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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文化的当代新美学生活方式研究 
齐宇航 

（鲁迅美术学院  辽宁  大连  116650）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环境背景下，美学经过不断的转型与重构从传统概念上的知识体系重新被定义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种

生活方式是对于美学观念的一种革新和美学存在的再次思考。生活在科学文明社会里的现代人，整体生活现状偏向于快节奏和压力

大，城市的快节奏使我们忽视了生活中的美学，阻碍了人们用一颗平和的心去感受幸福。因此，怎样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压力中保持

闲情逸致？新媒体的普及加速了共享文化，这种新媒体交互式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造就的艺术表现力是有目共睹的，充分

的彰显了当下美学的民主化与多元化，在艺术创新上形成了独特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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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传统形式的美学指出，审美活动就是在物质世界之外构建一个

意象世界。换而言之，在天地之外，隐含着某种神奇的意象世界，

这是一种审美认知的对象，也就是我们所说抽象概念意义上的

“美”。在物质环境充裕的今天，人们开始关注形而上的精神需求。

新媒体环境大背景下，美学经过不断的转型与重构、创新与发展，

被再度界定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美学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是对于美学思维的一种推陈出新和对于美学存

在的再度思考。短视频除了娱乐性更具有审美性的视觉体验。新媒

体的发展消解了审美的边界，这种展现个人审美和收获审美价值的

方式没有阶级，只需要碎片化的时间就可以轻易获得。人们的审美

权利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使美学更加的生活化和民主化。 

一、当代生活方式的新趋势 
世界生产力发展推动人类社会深刻变革，神州大地上沧海桑

田，十四亿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经济提升、物质充裕之后，

人类对精神上的需求产生了渴望和表达。 

生活方式可以通过个人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充分的反映出

独立个体的价值观和审美观，体现了个体的社会化特征。随着社会

的飞速发展，每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

征。总而言之，生活方式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整体形态

的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随着数字化革命的推进，目前人们的生

活环境内容丰富，信息大爆炸。在生产力的发展下，生活在充满科

学文明社会里的现代人，整体生活现状偏向于快节奏、压力大、低

运动、内容丰富而形式单一。当今社会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使独生子

女不断增加，工业化和数字化的生产方式也加大了普通工人的失业

率，人类的追求和竞争观念日益增强，日常生活中不稳定情绪的出

现也愈来愈多，各行各业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给所有人都造成了

强大的心理压力。 

去大城市纵然令人兴奋，适当的被施加一些良性压力也确实可

以促进创新和发展的加快。但有时我们却也被充满活力的快节奏生

活弄的筋疲力尽。所以，我们要拥有调整自己和舒缓心情的能力和

意识。大都市的快节奏使我们忽视了日常生活中的美学。那么，怎

样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压力中保持闲情逸致？ 

二、当代美学的新界定 
（一）传统美学的阐释 

一谈及美学，人们通常会产生距离感，把美学等同于超凡脱俗、

置诸高阁的深奥理论学说。古往今来，美学学说催生出诸多流派和

价值观念体系。这个议题早期在哲学领域有很多争论和分歧，邓晓

芒在《西方美学史纲》结语里曾说过：“美学比一般的哲学和文艺

学更难，因为它介于两者之间，需要在双方都达到最高的层次，才

能游刃有余地讨论它自己的问题”。 

传统意义上的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在归宿上隶属于哲学。长

期以来，“美学究竟研究什么”这个关键性问题从来没有停止过争

议。历年来大体产生了三种思想分歧：第一类思想学说表示“美本

身即是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类思想学说表示：“艺术的哲学即是

美学，所以艺术才是美学的研究对象”，最后一类思想学说表示：“审

美实践和审美心理就是美学的研究对象”。这种哲理思辨下的美学

总是给人们沉闷刻板的印象，它往往用于纯粹的概念和学说。学术

圈内少数的知识分子通常把美学定义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是

一种理论的话术和知识体系。这种静态的知识体系封闭了美学的存

在样式，忽略了美学自身价值的丰富性，使其远离了生气蓬勃的生

活世界。在当今生活的日益多元下，时代在不断的更新与发展，美

学也需要进行一个新的界定来推动其创新和发展。 

（二）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 

美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来自自然界的美带给我们不

同的审美愉悦，对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成为了人们的感

情喻指。其次，美也可以是生活中的一支舞蹈、一幅画作、一座雕

像、一部文学作品等。这种不同种类的艺术展现形式蕴含着中华古

国创作者们最深厚的情感，美的力量解放了人们被自我施加的各种

枷锁和约束。当代年轻人面对高昂的房价和昂贵的生活成本，阶级

固化，难以突破，很多年轻人每天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压力。对于

治愈浮躁和舒缓压力来说，生活美学是一剂良药，我们可以适当的

慢下来，享受一下身边美好的事物。生活方式是人生道路进程中的

一种实践体验，只有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和甜蜜，在内心深

处感触到幸福，才可以对生活饱含信心和理想。时光不再是匆匆而

过，而是换了一种更高质量的方式陪伴着我们。 

相比较传统界定下的美学，只有拉近美学和普通大众生活的距

离，从生活之中发现美的存在，发现其自身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让

美学走进更广阔的生活世界。把传统意义上注重学科和知识体系的

美学更好的转化和落实到实践生活方式，使美学奠基于生活，真正

的做到知行合一，才能使其与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紧密关联起来。所

以，生活才是美学的起点和归宿。 

三、传统文化与新媒体短视频的碰撞 
（一）新时代生活方式的精神面貌 

快节奏的重压之下，留给人们消遣的时间越来越短，人们也更

偏向于观赏之外有所得，大多数人选择利用碎片化时间来休闲和放

松。短视频凭借其趣味性和强大的交互作用，成为颇受欢迎的娱乐

生活方式之一，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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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短视频和信息流等创新互动服务方法的不断涌现使知识

扩大受众，从而使人们以更低成本获得更丰富的内容。同时，短视

频平台把那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渐行渐远的传统手工艺拉回到大众

视线中。短视频的受众离不开镜头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生活美学的参

与。镜头语言可以更好的传达短视频中的中心思想和情感情绪，与

观众产生有效的情感沟通。所以，短视频除了娱乐性更具有审美性

的视觉体验。 

当传统文化遇上新媒体技术，古老而低调的非遗老手艺被注入

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传统技艺赖以生长的文化土壤、物质媒介、风

俗活动也被打破，民间艺人原有的集体经验、文化认同和精神空间

以及传承方式发生了不同程度地改变。古老的非遗文化在新技术、

新载体的助力下传播开来，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传统手工艺的魅

力。 

（二）生活美学传播的载体 

短视频的美学方式充分的彰显了当下中国美学的民主化与多

元化，不同创作者的短视频有着各自的美学价值，体现了创作者对

于世界和生活独特的认识和理念。这种影音技术数字化的产物，带

来的艺术表现力是有目共睹的，在艺术创新上形成了独特的美学。 

短视频中的美学则是在于形式和观者的体验，为观众的审美提

供更直观的感受，带来了新的审美意识。很多优秀短视频的共同特

征是非剧本性，这种优秀的视觉故事让事实和情绪等看不见的东

西，显现在镜头之下。可以说，新媒体时代下短视频的普及加速了

共享文化，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以最近很火的年度影响力人物“李子柒”为例，她的整个视频

风格从美食、乡村生活、传统手工制作三个方面，围绕生活美学，

来展现真实朴素的美好生活。她的每个视频都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浓

浓的烟火气和中华传统工艺文化古老的魅力。一些寻常的食材能够

做出千百种花样，或是一根小小的竹条都能做出琳琅满目的工艺

品，这些不都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和智慧的体现吗？对于生活在大城

市压力下或是远离故乡的人来说，她的视频内容正是一部分观众内

心理想的生活场景，这种质朴真实的烟火气更容易引起观众的情感

共鸣。视频中理想化的生活与美学息息相关，每一件小事都充分展

现了生活的美。将柴米油盐茶的烟火之事当作一种艺术，使生活越

来越充满艺术品质。很多外国网友也借此看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勤劳睿智。 

无论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还是“斯是陋室，惟吾

德馨”，不变的是文人墨客在自然田园生活中保持着理想和高尚情

操，获得心灵的平和与自由，这便是独特的东方诗意生活美学。 

（三）推动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中华文化已经传承了数千年，无数的文化艺术品在岁月中闪耀

着光芒。传统文化与现代美学的融合，不仅是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更是文化底蕴和大国实力的体现。在作为一个现代城市腾飞的同

时，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应该融入到社会主流发展方式的脉络

中，让人们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它。 

传统手工艺积淀着民间最淳朴的文化和智慧。一直以来，传统

手工艺的传承和市场化问题都是一个难点，我们几乎在市场上看不

到传统手工艺品的影子。随着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提

升，短视频作为一种普及的传播方式，通过流量扶持和专属运营等

活动，帮助传统手工艺更好的普及。通过一个屏幕，让这种传统的

手工艺被记录和看见，让这种中华民族最朴素的文化和智慧深入到

每个群众的内心。从另一个视角看，正是由于物质的极大丰富，消

费必然向着更高的等级不断升级进阶，对审美和文化的需求也在与

日俱增。冰冷的机器创造出无数的复制品，但手工艺品却是独一无

二，每一件作品都饱含古典文明的余韵，也保留着手工雕琢的温度。

如今，短视频和直播电商为更多人看见传统手工艺打开了一扇窗。

传统手工艺走出作坊、走出村落、走出街巷，零距离展现在数亿用

户面前，手工艺作品与广阔的市场“无缝对接”，传统技艺的“复

兴”也正当其时。 

李子柒的视频不仅展示了自己不同的生活美学方式，与此同时

也传扬了传统手工艺文化。这种审美化的生活，不仅为一种生活方

式，更是一种泰然自若的心态。无论是真实的生活，或是细腻周密

的演绎，重要的是她所抒发传达的中式生活之美，让人愿为在赏心

悦目之际去接近。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借鉴，

在生活的闲暇之余，适当的放慢一下生活的节奏，用心去感受一下

自我生活中美的认知和心灵上的自由。 

四、新美学生活方式的展望 
生活美学是现代人所热捧一种生活方式，它是当代人在生活物

质基本满足的前提下，所产生的一种精神需要。因此当经济发展增

强和物质环境富裕之后，世人可以更好地在这种相对性的精神供给

中释放压力、重塑灵魂、陶冶情操以及掌握技能等。 

将美学融入到生活里，一方面可以有助于推动美学从学科理论

转向于生活实践。解决了传统美学在理论与实践巨大裂隙中的不

足。更加注重了真实生活实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所以，美学经过

理论的归纳和提炼更好的与生活相结合，再在生活实践中修正、完

善和发展得出新的概念。在这种循环往复中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才能更好的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再者，美学是一种欲望和精神需求的表达。毕竟生活美学的体

验，是能够让人在行为的可达性选择中复原和维持某种精神需要。

这种精神需求可以给人力量，使其远离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它

是治愈浮躁的一剂良药。因此，生活美学是一种恢复人的情感状态

的有效途径。虽然这种方式涉及了多种模式和方法，但其实质根源

并没有改变。每个人都需要平衡自己的状态，从忙碌的生活中脱离

出来，把时间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适当的感受下“慢”生活。时

间不再是匆匆而过，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更高质量的陪着我们。 

结语 
一花一草一木皆有命，甚至一幅画，一粒沙，一瓶水，一阵风，

一缕阳光亦有生命。有的生命是悄无声息的，有的生命是无形的，

但动物和人的生命是律动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把生活美学化，

艺术审美化地去生活。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生也许并没有意义，

所谓的意义只是由于人类喜爱追问，喜欢探索究竟而造成。所以我

们才能不断开启探索世界、仰望星空的旅程，尽管我们身处困境，

活于阴霾，但因为热爱，人类依然在探寻意义的道路上勇敢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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