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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证   时   代     拒   绝   平   庸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编纂的《中国文化之美》，犹如一
把钥匙，开启了我探寻华夏大地
五千年美的历程之门。这本书由美
在品格、美在艺境、美与生活三部
分组成，选取了国学、礼乐、辞章、
书法、丹青、纹饰、服饰、戏曲、
建筑等十三个引人驻足的坐标，图
文并茂地呈现了中华大地上镌刻的
文化与大美。读完此书，我仿佛穿
越时空，领略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
深，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与敬仰。  
　　美在品格，展现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气质。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的核心，承载着先人的智慧和思想。
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到道家的“无为而治”，从墨家的
“兼爱”“非攻”到法家的“以法
治国”，这些思想理念不仅在古代
影响深远，而且在当今社会仍具有
重要的价值。它们教导我们要修身
养性，培养高尚的品德；要关爱他
人，构建和谐的社会；要尊重自然，
追求可持续发展。礼乐文化则是中
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
过音乐、舞蹈、礼仪等形式，规范
人们的行为，陶冶人们的情操。在
现代社会，我们虽然不再遵循古代
的礼乐制度，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
精华，传承中华民族的礼仪之邦的
优良传统。  
　　美在艺境，让我们领略了中国
艺术的独特魅力。书法是中国文化
的瑰宝之一，它以汉字为载体，通
过笔墨的运用，展现出线条的美感

和韵律。从篆书的古朴典雅到隶书
的端庄稳重，从楷书的规范严谨到
行书的流畅自然，再到草书的奔放
洒脱，每一种书体都有其独特的风
格和魅力。丹青即绘画，中国绘画
以其独特的笔墨技法和意境表达，
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山水画
的雄浑壮阔、花鸟画的细腻生动、
人物画的形神兼备，都让人陶醉其
中。纹饰和服饰也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体现，纹饰中的龙纹、凤纹、云
纹等，不仅具有装饰性，还蕴含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传统服饰则
以其优美的款式、精湛的工艺和丰
富的色彩，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
情趣和文化特色。戏曲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优美
的唱腔、精彩的表演和深刻的思想
内涵，深受人们的喜爱。京剧、越
剧、黄梅戏等各种戏曲剧种，各具
特色，共同构成了中国戏曲的绚丽
多彩。  
　　美与生活，让我们感受到中国
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建筑是
凝固的艺术，中国传统建筑以其独
特的风格和结构，体现了中华民族
的审美观念和哲学思想。从宫殿建
筑的宏伟壮丽到园林建筑的精巧雅
致，从民居建筑的朴实无华到寺庙
建筑的庄严肃穆，每一种建筑都有
其独特的魅力。中国的传统美食也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
其丰富的口味、精湛的烹饪技艺和
独特的文化内涵，吸引着世界各地
的人们。此外，中国的传统节日、

民间工艺等也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与
生活的紧密结合。  
　　读完《中国文化之美》，我深
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
无穷魅力。中国文化之美，不仅在
于它的外在形式，更在于它所蕴含
的精神内涵。它是中华民族的灵魂
和根基，是我们民族自信的源泉。
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
珍视和传承中国文化，让它在世界
文化的舞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
彩。  
　　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国学经典，
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品德修养；
可以欣赏书法、绘画、戏曲等艺术
作品，陶冶自己的情操；可以了解
传统建筑、服饰、美食等文化元素，
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创新性发展，让中
国文化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为中国
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在探寻中国文化之美的
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颗敬畏
之心，不断地学习和探索，就一定
能够领略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
力量。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文化如
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
芒。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传承和
弘扬中国文化，让中国文化之美在
世界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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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者》杂志是由华夏早报
社主办，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
文读本，于 2023 年 6 月创刊，杂
志宗旨为“见证时代，拒绝平庸”，
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
　　《思想者》杂志为季刊，主要
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知名

媒体负责人、调查记者、知名学者
等。

征稿对象
　　海内外作家诗人、学者、评论
家、媒体记者等。

《思想者》杂志征集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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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中国文化之美》

文化发挥着文明对话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等内容。这些
理论思考和诠释模式对于艺术实践者和文化政策制定者具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黄永健教授的《艺术文化论》
一书在理论创新、学科建设、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实践指
导等方面都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丰富
了艺术文化和文化学领域的理论体系，也为相关学科的发
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黄永健《艺术文化论》的创新意义在于，尝试从哲学
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价值系统中的艺术进行新
的诠释。作者的研究视角不仅限于艺术本身，而是将其置
于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探讨艺术在不同文化和历史
情境下的演变和发展。就本体论的创新而论，黄永健提出
了诸如“活感性生成”“情意合一实相”“对话性共在”
等艺术本体论理念。这些理念是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创新，
他认为艺术文化超越于哲学、宗教的价值独特性，艺术精
神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文明内部艺术精神的潜伏性
延续和复活，文明断灭之际艺术精神的潜伏性延续和复活，
艺术文化发挥着文明对话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等。黄永
健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其哲学起点是人与自
然的和谐统一。他认为中国的艺术表现手法不是去模仿大
自然，而是要在大自然感应我们心灵的过程中，把心灵感
悟的内容表现出来。这种观点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理解。黄永健教授的《艺术文化论》拓宽了
我们对艺术的认识边界，为我们理解和评价艺术在人类社
会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黄永健编著的另一部学术著作《守正出新：当代十三
行汉诗评论集》则是一本专注于探讨和评论当代十三行汉
诗的著作。该书入选“光明社科文库”，是国家社科基金
项目“当代汉诗创新诗体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黄永健
教授作为十三行松竹体诗歌的创始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推广和发展松竹体诗字画。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是将传统
的汉诗与现代审美观念相结合，通过特殊的书法技巧和形
式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守正出新：当代十三行汉诗
评论集》不仅包括了对当代十三行汉诗的深入评论和分析，
还涵盖了该诗体在文化、教育、艺术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
书中还提及十三行汉诗创作的技巧、风格以及其在现代社
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讨论。作为一种个人独创的艺术形式，
十三行诗不仅继承了传统汉诗的精髓，还融入了现代审美
和技术手法，展现出一种创新的冲动和意识。当然，这一
诗体的面世以及传播，也带来一些争议，有学者认为它是
一种复古，有作家认为它不值得推广，只是一种填字游戏。
其实，在我看来，诗歌写作采取什么形式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其内容表达，是诗的语言、技巧、韵味、风格如何体现。
与自由诗比较，松竹体诗写好了更不容易，它有着内在的
格式限制，所谓戴着镣铐跳舞。但作为诗歌中的一种形式，
诗坛应该给它一席之地，让爱读诗和爱写诗的人们有更多
的选择，让我们的诗歌创作百花园更加繁茂多姿。

当代艺术文化理论的有益探索

　　《艺术文化论：艺术在文化价
值系统中的位置》一书，由文化艺
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作为深圳大学
教授、博导黄永健博士的艺术理论
代表作之一，是一本深入探讨艺术
与文化关系的学术著作。该书详细
梳理了“文化”和“艺术”这两个
概念的历史演变和多重含义，旨在
明确它们在人类文化价值系统中的
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讨论了艺术
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和价
值，以及艺术如何影响和反映文化
的发展变化。作者尝试从哲学和文
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艺术进行新的诠
释，提出了“活感性生成”“情意
合一实相”“对话性共在”等艺术
本体论理念，认为艺术不仅是一种
审美现象，更是人类情感、思想和
价值观的表达，具有超越哲学、宗
教的价值独特性。书中指出艺术文
化超越于哲学、宗教的价值独特性，
艺术精神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

离，文明内部艺术精神的潜伏性延
续和复活，文明断灭之际艺术精神
的潜伏性延续和复活，探讨艺术在
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包括艺术
文化在文化传播、文明对话中的桥
梁和纽带作用，目的在于揭示艺术
活动的真实本质，提升对艺术的理
解和诠释能力，并探讨艺术对于民
族文化特性的准确描写及其对于文
化整合与全球文明的意义。《艺术
文化论》不仅是一篇关于艺术与文
化关系的研究论文，而且是对艺术
本质和功能的深刻思考。黄永健通
过对大量历史和现实案例的分析，
力图构建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艺
术文化学理论框架。他的研究视角
独特，观点新颖，为读者提供了全
新的理解和解读艺术的途径。
　　黄永健教授的《艺术文化论》
一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黄永健
教授在书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观点，
如“活感性生成”“情意合一实

相”“对话性共在”等艺术本体
论理念。这些观点不仅对艺术的本
质进行了新的诠释，而且也对艺术
文化在人类文化价值系统中的地位
和作用进行了深入探讨。黄永健教
授的研究成果为艺术学、文化学等
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理论
基础。《艺术文化论》一书可以作
为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和艺术院校
在校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使用，同
时也是艺术院校教师的重要参考文
献和必读书目。书中还讨论了艺术
文化超越于哲学、宗教的价值独特
性，艺术精神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疏离，文明内部艺术精神的潜伏性
延续和复活，文明断灭之际艺术精
神的潜伏性延续和复活等内容。这
些内容对于理解和传承人类文化，
推动文化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可以
说，黄永健教授的研究不仅停留在
理论层面，他还关注艺术在中华文
化复兴中的建构作用，探讨了艺术

■ 周思明（广东）

——读黄永健教授的两部学术著作

　　华夏早报讯（记者 黄昭蓉）11 月 8 日，由中华中道
领导文化总会主办的第三届中道高峰会在台北市隆重举
行。來自新加坡等海內外产官学界多位领袖菁英与企业家
和学者，共同探讨和平永续、幸福人生议题。大会邀请前
副领导人萧万长、呂秀莲进行演说，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提
出《中道和平联盟倡议》。中道是中华道统，在儒释道精
髓思想凝练中，形成全世界最能仁民爱物、悲天悯人、民
胞物与的中道文化。
　　中华中道领导总会理事长陈树表示，当前国际政经情
势及科技人文发展的偏离造成各种灾难，都与世界整体运
作偏离中道，导致彼此缺乏正信、难存异求同、尊重包容
有关，因此中道总会连续三届均以“中道是二十一世纪的
最佳出路”为主轴。
　　大会并举办两场焦点论坛，首场以《人类、地球与智
慧永续如何落实于企业经营》为主题，针对 21 世纪人类
与地球面临的重大危机谈起，气候变迁、地球暖化以及 AI
的发展，都已对地球与人类的永续造成重大威胁。论坛由
台北商业大学前校长张瑞雄主持，交通部前部长叶匡时、
中美晶荣誉董事长卢明光、普莱德科技董事长陈清港及叡
扬资讯董事长张培镛等受邀与谈。
　　第二场焦点论坛探讨《幸福人生源自于身心灵平衡健
全》，由中华维鬘学会名誉理事长郑振煌主持，与会者包
括法蓝瓷总裁陈立恒、順发电脑董事长吴锦昌、彰化基督
教医院前院长郭守仁及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王吉隆。

第三届中道高峰会在台北举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