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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世界前所未有大变局，中国不仅需要应对西方的经济封

锁和军事压迫，更要加强文化意识形态对抗，通过突破西方文

化霸权向世界各国传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念，已获得较强

文化影响和更多国际支持，推动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文

化自信与中国美学精神间存在密切关系，还应充分发挥美学精神

价值，助力国家文化话语体系建设，为实现民族复兴奠定扎实

基础。

1　文化自信与美学精神关系

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艺术处理和加工，以感性方式、

形象事物展现文化精神内涵，可以使审美和意识表达相互渗透，

起到净化心灵、完善道德等作用，在继承和发展文化的同时，

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而中华美学形成于民族文化创造、

欣赏和传播过程，为文化发展载体，能够使人们在审美中形成

思想，得到情感和精神升华，因此美学精神为传统文化精髓。

在文艺座谈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特别强调传承和弘扬民族优

秀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指出有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就将有什

么样的美学精神[1]。文化自信建立在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发展

基础上，可以反映出国民对民族精神价值的充分肯定，使民族

最深层精神追求的积淀。把握文化自信和美学精神间的密切关

系，以文艺形式刻画民族独特精神，展现国人精神气象，能够

加速民族优秀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在实现文化复

兴的同时为民族的全面复兴提供助力。

2　文化自信语境下美学精神价值分析

2.1展现民族审美精神

美学精神来自于民族传统，是经历数千年审美实践、批

评、积淀、升华等过程形成的，展现着民族美学经验、传统

和特色。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国家，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明，

形成的美学贯通古今，拥有深刻的审美内涵。早在先秦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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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儒家文化、道家思想的影响，国人开始追求和推崇自然美、

雅正美、和谐美等美学，传承和发扬着“正本清源”、“道

法自然”等传统文化，筑造了中华美学的大厦根基，使民族文

化和精神得以生生不息，展现了民族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2]。通

过将民族美学纳入到天地、宇宙、时空等大框架下进行探索，

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了“形而上谓之道”的美学理论

架构。着眼于人的生活逻辑，国人将美学落实于社会现实，为

人们提供了为人处世准则，以指引人们追求美好幸福生活，帮

助人们能够开展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审美活动。因此中国美学精

神由理论和实践两部分构成，形成了能深入解读美的本质、本

源和本原的系统论的同时，回归人类实践活动，构成了民族特

有的人文精神。通过展现民族审美精神，将体验、经验等当成

是逻辑起点，以审美教育、参与等形式提升生活品质和人的思

想境界，能够推动人的发展和完善，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充分

展现国人发现美、感悟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为国人开展文化艺

术活动提供足够底气和信心。

2.2彰显中华民族智慧

与西方美学相比，中国美学并不执着于概念、知识和理论

的研究，反而为世界提供了非二非不二的思维方式，坚守着人

类平等不二的本心，彰显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3]。西方从亚里

士多德时代开始遵从二元论，看重立言和立功，因此西方社会

在经济、军事等各领域不断发生摩擦和冲突，使人与自然间的

关系日渐紧张。而中国美学强调顺应本心，认为一切事物无善

恶美丑之分，但却由于人的主观判断赋予其善恶属性。片面强

调善恶二元对立，加重了人和人间的矛盾，促使社会人际关系

紧张，引发了人类精神焦虑的同时，将导致人的原始本心被蒙

蔽，肆意歪曲事实真相，促使人与人的摩擦上升至国家层面，

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给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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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利影响。而中国美学精神为解决人类思想问题指明的方向，

从哲学、心理学等各方面深刻揭示了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

自然之间的统一和对立关系，始终推崇和宣扬世界主义思想，

能够克服当前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各种冲突，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提供思想基础。五千年的文化脉络验证

了中国美学精神引领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能够充分展现中华文

明的强大包容性，为世界建设发展提供重要方向和方法论，在

贡献中国精神力量的同时，展现伟大的中国智慧。

2.3体现民族的价值观

从中华美学精神内涵来看，为民族价值取向彰显的精神，

能够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指引国人坚持走

中国道路，通过凝聚中国力量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保障。数千

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延续着相同的精神追求，为国人提供了精

神纽带，成功塑造了民族灵魂。从支撑民族美学精神的核心价

值组成来看，首先为民族追求真善美的基本思想。自古以来，

无论是书画艺术还是歌舞文化，都强调以真和以善为美，相较

于外观美更看重心灵美，向人们传递着向善的观念，鼓励国人

加强自我道德约束。其次，中华民族始终注重和谐美，用辩证

主义理论解释着天地、阴阳、善恶、虚实等事物间的和谐统一

关系，希望通过互补实现殊途同归，充分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包

容性、共生性。此外，中华民族强调人文传统，在文艺审美

中常见“知人论世”、“托物言志”等命题，追求文艺和美

学合二为一，形成了中国独有的美学理论和文艺风格，凝聚了

民族文化精神。立足于民族价值观，传承和发扬中国美学能够

彰显民族文化价值，通过提供丰富美学资源帮助人们理解和传承

自由、平等等社会核心价值观，为中国文化突出重围提供有力

支持。

2.4传承发扬传统文化

在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同时，受多元文化冲击，使部分人开

始丧失判断能力，不仅审美日渐浮躁，还偏向于崇尚欧美文化，青

睐看韩剧、美剧，喜欢西洋乐器和日韩服饰，面对民族服饰和传

统艺术时难以建立文化自信。传承中国美学精神，依托深厚理论

基础、实践成果等展现民族传统文化魅力，能够为文化传承和弘

扬提供有力支撑。一方面，中国美学不执着追求纯粹审美，同时

也不限于实用主义思想陷阱，可以通过在美学大众化、生活化发

展的过程中在“有用”和“无用”间维持平衡，在展露文化审美

价值作用的同时，体现其社会功能价值，为现代文化事业发展注

入活力。另一方面，中国审美精神形成与实践，能够为各种文艺

活动开展提供指导，从实践性角度展现其意义和价值。在长期实

践中，中华民族仁爱、友善、诚信、自强不息等美好道德品质和

思想精神将得到延续，使民族传统文化拥有永恒价值，对弘扬文

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在高楼林立的现代社会，文学艺术

家们坚持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社会现实出发对各种不良现象进

行批评，也能推动民族美学和文化的创新发展，使国人重新坚定

民族文化立场，延续中华文化基因，为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而奋斗。

3　文化自信语境下美学精神价值实现途径

3.1回归民族精神

从树立文化自信角度发挥美学精神价值，还应使当代美学研

究回归民族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体现民族美学个性。延续中国古

典美学重伦理和情感的特性，运用天人合一等美学观念开展审美

实践，能够使现代文艺艺术作品充分体现民族美学特质和文化特

征，拥有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为延续传统美学的优势，现代艺

术创作还应从民族意境说、神韵说等理论体系中提炼美学特质，

使创造的艺术作品拥有明显不同于西方现代美学的东方美学价

值，以诗意方式探讨人与人、人与自然等事物间的关系，展现

中华民族庞大的宇宙观、世界观。而这些观念根植于人们的内

心，可以唤醒国人的文化基因，促使国人产生高度文化认同。

3.2坚持以人为本

在中华美学精神价值实现过程中，根本支点是坚持人民性的

文化立场，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坚持

以人为本，从关照人民生活角度探寻新时代传统文化发扬途径，

才能准确辨别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为国人坚持文化自信奠定

扎实基础。为人民精神世界的构造提供服务，始终使美学活动开

展保持与人民的紧密联系，才能使民众积极投身美的探索和创造，

以免文化事业发展呈现出功利性倾向。通过坚守中华美学净化心

灵、启迪思想等操守，使文艺创作下沉至民间，发掘自由、乐观

的新时代美学观，引领民众形成正确文化观、价值观，才能真正

体现美学精神价值。

3.3做到兼容并蓄

探寻中华古典美学价值的同时，应避免陷入到机械套用传统

文化形式的陷阱，而是需要通过与时代对接展现民族文化兼容并

蓄的特征，更好地传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因此在迎来世界美

学浪潮的过程中，还应基于中国古典美学观念对其他民族、构架

的美学观念进行吸收、转化和融合，展现中华文化包容、开放的

特性，确保各民族文化能够为中华民族所用。在求新求变的过程

中，也能展现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使美学取得创新性发展，实

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民族美学精华

进行萃取和融合，探索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路径，可以顺利构筑中

国话语体系，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破除当前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困境，联合各民族一同推动世界文化繁荣发展。

4　结论

中国美学精神为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认同其价值能够使

国民在广阔文化坐标体系中认定自我文化身份，坚定传承民族文

化的思想信念。从民族审美、中华智慧、核心价值观和文化传承

发扬角度探寻中国美学精神价值，能够为当代美学精神研究指明

方向，助推现代文化事业发展的同时，为中国梦实现提供有强有

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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