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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书书

第一、整体性的研究。著作对阿恩海姆
早期美学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弥补了国内
至今未有一部系统研究阿恩海姆早期美学
专著的空白。系统而深入地探讨阿恩海姆
早期美学思想不仅填补了国内研究专著的
空白，而且可以重新激发阿恩海姆在中国研
究的活力，最重要的是通过作者细致地梳理
总结，让国内对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的整个历
程有一个更完整的认识，厘清阿恩海姆早晚
期美学思想的关联与差异，扭转国内对阿恩
海姆美学概况化认识、片面化认识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该书早期研究的整体性视野，
对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从“纯形式的简
化”“多元的感知”“格式塔作者”“媒介帝国
主义”“直觉与完形的早期认知美学”等角
度，全面地梳理了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及
其特征。它是一部值得国内外美学、艺术等
学科领域学者参考与阅读的书。

第二、著作紧跟学术前沿，丰富了阿恩
海姆美学思想研究的内容及其价值。

该著作回应了当代视觉文化转型或图

像学研究的热潮。阿恩海姆早期对电影艺
术进行了研究。电影既是视觉文化，也是
图像文化，当代很多中西方理论家都认为
当代文化已经发生一次视觉文化转向，有
的理论家表述为图像转向。海德格尔甚至
认为“世界”成为“图像”。美国文化理论家
贝尔明确说道：“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
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
确的事实”。法国现实主义电影理论家巴
赞在其《电影美学》一书中也预言，随着电
影的出现，视觉文化也将取代传统的印刷
文化。在这样一个视觉文化时代，作者加
强对阿恩海姆早期美学的研究，呈现其早
期的视觉审美感知思想，借古识今，不仅是
新的时代中新的文化语境的需要，也是阿
恩海姆美学本身内在的需要，更是国内阿
恩海姆美学思想研究者的需要。尤其重要
的是，该书还从认知美学等最新美学前沿
问题接轨，挖掘了早期阿恩海姆中的认知
美学思想，实现了阿恩海姆早期美学实现
当代转化。认知科学的兴起及其在人文学

科领域产生的重要影响为阿恩海姆美学研
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视野与话语资源。作者
认为当代人文社科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或正
发生着一次认知转向，这不仅仅是一次研
究视野的转变，更是一次知识型的调整，从
以语言学中心的后现代知识生产范式走向
以认知研究为中心的科学知识生产范式。
从认知美学相关视野出发，研究阿恩海姆
早期美学，可重新激活阿恩海姆早期美学
在当代文化视域下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促
进阿恩海姆早期美学与当代认知美学完成
一次对话，比如，阿恩海姆的“格式塔倾向”
或“完形”放在当代认知美学视野来看，其
实就是一种先验的完形认知，它为审美的
认知理论提供了一个先验的认知机制。总
之，《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是一部
值得国内外美学、艺术等学科领域学者参
考与阅读的书。

□曾明
（作者为西南民族大学二级教授，博士

生导师。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
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四川省委省政府
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曾任西南民族大
学校长）

三、《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的两大亮点

作为20世纪世界美学史“心理学美
学”和“审美知觉理论”研究领域的代表
人物，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
heim，1904-2007）美学思想分为三个阶
段，即早期、中期和晚期。目前国内学
者对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
在中晚期，对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理论、
视觉思维、视觉张力、艺术理论、美育理
论、应用实践等方面关注较多，对其早
期美学研究不足。在既有的早期美学
思想研究又以电影为主，对无线电艺术
关注不够。由成都大学李天鹏博士所
著的《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一
书，是目前国内对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
想展开系统研究的唯一专著。该书在
国内阿恩海姆研究的不足基础上，对阿
恩海姆早期美学特征进行了呈现。该
书主要内容呈现出两个亮点：第一、早
期研究的整体性视野，对阿恩海姆早期
美学思想从“纯形式的简化”“多元的感
知”“格式塔作者”“媒介帝国主义”“直
觉与完形的早期认知美学”等角度，全
面地梳理了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及
其特征。第二、该书并未停留在阿恩海
姆早期美学思想的发生语境，而是从早
期的语境出发回应了时代的学术问题，
以前沿性的问题对阿恩海姆早期美学
思想展开了当代美学对话。总体而言，
该书是一部值得国内外美学、艺术等学
科领域学者参考与阅读的书。

车南林教授撰写的《中国广播电视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因应了国家加
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这一重大主题，以中
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背景为起

点，回溯了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的发展历程，观照了中国广播电视在传
播主体共振能力、传播渠道竞合能力、传播
内容制作能力、传播受众定位能力、传播效
果测评能力以及传播环境建构能力等方面
的现实，考察了著名的国际媒体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的经验，并就中国广播电视在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呈现的部分问题提
出了针对性对策。

为了改变国际舆论场上西强我弱的被动
状态，中央一直强调加强中国重点媒体的国
际传播能力建设。作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的重要主体，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努力
以新兴媒体为突破口，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
信息内容建设，提升采编播发能力和产品营
销能力，构建覆盖面广、信息丰富、技术先进
的现代国际传播系。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
广播电视的国际传播能力显著加强，但是与
国际媒体相比，还有较大的距离，加之，“国际
格局大洗牌”“国际秩序大调整”“国际舆论大
变化”，中国广播电视亟须进一步加强国际传
播能力建设。《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研究》一书对这些外部动因进行了较为详
细的分析，并分析了亟须“提高国际话语权”

“应对国际传媒竞争”“共谋合作发展之路”等
内在动因。

近年来，国家广电总局通过“中华文化
广播电视传播工程”“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
漫创作工程”等工程来促进中国文化和中
华文明的传播，促进中国文化实力不断提
升。中国广播电视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国际传播能力提高，能精准
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能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增强中
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同时，中国广
播电视具有经济属性，其国际传播能力提
高，发展国际传播内容及相关产业，发展文

化经济，有助于提高中国硬实力。《中国广
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同样
分析了这些文化和经济动因，并强调了其
显著性与重要性。

与过去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依赖传统的
技术与渠道相比，如今的广播电视国际传
播有新技术、新主体、新媒体、新平台做支
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
5G 等 ICT 技术，多种视频摄制技术，移动
直播技术，融媒体中心、全球信息分发网络
与系统等，正在为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
渠道、内容制作、多媒体发布等赋能。《中国
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不
仅详细分析了这些优势，同时强调新技术、
新主体将“促进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作为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更便捷、
可执行、再升级。”

新型平台是中国广播电视强化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不可绕开的因素。在在线流媒体平
台和社交媒体平台盛行的时代，国际受众也
转为平台用户，成为平台型舆论场的参与者、
体验者，成为交织线上和线下舆论的推动
者。对此，中国广播电视整体反应迅捷，纷纷
抢滩各种新型平台，CGTN甚至在脸书平台
获得了1.2亿的用户，成为全球拥有粉丝量最
大的媒体，而抖音国际版 TikTok 在 2019 年
就已经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
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渠道建设一个重要基
础。《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一书深入分析了这些优势，指出基于这些优
势，中国广播电视在整体发声能力、新型平台
竞合能力、时事新闻直播能力、全球连线能力
等方面有显著的提升。

针对中国广播电视仍然存在的诸多问题
与不足，《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
究》一书结合国际媒体的经验和中国广播电
视的具体情况，指出可以从加强“球土化”“链

接化”“产业化”角度着手，提高传播主体发声
能力；采用“延伸”和“跨屏”的方法，提高传播
渠道的竞争和合作能力；选择“共情选题”、打
造“共情弥姆”、强化“共情语言”，提高传播内
容制作能力；秉持“用户思维”“平台思维”“跨
界思维”“迭代思维”“极致思维”“未来思维”

“合作思维”，强化“信息采集技术”“预测技
术”，区隔“海外Z世代、技术性人群、华人华
侨和来华人群的不同需求”，提高国际受众精
准定位能力；建构定量指标，提高国际传播效
果测评能力。

要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核心还在于切
实建构良好的国际传播环境。对此，《中国
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一书也
做了一定的阐述，提出要“站到世界看中
国”“站到未来的中国看今天的中国”，切实
推进“全球中国”思维发展，推进“国际传
播”升级为“全球传播”，实现“全民国际传
播”“全媒体国际传播”，从“内外有别”转向
为“内外一体”，方可取得“全面的效果”。
同时，切实执行“大融合”“大传播”“大内
容”“大视频”，做好政策制度保障，做好市
场资源、文化资源、人力资源、资本资源、文
化科技资源、管理资源的保障工作，才能构
建更好的国际传播环境。

总的来说，《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研究》一书，结构完整、内容丰富、数
据详实、案例清晰，为中国广播电视理论研
究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该书作者作为
年轻一代的研究者，坚持了“学术利国利民”
的原则，切实结合了国家的重大主题，为中
国广播电视从事国际传播实践进行了有益
的探索，为国家强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供
了参考性的思路。

□欧阳宏生
（四川大学二级教授、博导，成都大学传

媒研究院院长）

母亲略识得些字，在县城自主生活完全
没问题。但在成都，面对蛛丝一般的地铁，
要刷卡、要看方向、要记站名、要找出口，确
实两眼黑。不说母亲了，就连在镇上当了一
辈子小学老师的二姑，到成都带孙子也得先
学坐地铁。不说二姑了，我至今都会坐反、
走错，半天绕不出去。母亲当然更困难，
ABCD从未接触过，学会拼读都恼火。她总
说要是出口标数字就好了，我倒觉得是个老
少皆宜的好主意，相关部门可以考虑。

刚开始接触地铁这个新事物，母亲抵
触情绪很严重，几度厌学摆烂，说：“搞不来
就是搞不来!”还说：“到处都是箭头符号，脑
壳昏！”我有些生气，以为她蛮横不讲道理，
实在不明白，出行而已能有多难。随后，百
度搜索了一张俄语拼音表，顿觉两眼呆滞，
目不识丁的恐慌说来就来，试想突然被丢
到异国，说不定还不如母亲呢。于是，我知
难而退，不再强求，说好以后打视频指路。

事实却是，我完全没来得及在视频里给
她指路。母亲偷偷从动车站坐地铁到家时，
我和阿芝简直惊掉下巴、喜到失控。她进门
就是一句：“你们以为我莫得法了嗦……”得
意中充满挑衅，恐慌感还是被骨子里的要强
治好了。我问她怎么知道方向、认得出口，
她说“认不到可以问噻！”“坐反了又重坐
噻”。尝到成功的甜头后，她便故意多坐地
铁，反复练习日常出行的路线，还颇有心得。

形象冲击远比抽象印象强烈。母亲硬
是把英文字母变成了象形文字，形成一套
完整的语言体系：A是“尖尖”和“帽子”，B
是“两个坨坨”，C 是“耳朵”，D 是“一个坨
坨”，E 是“测视力的”，F 是“伞把把”，G 是

“耳朵里多了锥锥”，诸如此类。搜集认知
里最熟悉的素材，比照对应，精准定位。揣
着这套理论，凭着对图像的辨识，她还带大
姨往返了一趟2000多公里的远门。

有了这些经历，步子逐渐放开。她从
公园跳舞的孃孃那里得知半边街有一个大
市场，百货齐全、价格便宜。我便查好路
线，答应明天下班一起。再接到电话是第
二天中午，她好高兴哦：“这个市场好大
哦！啥都有！”我问：“你自己去的啊？”她
答：“我都回来了哈。”后来才知道，她故意
不让阿芝陪着，自己坐公交去，走路回来
的。我好奇她不会导航，如何知晓步行路
线？原来是按图索骥，跟着同一路不同班
次的公交车走到了楼下。

长期观察后，我得出结论：母亲机敏，
看似潇洒出门，实则准备万全。确保手机
电量充足，关键时刻可以联系我们。提前
把下车站点语音发给自己，随时查阅。让
阿芝写下详细住址，把纸条放进提包夹
层。有选择性地问路，尽量找穿制服的人
和学生。一套操作下来，基本安全无虞。

促使母亲偷偷下功夫的，有挑战成功
的成就感，有打开新天地的价值感，更多还
是怕增加我们的负担，想以一己独立换取
女儿轻松。母亲第一次独自坐地铁时，一
定很怕走错路错过站。第一次问路时，一
定是鼓起了最大的勇气。第一次决定回避
我们单独摸索时，一定既忐忑又期待。但
每一次结果都令人惊喜。

母亲这些愿意试一试的举动，着实让
我欣慰和感动，欣慰的是她向上向前，感动
的是她计划长远（她说以后方便接送小朋
友，其实我甚至还没结婚）。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计深远，总是如此。

母亲会越来越老，以她的智慧勇敢、变
通乐观，也势必会越来越好。母亲节了，遥
祝母亲健康快乐。

母亲的语母亲的语言体系言体系
□□何阿何阿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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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性与整体性：
国内阿恩海姆研究的再推进

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
动因、优势与进路

——评《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研究》

二十一世纪以来，焕发生机的中国，
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为人类的
和平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
案”“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
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
话语权。”此前，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在
2021年 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
十次集体学习会议上强调“要深刻认识
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
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
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阿恩海姆中晚期美
学思想研究比较丰富，趋于饱和状态，而对
其早期美学思想则未能展开充分的研究。
这样至少导致汉语学界阿恩海姆研究呈现
出两种现象与不足。第一、阿恩海姆学术思
想整体面貌的遮蔽状态。由于汉语学界对
阿恩海姆学术思想采取了“部分代替整体”
的认知路径，其结果是无法从学术思想发展
史上理解与领会阿恩海姆美学思想的整体
面貌。汉语学界的阿恩海姆研究仅涉及到

《电影作为艺术》这一部早期著作。事实上，
除此之外，阿恩海姆早期美学著作还有《无
线电：声音的艺术》《电影批评文集》等。这
些重要的学术文献不仅没有完整的中文译
本，而且汉语学界现有研究也未能引起重
视。第二、阿恩海姆美学丰富内涵的概括化
与片面化理解。汉语学界皆把阿恩海姆中
晚期的美学著作作为其思想的代表，把阿恩
海姆美学思想定性为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这
是学术界普通认同的结论。然而早期阿恩

海姆并非十足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思想家，
而是演绎了一场形式主义美学与格式塔心
理学美学的双重奏，蕴含着丰富多元复杂的
美学思想。汉语学界未能在充分研究其早
期美学著作情况下，直接过滤掉阿恩海姆早
期美学思想的差异与多元，导致对阿恩海姆
美学思想概况化或片面化的认识。李天鹏
博士的《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试图
转变这一现状，把研究视野聚焦于阿恩海姆
早期美学思想，改变了对阿恩海姆早期美学
著作及其思想价值的遗忘状况，对阿恩海姆
美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嬗变过程进行清晰完
整地认识。

一、改变国内阿恩海姆早期研究的不足

阿恩海姆早期（1928-1940）主要从事电
影、无线电新媒介艺术研究，为新兴的电媒
介艺术进行了合法性辩护。早期主要著作
有《作为艺术的电影》《电影批评文集》《无线
电：声音的艺术》。以1940年为时间节点，阿
恩海姆移居美国，形成了其美学思想的中晚
期阶段（1941-2007）。在中晚期，阿恩海姆
主要以传统绘画艺术为主，运用格式塔心理
学知觉理论讨论绘画艺术的视觉动力与表
现性等问题。阿恩海姆早期与中晚期美学
就存在很大差异。国内学者对阿恩海姆美

学思想采取了一种“片段式”的认知方式，即
以中晚期美学思想作为阿恩海姆整个美学
思想的代表，把阿恩海姆美学定性为以传统
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忽视
了早期丰富多元的美学思想，如媒介美学、
简化美学原理等。这种认知方式主要存在
于国内外美学史话语写作当中，如我国学者
朱立元、刘纲纪、曾繁仁、牛宏宝等人的西方
现代美学史写作，皆只讨论阿恩海姆中晚期
的美学著作及其思想，早期美学思想被忽
视。《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则始终坚

持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是阿恩海姆美学思想
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其整个美学的起始阶段
和基础阶段，呈现出其早期美学与阿恩海姆
中晚期美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如在理论基
础上，早期美学理论基础与中晚期存在巨大
差异。早期主要以形式主义美学与格式塔
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由于两种理论基础相互
倾轧未能使其早期美学呈现出一种完整的
美学思想，而是表现出诸多的矛盾、多元，如
在简化原理、审美感知、审美认知等观点上，
皆表现出形式主义美学与格式塔心理学美
学的两种面向。作者认为，阿恩海姆早期美
学思想不仅为中晚期美学奠定了基础，也为
新兴的媒介艺术做出了美学辩护。

二、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特征的挖掘

《阿恩海姆早期美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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