故事情境，让听众更加有现场感。这部广播剧的用心之处
不仅在剧本的打磨上，还体现在后期制作中声音的贴合感
上。广播剧中展现的部分音乐来自乌兰牧骑队员的原声
歌曲录制，因此也是现实中乌兰牧骑的声音。在音效的选
取上，本剧很生活化、日常化，加之广播剧演员们身临其境
的声音表现，能够让听众更加容易将听到的剧情在脑海里
通过画面进行再现。比如，在回忆队员们建造乌兰牧骑井
时，塌方的音效响起，队员们紧张、着急的呼喊声会让听众
也跟着捏一把汗。

《风展红旗如画》的结尾处，索米娅和乌兰牧骑的伙伴
们共赴春晚的路途，在圆满的结局中映照着党中央对乌兰
牧骑事业的肯定、基层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乌兰牧骑人自身
的锐意进取。最终，挂在索米娅家中的照片不再只是一张
拍摄于六十年前的照片，而是向未来无限延伸的精神形
象，它们就耸立在索米娅心中，以此代表着索米娅以及她
的同辈人扛起重任并一往无前的乌兰牧骑精神。

通过这部广播剧，听众不仅能被打动、被鼓舞，也能更
加深刻地体会乌兰牧骑队员过去、现在、未来的责任与光
荣。是的，乌兰牧骑有变化：演出形式在不断丰富，媒介技
术也在不断创新，但始终不变的是他们对于草原人民炽热
的爱。爱，是不能被忘记的。

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构不成什么重要
的意义。可它们就是回荡萦绕，对本书作者轻
声细语，成为照亮生命的星。本书写作的对象
就是那些星星：贾植芳、海子、柏桦；扬州慢、鹊
桥仙、蓬莱清浅；还有北京的秋叶……通过文
字，作者将它们从时光深处召唤出来。

（据《西安日报》）

本书是作者为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所写的
一部人物评传。李白是家喻户晓的诗仙，其诗
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其人一
生步履不停，浪迹在庙堂与江湖之间。在这本
书中，作者以李白的生平为轴，以其经典诗文
为枝蔓，再现天才诗人不平凡的诗意人生，勾
勒其自由不羁的精神轨迹。（据《陕西日报》）

本书是一部作者精心打磨的散文力作，为
广大读者展开了一幅陕南农村的优美画卷，带
读者穿越时光，感受闲适恬静的童年时光，是
一本集书写故乡、追忆失聪童年、励志求学、敬
畏自然和生命等多元主题于一体的散文集。

（据《陕西日报》）

本书从 1920年汪曾祺出生写起，到 1997
年他去世止，选取汪曾祺一生中具有史料价值
和最能体现个人性格、文学师承、创作经历的
事件，以简洁、准确的语言加以描述。1000多
个“世说新语”式的小故事，以时间为主要线
索，连缀成一部简明而完整的汪曾祺传记。

（据《西安日报》）

《汪曾祺1000事》
杨早 徐强 李建新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美学原理》 叶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不褪色的照片与回忆之诗
——评广播剧《风展红旗如画》

■马婧

用影片妙解北疆文化叙事
——评电影《战火归途》

■李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