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 峰 文 集

十 一

王向峰 著

辽 宁 大 学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编 美学史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 3……………………………………

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的实践体现 9……………………………

人民文艺的要义所在 11……………………………………………

人民性的回归与发展 15……………………………………………

论人民性的历史发展与现实意义 19………………………………

理学美学的是非考辨 33……………………………………………

明代中晚期的性情论美学 46………………………………………

明清小说序跋中的理论建构 55……………………………………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 74………………………………………

“新批评”方法的起点与末路 86……………………………………

从结构主义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98………………………………

第二编 唐诗品鉴

唐代格律诗的体式规范性 109………………………………………

试论旧体诗的韵律问题 119…………………………………………

·1·



试论五言诗的字韵与体式 127………………………………………

关于五言律诗的写作 141……………………………………………

七言绝句写作的几个问题 155………………………………………

七言律诗的诗体与律制 170…………………………………………

唐诗三百首的价值与意义 176………………………………………

唐人近体诗引例点评 186……………………………………………

酣醇在进士梦中的唐代诗人 203……………………………………

在宦途日感失趣的唐代诗人 214……………………………………

因谏言被贬的唐代诗人 223…………………………………………

与国同难的唐代诗人 230……………………………………………

学诗先读 《千家诗》 241……………………………………………

从李白的几首七言绝句看立题选材与寄意 243……………………

第三编 文化视点

论文学艺术的价值 249………………………………………………

什么是艺术的回答 254………………………………………………

文艺家当尽的天职 255………………………………………………

自觉守护和推动乡土文化的发展 257………………………………

英模常伴少年行 261…………………………………………………

抗日文艺战线的丰功伟绩 263………………………………………

副刊与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270………………………………………

巴金老的真诚之心 272………………………………………………

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的文化途径 274…………………………………

庆炳先生学养的三个支点 285………………………………………

“老有所为”与 “无为之为” 288…………………………………

从摄影看灾难题材的意义表现 290…………………………………

·2·

向峰文集 十一



诗人牟心海艺有多成的超越创造 300………………………………

文体意义上的墓志与祭文 308………………………………………

高尔基对不抵抗哲学的批判 315……………………………………

《送瘟神二首》的方向启示 319……………………………………

用读书培育和建造文化生命 324……………………………………

学 “国学”以明 “师道” 347………………………………………

长销书与 “畅销书” 350……………………………………………

谈新时期的国学热 354………………………………………………

经典诵读的文化寻根 358……………………………………………

面对国学热的思考 360………………………………………………

“国学”: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 367…………………………………

以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公民美德 380…………………………………

弘扬国学精粹与复兴民族文化 382…………………………………

谈经典的文本与选本经典 386………………………………………

童年时代的地方文化影响 389………………………………………

弱水三千饮一瓢 394…………………………………………………

《古典文林漫步》题记 398…………………………………………

在欧美文学天地中漫游 400…………………………………………

从思维到文字的外化 404……………………………………………

我的读书体会 412……………………………………………………

第四编 作品论评

乘文字以自得的逍遥游 419…………………………………………

精求文字著华章 436…………………………………………………

张学良传奇人生的内心探索 441……………………………………

王充闾的文学成就 447………………………………………………

·3·

目 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林声的 “辽三彩”创造 449…………………………………………

思想才情自由驰骋的序跋之作 452…………………………………

老去诗篇浑漫与 456…………………………………………………

简论文畅的文学成就 461……………………………………………

笔干气象 意结辞章 464……………………………………………

书画心源始于诗 471…………………………………………………

史鉴与诗教的审美双重创造 483……………………………………

举步程高日垒新 490…………………………………………………

看世间何谓友情 494…………………………………………………

辽水泱泱汇笔端 499…………………………………………………

《爱的诉说》是一曲 “大爱之歌” 502……………………………

寄情寓志的联语创作 506……………………………………………

给创作以理论评量与推动 510………………………………………

辽宁女性文学的历史评定 513………………………………………

走进宗白华美学体系的核心 516……………………………………

诗人须有的爱国情怀 520……………………………………………

融三性于一体的非常之作 525………………………………………

弘扬中华文化的功德之举 528………………………………………

读孙琳的 《蓝雪》有所感识 533……………………………………

读刘东杰的 《灯下书影》 539………………………………………

对作品的解析是文学评论的起点 542………………………………

读谢毅的获奖诗词有感 547…………………………………………

萍踪留影写深情 551…………………………………………………

丘壑内营的山水观照 556……………………………………………

人性是一棵开花的树 559……………………………………………

让 “三工”题材为文坛壮彩 563……………………………………

读 《卧龙湖往事》随记 566…………………………………………

·4·

向峰文集 十一



文人的 “相轻”与 “相重” 569……………………………………

万般景象呈心象 574…………………………………………………

一个值得称道的学术之举 576………………………………………

一卷宏伟的形象史诗 579……………………………………………

阅读文哲的诸子研究有识 584………………………………………

程义伟扇面画创作 586………………………………………………

谈王静在铜版纸上的线性刀刻画 588………………………………

理扶质以立干 591……………………………………………………

《艺术辽宁》的文化自信 597………………………………………

文学海域的辽宁舰 599………………………………………………

“关东画派”在证明 601……………………………………………

使评论升越为研究 604………………………………………………

·5·

目 录



第一编 美学史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

文学艺术或者是文化工作,以至于我们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

工作都有一个基本方向。这个基本方向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习总

书记在几次讲话当中都反复地明确地强调人民性的意义。特别是

2014年10月15日在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当中,
特别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他指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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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魂的

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在于是否能为人民抒

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从总书记的整个讲话和这段教

导中,突出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必须紧密地把握住这个方

向,离开这个导向就没有社会主义文艺。我们历来强调的为人民

服务。人民这个概念,或者说这个范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标签,只当做一个旗号,而必须实实在在地把

为人民服务落实到文艺工作的各个环节当中。现在我们正在进行

的群众路线教育,其根本意义也是为了怎么样使我们共产党领导

的队伍,我们的一切干部,一切在社会和政府机关里边工作的人

员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以这个做宗旨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
这样,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一部分的文学艺术事业,确定为人民的

导向,更显出来它的非常突出的价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我党旳立党

宗旨及其实践所为的高度阐发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性与统一

性,即坚持党性必须同时坚持人民性,而人民性的实现是党性的

一个方向性的岀发点和落脚点。他强调指岀:“坚持人民性,就

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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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

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要同提高素

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

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岀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

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这是从党的

全盘工作角度所阐发的人民性的内涵,其中也包括有文艺的人民

性在内。
这里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就是为人民服

务的,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和一切事业,无不是在这一导向下,实

现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追本溯源,以人民为中心,或者说是

文艺的人民性,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中,或者说在这个无论是

中国的革命文化传统当中,文艺理论当中,人民性问题都是一个

非常突出的问题。只是在上世纪60年代以后,当时中苏关系处

在一个非常尖锐的阶段里,以至于人们在观念当中把人民性当做

苏联的一个理论,甚至是苏修的思想来对待,因此搁置不提了。
同时也兼因当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年年讲,月月

讲,天天讲,对一切都要看做是阶级现象,只强调文艺的政治作

用,因此认为谈文艺的人民性,就是抹杀了党性和阶级性,这是

没有道理的。
人民性的问题的重新提出和邓小平同志强调的 “我们的一切

都是为人民的,文学艺术也是为人民的”,特别提出 “人民是文

艺工作者的母亲”,从这以后,人民性问题才渐渐地以明确的概

念提到文学艺术的理论中来,也提到文艺实践当中来。在十八大

前后,特别是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当中,无论是讲文艺问题,或

者讲我们的整个社会工作问题,都特别明确提出 “人民性”的概

念。这样,人民性问题确实成为我们今天一切工作所遵循的一个

方向性的引导。
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导向,表现在文艺的各个领域和工作环

节当中。但让广大人民群众直接进入文艺活动中来,让他们有方

便条件接受优秀的文艺作品,以致参与到文艺的欣赏和创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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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来,这正是人民最直接的文艺需求,也是在文艺领导工作中实

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的具体表现。沈阳市艺术惠民工程的

四年实践成就非常突出,积累了丰厚的经验,并且正在争取使沈

阳市能成为艺术之城,这对沈阳市的人民群众来说,真是莫大的

福祉。
从沈阳市的艺术惠民实践当中,我们也能够对社会主义文艺

以人民为导向得到一个充分的实践认识。就一个地区或城市来

说,无论它在其他方面有怎样的成就,如果它那里没有精神文

明,没有先进的文艺滋养,不能与物质生活相偕步发展,那也是

片面的。沈阳市在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中,不仅有工农商贸的重

大成就,也有艺术惠民的重大成就,这是很值得肯定的。
今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就是要把广大人民利益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把服务群众同

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不仅是文艺工作,我们的一切工作,都

应该循此而行。现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非常突出的问题,
都与人民有关。如食品安全问题。这在中国来说已经到了关系到

每个人生存的问题。总书记讲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要落实到

我们的一切工作当中来。我们的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里面如果

没有人民性的话,那还有什么用呢? 所以从这一点可以说是,它

不论作为一个方向也好,标准也好,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实践中最早体现在俄国十月革命

前后的文艺取向上。列宁的 《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第一次提

岀了文学 (在俄语中 “文学”与 “岀版物”是一个词,列宁在文

中的主要指向是文学)的党性问题和文艺 “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

服务”的方向。这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使然,也与俄

国革命民主主义的文学与理论批评的人民性传统直接相关。因

此,我想在这里说一下在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著作中关于人

民性的历史内涵。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这

三位革命民主义批评家,他们关于人民性理论的几个要点。在俄

国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关于人民性论述当中,综合起来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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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几个要点。这些要点就是,第一,作家以人民的世界观,反

映出人民精神和生活。写人民群众,思想必须是站在人民的立场

上,把人民的思想,人民的精神反映出来,这个标准是非常非常

高的。所以说别林斯基批评果戈里 《死魂灵》的第二部,因为在

那里面已经不是和第一部一样了,而是在里面讽刺和嘲弄人民,
所以受到别林斯基批评。果戈里受到批评后,他把第二部烧掉

了,不要了,接受了批评。所以接受批评,就是他意识到,他写

的 《死魂灵》第二部,不是矛头对准俄国的贵族,而是把锋芒转

移到对人民的丑化和批判,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从民族历史和文化土壤中汲取对事物的看法和

思想情感与表达方式。就是作家在艺术创作当中,能够从民族的

历史文化土壤当中来汲取灵感,自然也要选取人民群众的生活,
这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时就提出来,后来我们在上世

纪50年代探讨中也遇到这样问题。比如说写不是人民群众的直

接生活,而是帝王将相,比如A·托尔斯泰的 《彼得大帝》等

等,类似这样的作品,他写的是皇帝。那么这些作品有没有人民

性? 这个人民性就是把人物和事件放到历史当中去,用人民的眼

光来看这个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以像彼得大帝在俄国历史发展当

中,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向欧洲国家学习,然后改造俄国旧的生活

制度、习惯,在革新方面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它符合历史的发

展,也符合人民的要求,所以这样的作品也具有人民性。
第三,作品能引起人民热烈的共鸣,也就是说能够被广大人

民群众所接受,这也是文学艺术作为人民性存在的一个条件。不

管你写的什么,为老百姓喜闻乐见,这样就能满足人民的文化精

神生活,这也是具有了人民性。第四,说到人民性的时候,俄罗

斯经典作家特别反对以写下层人民生活当中的丑恶现象,就是那

些庸俗、丑陋不堪的东西作为人民性的表现。作家、艺术家不能

把表现这个作为你的作品实现人民性的手段,以为这就是和人民

生活有联系的表现,因此,要警觉这些东西。人民性的文艺取

向,自然要表现人民群众生活当中那些向上的,确实能代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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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在社会生活当中创造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地位和作用的表

现。同时,他们也谈到使用的语言等等这些方面。或者说民俗材

料,能够更多的从人民当中汲取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等这些表现,
也就是和人民日常生活能有更多联系,这都作为文学艺术表现当

中的人民性的具体表现。从这些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

性,它不是一个纯抽象的概念,不是和实际艺术表现没有什么关

系,而是每一条都关系到文学具体表现。而且这些正是从俄罗斯

文学当中抽取出来的理论意识。所以在整个外国文学当中,俄罗

斯文学,特别是俄罗斯19世纪文学,确实是超越当时欧洲的其

它任何作家的文学成就。所以我们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非常认同俄罗斯文学,那是没有选错目标。只是后来因为如前所

述的原因,我们与之非常疏远了,非常冷淡了,而把目标完全投

向欧美。其实俄罗斯文学是非常丰富的,在我们今后的发展当

中,俄罗斯文学应该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在今天的

世界格局当中,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加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政治课题。

列宁曾说 “要在群众中唤醒艺术家”,以我们所作的 “艺术

惠民”工程为例,该工程由广大群众他们来听,他们来看,以至

于由他们来做。如果进入到了 “做”的层面,可能他们做的并不

到位,有些表面上看来可能还十分幼稚,但是实际上群众中很多

艺术家都是这样被唤起的。无论是在哪个领域里,有的是在部

队,有的在农村,有的在工厂,如果他们接触艺术接触多了,那

么他就不止只有欣赏的愿望,他会进一步有通过艺术媒介表达心

理意愿的愿望,在实际生活中很多艺术家都是这样的。比如高尔

基。所以我们应该在工作生活中自觉运用列宁的这个思想,启发

听从你的传播的人能够去做。现在在沈阳艺术惠民的活动中,已

经建有各种艺术活动的组织,其中蕴蓄有各种艺术骨干,并且不

乏可以寄托更大希望的人才。如果我们能够从 “艺术惠民”开

始,把更多的人引向自主创作的道路,将会有很多的人成为艺术

家,在以前的苏联,在新中国,在工农兵中有很多人在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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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虽然他们之前从事的工作与文艺并没

有关联,但是最后他们都在文艺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在艺

术惠民活动中,在以人民为艺术取向的实践中,列宁的 “要在群

众中唤醒艺术家”应该是我们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能够加以

贯彻的一种指导思想。

201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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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导向的实践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并指岀:“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

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工作必须牢

牢把握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始终以人民为中心,离开这个方向

就没有社会主义文艺。
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命脉就是人民。人民这个概念,或者

说这个范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仅仅把它当做一个标签或

是一个口号,而必须实实在在地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到文艺工作的

各个环节当中,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一切工作。唯有这样,作

为社会主义事业一部分的文艺事业,更能彰显出真正的价值与

意义。
从文艺的人民性来说,一切艺术家安身立命的宗旨应该是为

人民的,以人民为历史与艺术的主体,使艺术服务于人民的历史

前进目标,表现人民生活与奋斗精神,提高人民的主体力量与精

神素养,以喜闻乐见的审美创造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今天的文

艺工作者,都应该在艺术实践的全部过程中,为文艺人民性的最

全面、最大限度的实现而努力。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关键在于实践。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需要从五个层面加深认识。一

是在文艺创作中,人民的形象应具有内容主体的地位。作为社会

主义文艺,如果作品的主体不是人民,那么怎么能够体现作品的

创作方向? 作品又如何与时代相连接? 因此,我们的文艺要书写

和纪录人民的伟大实践,从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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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思想倾向上应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关切的主题为突岀

重点。也就是说,文艺作品所表达的思想要反映人民的心声,要

关注人民所关切的,要与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要把人民的冷暖、
人民的幸福放在心头,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三是应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作为创作追

求。所谓喜闻乐见,并不意味着迎合或跟风,并不意味着低级趣

味。现在有些文艺作品以庸俗为乐,且有恶性循环的倾向,极大

地拉低了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这是一种方向性的迷失,需要加

以警惕。就像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要以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文艺作品奉献人民,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

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对以低俗为通俗、以欲望代希

望、以感官娱乐代精神快乐。
四是明确认识广大人民是文艺审美鉴赏家和评判者。在文艺

批评标准的取向上,“人民的”标准是不可取代的。人民需要艺

术,艺术更需要人民。文艺工作者在创作时如果只想到追求市场

效应,而忽视追求人民的认可与鉴赏,那便很难创作出真正优秀

的作品。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就是 “人民的文艺”。以文艺去找

群众,为人民大众提供接受文艺审美欣赏的便利条件是社会主义

文艺的最后落脚之处。
五是在各类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发展中,使与人民有直接创造

关系的民间文艺和群众文艺,同时获得发展,让人民精神文化生

活不断迈上新台阶。提升精神文化生活水平,能够在全社会营造

一种良好的氛围,从而在人民群众中唤起艺术家。现在,在基层

人民群众中,有不少热爱文艺的业余创作者,应当关注他们、培

养他们,这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一个重要方面。
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是文艺事业发展

的新起点,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新召唤。只有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才能够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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