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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中国现代化发展论文篇一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化和市民阶级的兴起，
让西方近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普通人活动的舞台，悲剧作品
也更多的去关注普通人的人性和苦难。“因此，近现代艺术
中悲剧性的死亡已经不一定体现在‘严肃’的事件里死亡的
角色也不一定是代表理想的道德偶像，更未必是高尚、伟大、
具有一定的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的人物。……他不必是高尚
的，不必摆脱了深重的罪恶。他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使我们
强烈地想到自己身上的人性，他能作为我们的代表被接
受。”也正如鲁迅先生面对当时的中国社会指出的，“……
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
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变革也在朝着城市化的阶段迈进，
经济转型、政治改制、文化碰撞，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
社会各领域以强有力的节奏大步向前，面对社会变化，“不
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这样的社会节奏和社
会环境虽然不至于直接构成人物的悲剧命运，但是为人物性
格的变化奠定了基调，留有了社会的底色，毕竟现实的悲剧
性是艺术悲剧性的丰厚的`土壤。

中国现代化发展论文篇二

1.电视剧意境的构成



在电视剧当中，导演是否把握好全剧的立意和风格，这个直
接影响到电视剧的意境的深浅和高低的，虽然是相同的题材
但是不同的立意，不同的风格，最终所呈现出来的画面和电
视剧的面貌也是有所差距的。电视剧的风格决定了意境的形
态，而意境的高低是有立意所决定。

风格是在创作中流露出来的个性，就是创作者的行为习惯和
个性气质所致，因此风格具有稳定性同样具有差异性，而且
风格直接决定了作品所拥有的气质，这就是风格对意境形态
产生的影响。立意是对所需要传达的思想以及作品主旨的一
种规划。立意包含了作者的设想、创作动机、创作意图以及
全文的思想内容。在电视剧的创作中，立意的位置是相当重
要的，很多立意高的电视剧，都成为千古流芳的电视剧。

2.从实到虚，虚实相生

在美学的范畴上来看，意境是由虚和实两部分构成的'，实景
是对情景的直接的表达，而虚景是在幻想和联想中表达出来
的，但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通过视觉艺术，就是
通过镜头和画面呈现出来的，而画面和镜头都是通过一系列
的实景和虚景表现出来的，只有虚实相交映的画面，才是完
美的画面。电视剧中的实，是通过人物、事件、景物等表现
出来的，电视剧中的虚，是通过一些彩色的布局，或者画面
的关系，比如空镜头、蒙太奇、长镜头等等方式，营造出来
的。

中国现代化发展论文篇三

整合营销传播的本质是品牌营销，只有情景喜剧本身的质量
经得起考验，整合营销传播才能为情景喜剧插上翅膀。离开
情景喜剧作品本身去谈营销传播是舍本逐末之举。在这样一个
“买方市场”中，情景喜剧制作方应及时转变观念，要积极
发掘市场需求，改变“以产定销”的传统的“卖方市场”观
念，深入到情景喜剧制作产业链的前端去，准确定位，创作



出合适的剧本，打造出精良的作品。在拍摄之前，制片方应
该首先锁定自己的受众。确定了受众之后，针对受众群体的
特征，对剧本、宣转甚至广告招商有个大致的规划。这样制
作出来的电视剧才能迎合受众的口味，才可能获得收视上的
成功。

中国现代化发展论文篇四

这是晚年的乔致庸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对时间流流逝、青春
不再的感叹，也是对自己经商生涯的否定。他本是一个可以
考取功名的人，却不得不经商担起家族的大业。在电视剧开
头，在他决定放弃科举时，将一盆水浇在了自己身上，他要
洗刷自己过去的心思，抛弃自己过去的理想，其实他并没有
洗刷干净，而是将它们深深的埋在了心底，在他要离开这个
世界的一刻，他又重新找回了自我，和自己的“本我”来了
一次亲密的对话，充满痛苦，充满无奈，他甚至恨着自己。
这样的处理让观众看到了这部电视剧不一般的艺术魅力，对
乔致庸的形象有了立体化的提升，在他的一生中，他不但在
和别人斗，还是在与自己内心的不灭的梦想斗争。而这正视
体验了乔致庸与自我内心的矛盾冲突。

而这种人与自我的矛盾冲突是更深层次的悲剧冲突。雅斯贝
尔斯认为，“悲剧知识乃是不仅产生于外部活动，而且发生
在人类心灵深处的历史运动的最初形态。冰心也说过，“悲
剧必是描写心灵的冲突，必有悲剧的发动力，是悲剧‘主人
翁’心里冲突的一种力量。n63毕竟，人在与外部自然、社会
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解决都要依赖自己的意识和意志，
都不可避免的在自己内心深处荡起强烈的情感波斓。人的内
心是无比复杂的，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阿波罗祭台的石碑上，
刻着这样的警句:“认识你自己。希腊人以神谕提醒人类认识
自己的本质，这也是一直困扰人类的谜语。弗洛伊德的学说
将人的意识视为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完整的动态的心理
结构，与三者相对应的人格是“本我”、“自我”和“超
我”:“本我”是人最本原的一种冲动和心理状态;“自我”



是受现实生活中各种伦理原则抑制和伪装了的本能;“超我”
是理想的自我。尽管其性意识决定一切的“力比多”理论有
些偏激，但是对人的意识的划分还是把握住了人内心的复杂
性。

后来的拉康用“镜像理论”来隐喻一个人认识自己的过程。
于是，镜子成了一个重要的道具，在照镜子的时候人往往才
觉得里面那个人不是自己，或者从镜子中希图看到想要的自
己。电视剧《青衣》的开始就是大家对着镜子化妆，配合着
画外音:“风雨乾坤三声叹，天上人间一回眸，这不是别人的
故事，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这里的镜子中的人，她年龄、
相貌以及理想与追求无疑成了记忆中的`自己。第八集中，筱
燕秋三十岁这一天，她望着一座建筑的玻璃镜，又痴痴地发
呆，而镜中的自己一会儿就变成她年轻时候的摸样，她也开
始回忆曾经的生活:“站在这里，我才明白，自己绕了一大圈
就是为了回到这里来。”特写镜头中眼泪轻轻滑落。这是她
在面对自己时的无奈和无限的痛楚。

无论是前面的《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还是《青衣》中的
筱燕秋，他们都是在做着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过着他们不
愿意过的生活，但是，又不能不做，于是他们表现出了另外
一种性格。人与自我的悲剧性冲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一个
人坚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做到了，最后却发现这样做
是错误的，或者是有不对的地方，特别是当这件事情又无法
修改、无法弥补的时候，也有强烈的悲剧性。在电视剧《汉
武大帝》最后一集，这位以战胜匈奴而自豪的皇帝去了一趟
忠烈乡，在这里，到处是为了打仗而残疾的老人，他们过着
无比艰难的生活。此情此景，让汉武帝追悔不己，回宫后，
写了著名的《罪己诏》:“联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汉武帝以此举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和心中的痛楚。

3结语



中国现代化发展论文篇五

摘要：本文所说的当代文化是指在当代社会生活环境下，人
们目前物质生产条件下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观念准则及所指
导的行为，它包含当代全方位的生活方式和评判标准。就我
们生存的地球而言，此时所发生的艺术观念、艺术形式、艺
术行为从本质上说都离不开当代的制约，所谓的前卫只不过
都是天才人物们立足当代所作预言式的一种尝试行为和表现。
全球经济一体化所造成各种文化的整合，在某种程度上对艺
术观念及形式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因而努力探讨全球化与
当代文化包括本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促使许多艺术批评
家作出各自的表述。在中国，这种表述的角度和层面，影响
着对中国水墨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的判断，针对中国画在当
代文化语境下的意义，部分学者认为它在观念上、形式上跟
当代文化不相吻合，属于一种“落伍”的艺术形式，无法溶
入当代文化潮流之中。其实这种看法在于他们都是以国画本
体外形式为视角的。对中国水墨画的认读，如果从另外一种
层面或另外一种角度来观望，仍然是有商榷的余地。

我认为，如果我们赞同汤因比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其潜台词就是，当代人是按当代的观念和文化思想来解释历
史、阐述历史，并不能真正地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我们对中
国画的观望和判断角度，也就是说我们是站在什么样的语境
来对中国画的理解和表述是显得极为重要的，说白了，是选
择用什么样的语汇和方式来理解当代中国水墨画。这种选择
对中国画的发展方向，对中国画的创新是有现实和实践意义
的。经常有人在谈论中国画的创新和守旧、形式和语言、观
念和文化，所有这些，说到底就在于论述者的角度问题，无
所谓对和错。我们是希望站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下，也就是从
这个角度来对中国画的发展作一个评判。

董其昌可能是从中国画的某些笔墨造型和产生地域来区分南
北宗，他观望的角度是文人或者个人化的东西，如个人
的“逸”气等，其评判处境是在他所处的时代发生的。人们



常说“笔墨当随时代”，这句话的理解是从笔墨的角度来反
映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如果从一种历史存在来看笔墨的新
与旧，我们可以说笔墨形式自身语言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内
涵，可问题在于中国画笔墨运作潜结构中，跟个人本体上有
一种内在联系，它几千年来是在人的人文基础上发展衍变进
而程式化，虽是一种表意的形态，但笔墨传出一种超越笔墨
之象且具有某些精神性的东西，讲笔墨又不讲笔墨，构成中
国画一种奇特的现象，表面上看没有精神涵盖，可骨子里在
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中均有一种共识――心性和灵性，由笔
墨而构成的中国水墨画变成了心性的流露。与装置艺术比较
就可以发现，装置是一种外在思想的结果，讲究过程和存在，
引发对某些方面的思考，也许思考范围与社会现象思潮密切
相关，而在中国画中，笔墨运作乃至画面心境的表现仍是对
人本体的一种思考和表达，是人心营构之象，其理论是心性
不为物滞。不同的文化认读，会造成不同的角度和判断并影
响到结果。也许会有人从艺术家个人面貌上，同时从美术史
的角度来观望中国画的发展，比如我们从徐渭、八大山人到
石涛再追至齐白石理出一条线索，从他们各自的面貌看美术
史的发展线索，寻找他们所处的时代及大部分画家与他们之
间的差别，也可以找到他们对新旧的阐述手法和艺术文化观
念。因此我们所说的新与旧就当代而言，如果没有限定的角
度，我认为是毫无意义的。新与旧只能存在于美术史的相比
较，就中国画而言，就是当代也要从美术史上作判断。

那么阻碍中国画发展的障碍是什么呢？我认为正因为一千年
来中国画的顺利传承，历代艺术家们从技术上丰富了中国水
墨画的笔墨技巧，学习领会和表达这些技巧就须花费毕生的
精力，笔墨的表现范围和形式就须多少人去钻研、学习、发
展，并从样式上丰富我们的美术史，而这些相对于中国画来
说还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是其一；第二，中国画在笔墨上存
在着一套与之相符合的语义，它经过历代的`阐述已形成完整
的理论，它从作品客体、艺术家本体及欣赏者三方面相互形
成一种互动的状态。这套理论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对中国画的
发展有着不利的因素。比如说，意在笔先对中国绘画和书法



都是一种硬伤，它限定了一种思维模式，再如得意忘形、得
意忘象，无限制地推崇玄学中的“意”，提高了个人的主体
性，把一种审美主体付之虚无缥缈的东西，使观者理解的天
地无限放大；第三，在作品笔墨中就可以窥视艺术家本体的
某些性情、趣味，而这些正是中国画被中国大众欣赏和体验
的客体，于是继承和发展笔墨所蕴涵的语汇成为中国画家们
的首选，笔墨所附载的精神性元素是个人的又是社会的。所
以中国画要在当代文化语境下进行变革，单从笔墨的层面上
就会遇到阻力，形象地说，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俩都说
不到一起来。笔墨是中国画包括书法的限定词，如果没有笔
墨，能否准确全面地描述中国画这个约定俗成的艺术形式吗？
能进入中国画所谓的境界吗？上海一位艺术家的水墨装置，
虽然用国画作品包裹茶具等，只能说里面有中国画的元素，
并不能涵盖中国画的文化语汇，只不过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和
语汇来表达一种当代文化里中国画的境遇。归类和艺术形式
的文化语汇虽是两码事，不能绝对化，也不能相离甚远。

中国画在制作绘制过程中，艺术家个人心境通过笔墨投射到
画面，同时由于尚意理论的引导，把生命人格的观照放在极
为重要的地位，它们相互交错在中国画的表现和制作过程中，
把审美层面从笔墨形式转换个人人格的张扬，同时反过来对
笔墨进行渗透，艺术家和欣赏者共享这种独特的审美感受，
而艺术家个人情感的私密性被一定程度的侵入。既然中国画
里蕴藏着生命人格，那么中国画还能远离人文内涵吗？虽然
全球化冲击也使中国画人文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受挫。中国画
注重个人的人性、人格，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人文意义，问
题在于它是私密化、个体化的，而没有社会现实的普遍意义。
在中国画中，内容只是一种载体，这种载体的意义被赋予笔
墨、赋予个人，这也说明了人物画在中国画体系里发展缓慢
的原因，且是主要原因。中国画关注人文的东西，并不需要
通过人物画来表现，举个例子说明，郑板桥可以通过竹子、
通过文字叙述来表达他的人文关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
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书
画印的组合，通过形象视觉表达只是其中之一，诗文同样是



画面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化界在解读中国画如
单从视觉画面的层面上来观望，也许会认为陈旧没有变化，
郑板桥只是画简单的竹子而已。西方文化界是站在他们自己
认为的国际文化语境里来解读中国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共处
经常是作为一种托词。中国艺术家们常站在传统笔墨的角度
来探讨所谓的丰富和美感，意境的塑造使中国艺术家对传统
生存环境有一种怀古的情愫，回归自然是情怀，作为心境是
不错，但如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诸如环保、自然与人的关系，
它只能交错其中的一部分。自然之道的张扬，讲究虚空的观
念，使中国的自然坠入虚静，更多与个人自我表现有关，与
整个社会生活无关，以此来显示人格的东西，因而无法进入
当今时代文化潮流中。

制作材料也是限制中国画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多种材
料的运用、综合材料的运用，在当代生活中是极为普遍的，
也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中国画材料一千多年来，变化甚
小，如果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单单靠架上绘画和纸上作画是
无法承受表达复杂社会文化主题的任务，在这个大背景下，
文化的重负就突显出来了。我在故宫看到中国皇帝书房所悬
挂的国画和书法作品时，我想，在糜暗的光线中，在狭小无
灯的环境里，国画和书法的亮敞和山水意境的表述，对环境
及所居住的人而言，从视觉到心灵都会有一种无法言明的冲
击力。但随时光流逝，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电灯出现了，
电视出现了，各种诱惑视觉媒体出现了，伴着居住环境的改
变，艺术形式的改变已是必然的，要求中国画的发展同样是
无可非议的，而且艺术在人们生活中其实已是可有可无的了。
虽说早期艺术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占据重要地位，如今艺术被
边缘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我们再也不能把艺术视为社会文化
不可缺少的，它现在只是人们与世界沟通的且微不足道的一
种工具。心灵的交涉更多地让位于其他形式的交流。

与中国画的对话方式，必须探究中国文化哲学和中华民族的
思维方式，欣赏中国画必须立足于个人本性品质，感悟个人
品性，由此引发的心境问题也是阻碍中国画发展的另一重要



因素。我一直在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中国画的共享和私密，
中国画的个体性，中国画面所呈现的境界，中国画的特殊语
汇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观望的角度。西方文化人士观望中
国画与我们在某个层面是相错而过的，我们的境遇和他们的
境遇不尽相同，虽然他们已从现代走进后现代，对艺术的观
念发生了变化，针对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已更着重于关注
疑问性且带有全球普遍意义的东西，更着重于相互之间的对
话和精神涵义，有学者认为：“在西方语境下所具有的批判
性、意识形态性和解构性的文化研究，在运用于东方语境时
会不会与传统的文学研究形成对立？”(王宁，)，对人的关
注西方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解决了，不过我认为他们只关注
于人性的复苏，很少从作品中关注艺术家的本性直至人类普
遍的情怀、情感，再者，由于中国画对人的关怀曲折地暗含
在山水、花鸟之内，不象他们直露地通过人物形象表达出来。
因此参照系不同，比较就会困难些。在当代，西方艺术家们
关注社会文化主题，直接沟通当代，中国不同，中国画可能
还会保持一种传统――曲折地、象征地来关注社会文化主题，
中西在当代的主要差别，在于他们已取消艺术的精英性，变
成消费品，而我们还保持原样。按照艺术的发展逻辑，我个
人认为从来没有单线条，经常是多元并进，虽然封闭性是中
国艺术的一个特点，但如道家所言阴阳祸福相互轮转，是好
事是坏事，也难说得清。后现代艺术社会学的东西太多，个
人独特的体验能否近距离跟大众亲近，是是非非，艺术理论
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画不能承受如此之重，这是绝对
的――因自身的形式及文化。对当今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对
话――我认为可以留给其他媒介形式或新的艺术形式，我们
只能在知学致远范围内推进中国画的发展，在发展中强调中
国画新的观念性。各个层面都要求直接对话显然是不合时宜
的，变化与停滞永远是相对而言的。

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下，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思
考：从独善其身进入兼济天下的层面，根本上改变个人经验
和个体生命观照这一模式，进入当代鲜活的生命状态，当然
在这过程中仍然要保持个体意识，发扬涵盖在中国画中所持



有的个人精神文化气质。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主题并不是中国
画这一形式的强项，但面向国际，寻找一种国际视野仍然是
中国画的任务，在保持历史传承文脉的基础上，不必强求纯
正经典的形式笔墨，以当代审美为标准，触及当代文化并画
出当代的各种体验，使中国画重新纳入公众的意识之中，从
而改变精英文化的概念，使中国画及文化变成一种可消费的
文化。同时重新审视笔墨的局限性，审视其所附载的品味能
与当代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把新的视觉经验放在首位，使个
人的技巧、风格和程式化消解为过程，而不是结果。视笔墨
的运作是个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境界只是民族心理上的
追求，更多地把我们的视点放在国际性超画面文本的解读和
表现，寻求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个人对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及
体验，撇开个人的精英情结，认识自己语言及表现形式只能
是当代所谓文化话语的一种，超越经典，创造一种符合中国
画变革的全新文化境界。生命在演变中前进，中国画的发展
未尝不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