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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6日，桃源
刺绣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传承人肖
瑶在桃源县寺坪中
学给学生讲解刺绣
技艺。

近年来，湖南省
常德市桃源县充分
利用地方文化资源，
常态化开展非遗进
校园活动，将当地非
遗项目——桃源刺
绣技艺引进课堂，定
期邀请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走进校园，进行传统
文化授课，让学生亲
身感受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魅力，让传统
文化薪火相传。

陈思汗 摄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这应该是对朱良志《四时之外》的
最好的形容了。《四时之外》这本书以

“生命超越美学”为核心，为人们研究
中国传统美学打开了全新的大门，同
时也为读者开启了一场充满诗意与哲
思的美学之旅。

独特的美学视角：生命超越性

在当今美学研究的多元格局中，
朱良志在《四时之外》中独树一帜地提
出了“生命超越美学”这一概念。朱良
志跳出前人从艺术形式、审美经验方
面对传统美学进行探讨的方式，采用
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深挖传统
美学、文化中隐藏的生命意识及超越
性内涵。

书中指出，中国传统艺术所追求
的并非仅仅是对当下现状的描绘或是
感官的愉悦，而是一种对生命本真状
态的超越性追求。这种超越性最大的
特点是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以中
国绘画为例，画家们常常通过笔墨传
达出一种超越四时（春夏秋冬）的永恒
感，在有限的画面中展现出无限的生
命境界。例如石涛的画作，他笔下的
山水并非只是对某一特定季节山水景
色的写实，而是融入了画家对宇宙生
命的深刻理解，山水在他的画中仿佛
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成为一种永恒的
生命存在。这种超越性的美学视角，
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艺术提供了全新
的维度，使我们认识到中国美学不仅
关注美学的外在表现，更注重美学背
后所蕴含的生命精神。

深度的文化溯源：深挖美学基因

在《四时之外》中，朱良志对“生命
超越美学”进行深度的文化溯源，为读
者揭示出这一美学理念与儒家、道家、
佛教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千丝万缕的
联系。

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
着重要的地位，对“生命超越美学”有
着深远的影响。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
人生态度，同时也强调个人通过修身
养性来实现生命的升华。在这种思想
体系下，“善”与“美”紧密相连。例如，
孔子提出“尽善尽美”的观念，这不仅
仅是对艺术作品的评判标准，更是对
生命境界的一种追求。这种超越性的
思想在传统艺术创作和审美中也有所
体现。

道家思想为“生命超越美学”注入
了独特的内涵。道家主张“道法自
然”，认为自然是生命的最高法则和理
想状态。在道家的观念里，人们应该
摆脱世俗的功名利禄，回归到自然
的本真状态，这样才能实现生命的
超越。在艺术创作中，道家思想体
现为对自然之美的崇尚和对简洁、
质朴艺术风格的追求。画家们常常
以自然山水为题材，通过笔墨传达
出对自然生命的敬畏和对超越尘世
的向往。

佛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融合，
也为“生命超越美学”带来了独特的视
角。佛教的“空”观认为世间万物皆为
虚妄，人们需要通过修行来解脱生死

轮回，达到一种超越虚妄的生命境
界。因此，在佛教艺术作品，我们常常
能够觉悟、超越生命虚妄的“禅韵”。

丰富的艺术实例剖析：美学解码

在《四时之外》中，朱良志通过对
丰富多元的艺术实例剖析，将抽象的

“生命超越美学”具象化，使读者能够
深刻领略这一美学理念在不同艺术形
式中的渗透与展现。

绘画中的超越性。中国传统绘画
是“生命超越美学”的生动体现。例如
倪瓒的山水画，山水不再是具体的某
一处自然风景，而是一种超越了时空
限制的生命存在形式。这种超越性正
是“生命超越美学”在绘画领域的深刻
体现，它让绘画成为画家表达对生命
深邃理解的媒介，突破了现实世界的
表象，探寻到生命的内在精神。

诗歌中的超越性。诗歌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的瑰宝，也充满了“生命超越
美学”的韵味。 李 白 的“ 举 杯 邀 明
月，对影成三人”突破了现实中孤
独饮酒的场景。他通过与明月和
影子的互动，创造出一种奇幻而又
富有哲理的意境。这种互动超越
了个体生命的孤独感，将个体融入
到一个更为宏大的宇宙生命体系
之中，这无疑是“生命超越美学”在
诗歌创作中的精彩演绎。

园林中的超越性。园林艺术也蕴
含着“生命超越美学”的思想。如苏
州拙政园借景、障景等布局手法的
使用，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让游览
者在有限的园林空间中感受到了无
限的空间延伸。一处一景的设计，
让拙政园成为了一种超越了物质实
体的生命艺术。

通过对多种艺术实例的深入剖
析，《四时之外》在让读者在领略不同
艺术魅力的同时，也能深刻理解这一
美学理念的深度与广度。

对现代美学研究与文化传承的意义

《四时之外》的价值不仅仅局限于
对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入解读，它对现
代美学研究和文化传承也有着深远的
意义。

在现代美学研究方面，朱良志“生
命超越美学”的理念，打破了西方美学
在我国艺术中“主导”地位，为构建具
有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体系提供了有
力的理论支撑。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
看，《四时之外》通过对“生命超越美
学”的深入剖析，重新揭示了中国传统
艺术中所蕴含的深厚文化价值，让更
多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学领域
的独特贡献。这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具
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然而，《四时
之外》也并非完美无缺。在一些概念
的阐释上，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存在一
定的理解难度，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美
学著作价值。

总而言之，朱良志的《四时之外》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向中国传统美学
深层境界的大门，促使着我们重新审
视艺术与生命的关联，为开启更多的
美学探索之旅提供了可能。

“生命超越美学”
——评朱良志新作《四时之外》

倪夕婷

“探民族形式之路，敲喜剧风格之
门”，是20世纪50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
片厂提出的创作口号，集中体现了我国
美术片时代动画“民族化”的创作思想和
实践方针。在“民族化”精神指引下，立
足于优秀传统文化，得益于多种美术形
式与风格实验，“中国动画学派”形成了
独树一帜的民族风格。但也有一段时
间，中国动画在行业体制改革的影响和
全球动画产业的冲击下，面临转型危机，
进入了一段低谷期。

近十年来，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哪吒之魔童降世》《长安三万里》等佳作
的上映，到当前《哪吒之魔童闹海》登顶
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我们看到中国动
画正在经历一次跃升，一种兼具中国传
统动画美学、当代文化特征和国际化表
达的民族动画风格正逐渐成为主流。可
以说，国产动画继“中国动画学派”之后，
再次展现出清晰的民族艺术风貌，显示
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如果说，20世纪

手工艺动画时代，我国文化事业语境下
“中国动画学派”标志着中国动画“民族
化1.0”时代；那么当前数字时代产业语
境下，文化自信、产业竞合、人才多层次
储备与民族化创作观念复归，共同开启
的则是中国动画“民族化2.0”时代。

当下，新一代的动画创作者面临数
字化转型的时代语境。他们沿着早期美
术片秉持的“从民族文化中汲取养料”的
创作路径，在借鉴传统动画创作思路的
同时，发扬艺术实验精神，不仅在内容设
计上实现动画美学的民族化转向，而且
在传统与当下的碰撞中、在艺术与技术
的交融中，推动民族动画美学的数字化
转向，实现传统工艺美学向数字艺术美
学的迁移。以水墨动画制作工艺的数字
化探索为例，《白蛇：缘起》《雄狮少年》

《哪吒之魔童闹海》等影片都有精彩的水
墨片段演绎，《深海》更是以水墨方式完
成了多达100分钟的三维电影。

在美术设计层面，创作者重返美术

片创作之路，展开深入探索。在《哪吒之
魔童闹海》的概念设计过程中，艺术家做
了大量的案头工作，包括博物馆藏品研
究、古代绘画研习，建构起了一个充满传
统文化细节的中式美学世界。眼尖的观
众在玉虚宫场景中看到了宋徽宗赵佶的

《瑞鹤图》、中国古代建筑屋顶的鸱吻；在
天元鼎场景中看到商代龙纹扁足鼎、青
铜敦的造型的创意融合，等等。角色设
计上，两小只结界兽造型取材于三星堆
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人像元素，融合
古蜀文化韵味，其实这样的设计做法与
早期美术片创作异曲同工。比如，《天
书奇谭》（1983 年）造型设计师柯明在
设计顽劣小皇帝时就取材于民间玩具，
成就了这一经典造型。在这些优秀作
品中，我们不仅看到庞大的传统艺术资
源在动画中得以活化，也看到了创作者
对中国传统审美观念的转化和审美理
想的溯洄。

中国动画民族化创作已成为动画教

育、动画产业的共识。中国美术学院动
画专业教育就一直倡导“让梨园与丹青
在动画中相遇”，引导学生从中国山水
画等传统艺术中获得启发。同时可以
预见的是，动画原创人才创作观念的
引领与培养将会持续助推中国动画的
民族化发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饺子导演的
《哪吒》系列动画电影中对传统哪吒造型
的颠覆曾一度引起热议，而在《哪吒之魔
童闹海》中出现了与敖丙合一时的状态，
其造型可以说是1979版经典哪吒的三维
翻版。一句“这才像正版嘛”，致敬了
1979版的《哪吒闹海》及其背后的创作团
队。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导演在创作上
与传统动画的联结，也对《哪吒之魔童降
世》中角色形象的反叛设计多了一份理
解，那是建立在中国动画历史脉络之上，
一种对于父辈的崇敬和超越的勇气，某
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新一代动画人更深
入地探索民族形式之路的宣言。

传统艺术火花在动画中引燃
张一品

满江红·四平解放七十七周年祭
张学志

烽火当年，松辽黯、寒云摧裂。抬望眼、天倾东北，地崩城
阙。十万旌旗鏖血海，八千子弟披霜月。问残垣、何处是春声？
鹃啼切。

硝烟散，星斗澈。春水暖，西风烈。七十七年过，碑字如铁。
四战雄关铭史册，一江渌酒酬英杰。看今朝、白鹤掠长空，冲天
越。

周殿龙评点：
一曲《满江红》，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七十七年前四平战役的历

史，讴歌了英雄事迹，赞颂了此战的深远意义。上片，一句“烽火
当年”，带我们穿越了历史隧道，进入了当年画面。“松辽黯，寒云
摧裂。”描绘出当时严峻形势。“天倾东北，地崩城阙。”这句话毫不
夸张。抗战刚刚胜利不久，国共对比，我军力量还十分薄弱。国
民党陈兵百万，意在抢夺东北，以做南进之阶梯，而我军也势在
必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以进一步解放全中国。四平北扼
长哈，南临沈大陆海入关之要道。所以成为国共殊死必争之地。

“十万旌旗，八千子弟”，展现了我军强大力量和高昂士气。四战
四平，血流成河，惨烈无比。但作者没有刻意去描写那些具体骇
人场景，而是用“问残垣”轻轻一带，尽在不言中。这就提升了作
品主题：铭记历史，面向未来。下片一转，“硝烟散，星斗澈。”一切
都已过去。而“碑字如铁”，这次战役将永远铭载史册，英雄精神
将永远激励后人。滔滔江河水，化酒酬英杰。我们将永远珍惜美
好今天来之不易，赓续未来。全词以“白鹤掠长空，冲天越”作结，
韵味无穷。这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缅怀历史之作，哀而不伤。尽
量避免渲染战争残酷，重在歌颂英雄精神和此战深远历史意义。
值得写同类题材作者深思借鉴。

文旅微短剧是否需要“爽感”叙事
周敏

2024年初，国家广电总局提出“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各地文旅部门、影
视公司、视频平台纷纷响应。经过一年的推动与摸索，打造了一批具有引领作用和
创新价值的作品。截至去年底，“跟着微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发布了162部推荐作
品，有效改善了微短剧创作生态，也为文旅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尽管不断有佳作出现，但仍要看到文旅微短剧在创作中有待提升的空间，最突
出的是内容与微短剧形式的匹配。有的制作方看到了微短剧“时长短、投资小、创作
快、题材和体裁灵活多样”等特点，却对微短剧在内容上为什么能让人“上头”缺乏充
分认识，也来不及思考这些特点如何与文旅内容有机结合。部分作品只是在文旅宣
传片加了一些平淡如水的情节，尤其热衷用“恋爱剧/偶像剧+文旅”的模式。不少作
品每集的时长控制在10分钟左右，在叙事节奏上向长剧看齐。严格说来，这些剧可
以归入横屏短剧，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微短剧。

爽感就是让那些美好的人、事与景落地，与大多数具体的
人相连乃至相通

微短剧给人的第一印象无疑是
“爽”，它与网络小说“爽文”有着紧密的
联系，可以说是后者的视听化。如果说
网络小说的爽感主要通过叙事上的抑扬
起落及其振幅与波动的增强和剧烈所营
造，那么微短剧对叙事抑扬之间振幅与
波动的需求更大。因此，我们能看到，网
络小说中在很多时候只是比喻意义上的

“打脸”模式（网文创作套路，指的是实际
结果与预判之间差距大或相反），在微短
剧中成了实指，主角对其他角色频繁大
打出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耳光响亮的
瞬间。这并非要倡导在创作时挪用这种
模式，但其中蕴含的叙事手法值得研究。

“打脸”之所以能让人爽，当然也不
仅仅来自急剧的“压抑－释放”叙事，“压
抑－释放”只有指向现实中人的诉求以及
由此带来的世俗性满足，才会真正引发受
众的情感共鸣。“爽”离不开情绪性压抑，
因此尽管释放之时显得过分张扬，但总是
处在守势，使受众停留在自我的“小确幸”
之中。也因此，爽感叙事往往包含着大众
的视野，这是其现实性与伦理性所在。

文旅微短剧要想借微短剧的东风，
不可能完全剥离后者的内容谈形式，只
看到其短小与灵活，忽视了它的“爽
感”。有人认为，爽感叙事与文旅题材难
以兼顾，要么拍成文旅宣传片，故事性
弱，要么只是爽文套路，文旅沦为背景
板。这有一定的道理，不少文旅微短剧
都可归在这两类中。但在笔者看来，认

为两者不能并重的，多少都有些看不上
爽感及其叙事策略，同时又较为狭隘地
看待文旅。所谓狭隘，指的是文旅被简
化地理解为美景、美食与美好的人与事，
而且必须完美、和谐与一尘不染。因此，
潜意识里就容易把文旅微短剧拍成文旅
宣传片与广告片，让每一帧画面都成为
风景画与明信片，这是一种静态的空间
构图思维。而微短剧的魅力，尽管也依
赖于视觉冲击，但首先体现在时间维度
的叙事上，通过叙事激荡情感并牵动人
心。情感与人心，越是与最广大的普通
人相通，越具有传播力与影响力，带火剧
的同时必然也带火剧中的文和旅。

在此意义上，爽感就是让那些美好
的人、事与景落地，与大多数具体的人相
连乃至相通。因此它离不开烟火气，离
不开人的基本欲求以及对幸福美满世俗
人生的向往。文旅微短剧当然不必也不
能照抄照搬通常意义上的微短剧，后者
主要通过人与人的冲突来推进剧情并吸
引观众，所以与凸显人物的竖屏形式契
合，而前者则讲求情景交融，因此可根据
需要决定横屏还是竖屏，但“一切景语皆
情语”，不能见景忘人。

文旅融合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更好
满足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它既应
是可亲的，也应具备强烈的生活气息。
甚至可以说，让文旅融合，实际上就是把
文化还原为生活方式，其对人们心灵的
陶冶应是建立在此之上。循着这样的思

既要防止因过于爽感化而丢失品质，也要防止过于观念
化所造成的空洞化与套路化

不少论者在论述微短剧或者文旅
微短剧精品化的时候，都在强调如何增
强现实性以及故事的人文意蕴与文化
内涵。这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爽感仅
是装酒的瓶子或者过完河要拆的那座
桥，只能被看作一种手段以及要被抛弃
的东西，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持此看法
的，看到了爽感因致力于一般受众的感
官愉悦而带有不易克服的“三俗”倾向，
因此多少有些谈“俗”色变，甚至连世
俗、通俗也都要否定。实际上，“爽”意
味着烟火气，它可以被包含在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之中。而微短剧之所以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绝不仅仅是

“爽感”叙事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更在于
它的草根性所带来的亲切感。

当然，虽说追求爽感有其正当性与
合理性，但也不能“唯爽感论”，爽感只
是最易被人们所感知的艺术层次而
已。借用学者单小曦的表述，它属于

“欲望指向层”以及“情感指向层”，还未
进入“思想观念层”乃至“形而上特质
层”。只是后二者应该从前二者那里稳
步提升而来，而不能靠强行嫁接。

就文旅微短剧而言，无论追求多么
高的立意，要达成多么美好的愿景，首
先要从人的情感出发，先把人物塑造得
自然，才能把故事讲得圆润，也才能从
这种可感、可亲、可靠的人物和故事中
升华出一种境界，否则立意与愿景只能
是空中楼阁。修辞立其诚，立诚才能真
正动人。在防止因过于爽感化而丢失
诚的同时，也要防止过于纯洁化、观念
化所造成的空洞化与套路化。在目前
的文旅微短剧创作中，后一种问题要更
普遍一些。一些作品传播度不尽如人
意，多半和这个原因相关。

文旅微短剧既是用健康的内容影
响爽感，也是用一种现实感来改造爽感

中过于欲望化的成分。这种对爽感的
提升，可以做到内在的一致性，而不必
强行割裂爽感与现实感，强行升华到某
些意义层面。在此方面，《我的归途有
风》的探索是值得借鉴的。这部作品的
制片人刘子凡在总结此剧创作经验时
说，微短剧叙事“要尽量做到去繁就简，
坚持‘三个最’原则——呈现最冲突、最
准确、最真实的情节，增强作品的感染
力”，又说：“根据观众情感需求设置人
物、铺陈剧情，确实是微短剧应该保持
的特色，但没有人物和故事的支撑，情
感表达会沦为‘空架子’，甚至让人感到

‘很尬’。好的微短剧应该有情感有情
节。观众想要的是一场与自己有关的
情感体验，没有相关性，再强烈的情绪
也不能引起观众共鸣。”所谓“根据情感
需求设置人物、铺陈剧情”，属于爽感层
面，而“最准确”“最真实”以及“人物和
故事”“相关性”则是在爽感中融入现实
感，从而有效地提升爽感的意蕴层次。

当然，对现实感的把握并不容易，
不是说加了文旅内容或者把文旅内容
与当今社会的一些热点简单结合就有
了现实感，更重要的是要有对生活的新
洞察与新观点。要做到这一点，重要的
是要有生活，要能把重要的主题转化进
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否则只剩下“光
秃秃”的主题以及为这个主题生造出来
的场景，结果只能是“不食人间烟火”。

欲望和情感与思想观念、对形而上
的追求很多时候是相通的，前者本身就
具备向上提升的多重可能。用北大教
授邵燕君的话来说，“正能量”也是可以
从欲求里泡出来的。沉入生活，反映种
种的生活状态及活态的文化传统，将人
间烟火气审美化，这才是文旅微短剧的
灵魂与更值得探索的方向，并最终汇聚
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佳作。

路，文旅微短剧把爽感叙事与文旅结
合，正是题中应有之义。爽感，已经构
成新媒体时代的重要审美特征与方式，

文旅内容借爽感的形式呈现，恰恰与文
旅融合的逻辑相一致，目的是放大文旅
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