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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我观看了影片《夺冠》，当我走出影
院的时候，夜幕已经降落，闪烁的霓虹灯，为夜晚点
缀着耀眼的光彩。当我抬头仰望星空，一面五星红
旗迎风招展，此刻，我的眼睛湿润了。

“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掉皮不掉队”“一分一
分咬下来，就是杀出血路”“只要有 1%的希望，就要
尽 100%的努力”“积累就是经验，经验就是应变，应
变就是智慧”“排球不只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生
命的全部”“你不用成为别人，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影片中台词、画面依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让我思
绪万千。

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伟大的
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作品。影片《夺冠》原名《中国
女排》，由张冀编剧，陈可辛执导，巩俐、黄渤、吴刚、
彭昱畅、白浪、陈展、马雪纯等人为主演，影片故事
时间跨度 30 余年，讲述了几代中国女排艰苦奋斗
的伟大历程，她们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感人故
事。可谓是一部呈现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改革与
创新的恢弘剧作。

回首中国女排 30 多年艰苦奋斗的成长历程，
有怀揣梦想时的拼搏挣扎，有成绩滑坡时的低谷起
伏，有卧薪尝胆时的再度出发。她们顽强拼搏、为
国争光的感人故事赢得观众纷纷“点赞”。这些故
事背后折射出中国女排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团结
协作的拼搏精神、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
心。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祖国
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1981 年 11 月 16 日，在第 3
届世界杯排球赛中，中国女排以 3∶2 战胜雄霸排坛
20 多年的日本女排，为中国赢得三大球中的首个
世界冠军。当时，中国女排能取得世界冠军，对于
全体队员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20 世纪 80 年代，
我国的物质条件相对匮乏，中国女排克服各种困
难，迎难而上，为国家赢得了荣誉。当中国女排站
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全国人民都为之感到骄傲和
自豪。中国女排让中国走向了世界，让世界认识了
中国。2016 年 8 月 17 日，在第 31 届里约奥运会女
排比赛中，中国女排以 3∶2 战胜巴西女排，中国女
排时隔 8 年，再度闯入奥运会半决赛，最终夺取金
牌。2016 年里约奥运会之后，面对一些国家女排
团队想以高新聘请郎平担任主教练，郎平则回答
到：“不考虑，要带就带中国女排，要不就不带。”郎
平的言行为中国女排树立了榜样，中国女排不计个
人得失，不求地位高低，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无私奉
献的爱国精神。

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力量
源泉。凝聚产生力量，团结诞生希望。排球竞技是

一项团体运动，中国女排在历届赛事中演绎着“打
不垮、拖不烂”的世界传奇。这与中国女排团结协
作的拼搏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回首中国女
排的诞生与成长历程，队员们上演的每一场酣畅淋
漓的比赛，都生动诠释出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正
如郎平所说：“没有完美的个人，只有完美的团队。
所谓团队合作，就是赢球是大家的，输球也是大家
的，要相互理解、包容，这也是中国女排一个非常好
的传统。”生命之灯因激情而点燃，生命之舟因拼搏
而前行。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是中国女排取胜的
关键点。比赛场上，每个队员的一言一行皆是成功
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为中国女排的辉煌燃烧着自
我力量。训练场上，更需要团结协作的拼搏精神，
队员们每天坚持训练，咬牙克服伤病，默默承受挫
折，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队员们始终保持着齐心协
力，攻坚克难，力争上游的姿态。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团结协作、努力拼搏的队员，才有了中国女排今
天的辉煌成绩。

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品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回顾历史，自强
不息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排球竞赛
不仅考验队员的体能，更是对队员精神的提升与洗
礼。中国女排经历了从起步到巅峰，从巅峰到低
谷，从低谷到崛起，从崛起再到巅峰的成长历程，展
现出中国女排永不言败的精神魅力。“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兴旺
发达的动力源泉。没有创新就没有女排精神的继
承和延续，中国女排是在挫折中成长、在成长中创
新，在创新中寻求突破，无论是年轻队员的选拔，还
是训练中各种战术的部署，抑或是执教理念的革
新，创新始终伴随其中。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
第一动力。中国女排在不断创新中谋发展，在发展
中求进步，她们始终坚守着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
始终保持着强大生命力、号召力和感染力。

“女排精神”不仅是我国体育事业的优良传统，
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女排精神”是伟大
的时代精神，是中华崛起的时代强音。这种精神，
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女排精神，一种穿透时代的力量
——观影片《夺冠》有感

◎张瑞坤

◎文 艺 是 时 代
前进的号角，最能代
表一个时代的风貌，
最能引领一个时代
的风气

◎人 民 是 文 艺
创作的源头活水，一
旦离开人民，文艺就
会变成无根的浮萍、
无病的呻吟、无魂的
躯壳

◎ 艺 术 可 以 放
飞想象的翅膀，但一
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好 的 文 艺 作
品就应该像蓝天上
的阳光、春季里的清
风一样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命脉

◎文 艺 要 赢 得
人 民 认 可 ，花 拳 绣
腿 不 行 ，投 机 取 巧
不 行 ，沽 名 钓 誉 不
行，自我炒作不行，

“ 大 花 轿 ，人 抬 人 ”
也不行

◎文 艺 不 能 当
市场的奴隶，不要沾
满了铜臭气

◎文 艺 批 评 就
要褒优贬劣、激浊扬
清，像鲁迅所说的那
样，批评家要做“剜
烂苹果”的工作，“把
烂的剜掉，把好的留
下来吃”

文艺
评论

境者，境界；神者，神圣。如此，“‘境’美”是为
境界之美，“‘神’美”是为神圣之美，或称具有神圣
性之美。

依“气墨灵象”艺术论，将美概括为三大领域，
即现实美、理念美、艺术美。前者分为自然美、社会
美两个范畴；又者分为纯粹美、审美之美两个范畴；
后者分为摹拟美、创造美两个范畴。

不言而喻，境界美与神圣美，均属艺术美领域，
且为创造美范畴。

谈境界美、神圣美，不能少了形式美。按照美
的层级，形式美、境界美与神圣美，构成（文艺作品）

“美”的三个层级，体现三种审美形态，既反映作品
所创造的精神境域的不同层面，也体现创作主体人
生境界、体悟能力与艺术才华的不同与差异。

所谓形式美，就是以形式取胜，也有“优美”或
“唯美”之称，是“美”的第一个层级，也属最低层次
的美。此层级的美以其安静、明丽、精致、和谐与单
纯秀雅之形态，顺应人之主观目的，直观给人之耳
目之娱，让人产生得宜、爱悦、轻松与心旷神怡的审
美感受，并导致“爱”之情感，这种“美感”只是通过
感官引起的快感，所以是最低层次的美。吴冠中曾
言：“美不是漂亮，漂亮不是美。”如此，“漂亮”应在

“形式美”之下。
明悉形式美，方知境界美、神圣美之深邃、高

远，且尤富审美意义。
所谓境界美，就是以作品的深度或精神维度取

胜，也有“高格之美”称谓。这种以创造高远精神境
域为旨归的艺术审美形态，远离自然境界、跨越功
利境界、致远道德境界、体悟天地境界，也就是远离
欲求境界、跨越求知（《墨经》意：求知是为了实用）
境界、致远求善境界、体悟求美境界。事实上，境界
美正是高远境界之美，是真善美爱相统一的审美境
界，这种美以凌空高蹈、悲悯天地的博大情怀，直面
现实社会，观察自然万物，感悟人间百态，体察芸芸
众生，在创作中开拓出更为博大浑阔、深邃高远、静
谧高妙的诗性精神空间。

显然，文艺作品的境界美，与作家艺术家的人
生境界、体悟万物的意蕴能力、审美感性与艺术能
力密切相联系。文艺家精神境界越高、意蕴体悟及
感性能力越强，其作品当具更高境界之美，反之则
低，以至“跌”入功利境界乃至自然境界。

神圣美呢？就是以美的神圣性或超验性取胜，
或称“至美审美”。这种以自由、崇高的生命境界，至
善、灵性的“永恒之光”为终极意义的审美形态，是人
类至高的精神追求，是审美的最高层级，也是审美的
最深层级。此层级的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经验
与超验的统一，也是情与理的统一、此岸与彼岸的统
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是一种庄严感、神秘感、崇高
感和神圣感，是一种极致的谦卑和无限的敬畏，是一
种灵魂的狂喜和飞升。此境界，“‘气墨灵象’艺术
论”多有论及。这种审美体验所面对的审美对象，往
往是巨大的、坚实的、垂直的、粗犷的、雄伟的、深邃

的、朦胧的、浩瀚的、无际的，从而具有震撼性与敬仰
性特征，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无垠碧海、广袤
森林等宇宙万象中，并由此推及英雄壮举、重大历史
演变、伟大人物、宏大事业等。

事实上，神圣美、壮美或崇高之美，作为高层次
的生命体验，是精神维度的提升，也是一种洞察宇
宙生命本质和真相的智慧，体现一种绝对价值和神
圣价值。文艺家对这种价值的发现与开掘，是对生
命意义的根本超越，更是对自我心灵的彻底解放。

读文艺史、察审美现象，许多哲学、美学、文化、
文艺和科学大家，均在现实人生中寻求生命的终极
价值、追求美的神圣性，尤其通过创作鸿篇巨制，建
构深邃、高远的精神境域，展现神圣之美。比如，李

（白）杜（甫）诗篇、李（可染）家山水；又比如，托尔斯
泰百科全书式的壮阔史诗性长篇小说《战争与和
平》、李伯安堪称罕世之作的史诗性水墨人物长卷

《走出颜喀拉》；还比如，贝多芬交响乐、唐宋“八大
家”、文艺复兴“三杰”与“三巨星”。这些文化巨擘
创作的作品，所表达的赞美生命、放歌自由、飞升灵
魂、悲悯众生之至真至善至美情怀，均体现了人类
相通的最高层次的审美，这就是神圣之美。

不能不引起关注、重视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来，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因普遍存在的浮躁
问题，特别是不少文艺工作者，精神境界低、审美体
悟弱，于文坛出现了“傻乐主义”“垃圾诗派”等，并
自命“先锋”，自诩“新潮”，热衷“底层叙事”“伪现实
主义”与一己悲欢、杯水风波；于画界出现了“新写
实绘画”“新表现主义”“中国当代艺术”，热衷“波
普”“拟象”“艳俗”，以俗当雅、以丑为美大行其道。
这些所谓创作基本处于自然境界，其思想性与精神
性几近虚空，无任何审美价值。显然，文艺工作者
之精神境界、审美体悟问题，是问题的核心与根本，
也成为文艺乱象及其流弊的总源头。

吴冠中曾论：“美盲比文盲更可怕”。木心亦
言：“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审美问题
终究靠提升审美来解决。

形式美、境界美与神圣美，是精神维次，也是美
的层级，虽为递进关系，但无逻辑关联。不能超越
形式美者，不可能进入境界美；而不能创造境界美
者，也很难进入神圣美。以境界美眺瞻神圣美，美
在远方，非攀援而无他途；以神圣美俯观境界美，美
在眼前，“进出”游刃有余。正由此，“境”美难，“神”
美更难。在更高层级上不断攀援，达到美的最高境
界，与美同行，天我为一、万象融合，至美审美又何
以而不至！

要“境”美，更要“神”美
◎吕国英

走近丰子恺先生，我有一种感觉越来越突
出，越来越明晰，而且再静而细思，则进而意识到
此间值得玩味的东西很多。是一种什么“感觉”
呢？简言之，即关于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如若单
看这样一句概说，人们所得到的反应是，这话题
太大了，而且早已成为一个议论颇多的老话题
了。没错，如此“反应”确是一个学界的事实。不
过，我这里所说的“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不是因
学理上的思考而引起讨论，完全是基于走近丰子
恺先生的总体感受与体认。

我反复品味与分析丰子恺先生的作品——
包括绘画、散文（随笔），同时探究其人生经历（包
括艺术创作经历）与艺术理论、艺术教育方面的
著述，获得的总体感觉与体认是：丰子恺先生的
整个艺术生涯，都是在“人生与艺术的关系”中倾
心求索，而他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是人生境界的
艺术化。在我看来，像丰子恺先生这样既有丰富
创作实绩，又有自成一家的理论主张，而且自始
至终不失本色与执着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
史上是少有的。

朱光潜先生曾经讲过：“人生本来就是一种
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
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
的，正犹同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
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
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
的生活就是艺术品。”“这一世生活好比做一篇文
章。完善的生活都有上品文章应有的美点。”（朱
光潜《“慢慢走，欣赏啊”》）借用朱光潜先生的说
法而言，首先丰子恺先生是“知道生活的人”，他
的人生是具有“上品文章应有的美点”的。不过
我在此先对这个说法稍做一点解释：所谓“上品
文章”，是就“品位”而言的，绝不是一种“范本”或

“模板”，更不是俗见中的“级别”之高大。借指人
生，则关乎其品行修为与人格境界之高，而绝对
不是因其身份、地位、荣誉等而论，更与尘俗中的

“权力”毫无关系。所以，大英雄有大英雄的“品
位”，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品位”；艺术家有艺术家

“品位”，普通劳动者有普通劳动者的“品位”。总
之，世界广大，人生多异，方方面面都会有“上品
文章”可做，惟其如此，方有百花竟放，异彩纷呈
的好境界，大境界。所以，我说丰子恺先生的人
生境界堪称“上品”好文章，绝不是以“完美”的标
准判断，而是以“应有的美点”而论。作为艺术家
的丰子恺先生，其人生境界的艺术化，是尤为突
出的“美点”。

像阅读与评价一篇文章，首先从整体而观一
样，看一个人的人生，也当首重其“过一世生活”
的整体；像一篇好文章一定是一个完整的有机
体，其中全体与部分息息相关，一字一句之中皆
可见出全篇精神的贯注一样，真正令人称道的人
生，必然是具有人格境界的“完整性”，其中即令
遭际坎坷挫折，终不能改其信念，夺其志趣，故
而，大到进退取与，小至一言一行，皆与其整体的
人格、品位相一致。朱光潜先生说：“一个人须先
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
到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
部是艺术的。”（朱光潜《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
巴金先生说：“我没有见过他，但我的脑子里有一
个（丰先生）形象：一个与世无争、无所不爱的人，
一颗纯洁无垢的孩子的心。我并不完全赞成他
的主张，但是我敬重他的为人。”（巴金《怀念丰先
生》）朱光潜与巴金二位先生皆从丰子恺先生的
整体精神而观，并以用简笔概括之，角度略有不
同，但对其人生品格境界的评价却是一致的。

人生境界艺术化，是丰子恺先生人生“文章”
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形成，可以从其人生“文
章”的字里行间——“言动笑貌”中见出，故而便
有自然天成之感。下面，我们抄录丰子恺先生散
文《闲居》中的一段话，看看他是如何从平淡的生
活中得到快适的意趣，并进而生出艺术感兴与化
境的。

在房间里很可以自由取乐；如果把房间当一
幅画看的时候，其布置犹如画的“置陈”了。譬如
书房，主人的座位是全局的主眼，犹之一幅画中
的 middle point（中心点）须居全幅中最重要的
地位；其他自书架、几、椅、藤床、火炉、壁饰，自鸣
钟，以至痰盂、纸簏等，各以主眼为中心而布置，
使全局的焦点集中于主人的座位，犹之画中的附
属物、背景，均须有护卫主物，显衬主物的作用。
这样妥贴之后，人在里面，精神自然安定、集中而
快适。这是谁都懂得，谁都可以自由取乐的事。
虽然有的人不讲究自己的房间的布置，然走进一
间布置很妥贴的房间，一定谁也觉得快适。这可
见人人都会鉴赏，鉴赏就是被动的创作，故可说
这是谁也懂得，谁也可以自由取乐的事。

为什么在许多人看来，闲居的寂寞无聊，“在
生活上都说是不幸的”，但在丰子恺先生的面前，
则成为“在情趣上我觉得是最快适的了”呢？是
因为他以艺术的眼光而视之，以艺术的心而悟
之，以使平淡静寂的“闲居”有了趣味，且自然而
然地生出艺术的化境。在自己的房间里“闲居”

的丰子恺先生，有一次突生感兴，对墙壁上的自
鸣钟“寻了一次开心”。他觉得自鸣钟“这张脸
皮”（外壳装饰）“看惯了真讨厌得很”，于是便拿
油画颜料把它涂成天蓝色，上面画几条杨柳枝，
又在两只针尖头粘两只黑纸剪得飞燕。“这样一
来，就变成了两只燕子飞逐在杨柳中间的一幅圆
额的油画了。”如此“闲居”，可谓“闲”而自适，

“适”中生趣。走近丰子恺先生，体悟他的生活
与创作，即知所谓“生活处处有艺术”确非虚言。

像一篇好文章特别讲究“修辞立其诚”一样，
好的人生须是坦诚的、真挚的，特别是“艺术化”的
人生境界，还应该是率真、纯净与不失个人本性
的。一篇好文章一定是“至性深情”的表达，“存于
中然后形于外”，不容有丝毫作假与伪饰。美学家
克罗齐有言，“虚伪的表现”就是“丑”。“风行水上，
自然成纹”，文章的妙处在此，人生境界的妙处也
在于此。一个人的真心本性是什么样的，在生活
中有什么样的兴趣，便会有什么样的言语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生活，亦即本色的生活。
朱光潜先生认为，“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
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
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光潜《“慢
慢走，欣赏啊”》）丰子恺先生的人生境界艺术化，
正是他待人待事至真至诚的本色的自然体现。他
在其散文《湖畔夜饮》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
他在一家酒楼前与郑振铎先生相遇。郑邀请他去
吃西餐，他欣然同往。待餐后付账时，郑发现自己
并未带钱，便问丰：“你身上有钱吗？”丰说“有！”摸
出一张伍元钞票付了账。而后各自回家——郑在
闸北，丰住江湾。过了一天，郑专门到江湾去看
丰，并摸出一张拾元钱还丰。丰惊奇又好笑，说：

“帐回过算了，何必还？更何必加倍还我呢？”他二
人正推让之间，在旁的同事亦好友刘薰宇伸手把
钞票拿去，当即约请七八个人在附近小酒馆去吃
酒。因大家都开心，“吃完这张拾元钞票时”，便全
都烂醉。这样一件很平常的事，在率真而磊落的
人那里便有了意味，有了情趣——简简单单，直截
了当，但却令人读来感慨而称道！郑振铎先生是
大学者、大作家，同去小酒馆的还有夏丏尊、方光
焘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名人，也都是磊落
君子。

以上是丰子恺先生在《湖畔夜饮》一文中插
入的“二十余年前的一件旧事”的回忆。在该文
结尾写到：“夜阑饮散，春雨绵绵。我留 CT（郑振
铎——引者注）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馆。我
给他一把伞，看他的高大的身子在湖畔柳荫下的
细雨中渐渐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两
把伞来还我！’。”这收尾一句，写得轻松且不落俗
套，体现出丰子恺先生平和中的幽默之趣，而且
再次让人从中体会到他与郑振铎先生相互间的
交友之诚。真所谓余味可品矣！

俗语讲：“唯大英雄能真本色。”若按照通常
的“英雄”概念论，我以为此语未必适合丰子恺先
生。但我深信他是“能真本色”的。即使在他的
人生经历中遇到挫折与打击，其“本色”依然不
变。例如他遭受到残酷迫害时，饱尝正常日月里
未曾有过的“人生滋味”，可他依然在艺术中寻求
人生趣味。如，他以“退一步海阔天空”自慰，常
常与小儿子新枚相互通信，信中或评诗作对，或
寄赠自己新创作的绘画，于自得其乐中守护一个
真艺术家的本色。

丰子恺先生说：“我自己明明觉得，我是一个
二重人格的人。一方面是一个已近知天命之年
的、三男四女俱已长大的、虚伪的、冷酷的、实利
的老人（我敢说，凡成人，没有一个不虚伪、冷酷、
实利）；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天真的、热情的、好奇
的、不通世故的孩子。这两种人格，常常在我心
中交战。虽然有时或胜或败，或起或伏，但总归
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始终在我心中对峙着。
为了这两者的侵略与抗战，我精神上受了不少的
苦痛。”（丰子恺《读<缘缘堂随笔>》读后感）年近
50 岁的丰子恺先生能如此自我反思与剖析，可
见其本心并未被尘俗所蒙，是敏锐的，自觉的；能
把自己的“二重人格”毫不掩饰地袒露于世人面
前，这本身即是一种真诚，一种勇气，难能而可
贵。这“二重人格”在他心中“交战”，虽然感到无
奈，甚至“精神上受了不少的苦痛”，但是，他的倾
向性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其“突围”的方向也是明
确的。“倾向”之所见，是他把成人的虚伪、冷酷、
实利等影响人格方面的世俗之力视为“侵略”，而
把坚守孩子的天真、热情、好奇、不通世故的本
心，称作“抗战”。其“突围”的方向，便是托寓本
心真情的艺术——包括人生境界艺术化及落笔
成趣的艺术创作，当然也包括欣赏艺术与研究艺
术在内。正如他在《艺术的效果》一文中所讲：

“我们对着艺术品的时候，心中撤去传统习惯的
拘束，而解严开放，自由自在，天真烂漫。这种经
验积得多了，我们便会酌取这种心情来对付人世
之事，就是在不能的范围内把人世当作艺术品
看。”此可谓丰子恺先生深信人生境界可以艺术
化的有感而发，或者至少是从其中一个角度而观
的理想的人生信念。

人生境界艺术化人生境界艺术化
——我读丰子恺之六

◎宋生贵

丰子恺漫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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