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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巫文化的美学内涵及其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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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巫文化的渊源、内涵以及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巫文化是上古时

期人类在繁衍生息、推进社会发展中创造的一种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原始文化。

巫文化从“人的自然化”； 无羁想象与浪漫精神；以“和”为美等多种形式中

体现出了许多华夏的美学特征。为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绘画艺术、音乐与舞蹈艺

术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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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巫文化的含义  

“有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处，是谓巫民。巫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

不稼不穑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

谷所聚。”（摘自《山海经•大荒南经》）  

《山海经》里有一个出现频率高达 24 次之多的字，这就是“巫”字 。 “巫”

是破译《山海经》的关键。《辞海》对“巫”字的解释是：“古代称能以舞降神

的人。”这个说法源于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许慎认为，从造字法来看，

巫字“象人两袖舞形”。“通过唱歌跳舞来通达神仙”，可以说是古代巫术的主

要特征。  

    巫文化是一种有神论文化，它是原始社会早期由无神论状态进入到有神论状

态的主要表现，巫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是“万物有灵”的观念和后来的图腾崇

拜，尤其是其中的鬼神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万物都是有神灵的，这些神灵无时无

刻不在影响和左右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进而形成敬畏鬼神、乞求鬼神等巫文化观

念体系。  

二、巫文化对艺术的影响  

巫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

影响，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产生与发展。  

受巫文化影响的道家在继承和发挥巫术观念、使巫性力量趋向理性的同时，又带

有浓重的空想浪漫成分。如老子所言之“无为而无不为” ，庄子所言之“判天

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等，使原始巫性观念不仅扩大化，并且更诗

情化了。现在，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面具”就是巫文化时代原始图腾的遗影，

也是泛巫意识的充分表现。西南各少数民族流传至今的各种赞颂歌舞，招魂活动

等，也都说明了与巫文化的血缘关系。  

三、巫文化艺术的美学特征  

远古巫文化时代，是点燃文明火炬的时代，也是文明起源时期人类精神与智慧启

动、萌芽时代。灿烂琦丽的巫文化艺术拥有着文明起源时期人类的丰富精神内涵，

从多种形式中体现出了许多华夏的美学特征。  

1、人的自然化  

“人的自然化”是从具有巫性观念并受巫文化影响的道家思想中体现而出。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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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很强调“自然”。这种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境和他们的文

艺、美学。这种受巫文化影响的道家之“自然”思想强调的便是“天地有大美而

不言”，强调自然、突出自然，追求美与艺术的独立。  

2、无羁想象与浪漫精神 

中国古代南楚故地是受巫风影响的地域,它标志着远古巫文化遗俗在这里得到延续。无论工

艺、绘画、文学以及对世界的总体意识等，其想象力总是丰富多彩、浪漫不羁，情感又是非

常炽烈、顽强，给人的感受是相当强烈、鲜明又多姿多彩。屈原的《离骚》就体现了这种具

有巫性色彩的浪漫主义精神，他将远古巫文化时期所具有的天真、忠实、热烈、浪漫的种种

精神，极好地保存、延伸了下来。  
3、以“和”为美  
“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来源于远古巫文化时代人类的日常生活、巫

术祭祀。远古的巫师们在引导众人排解忧愁、迎战劫难和生命的威胁时，就以和谐的歌声与

肢体语言来配合，这些美妙的歌声、肢体语言及舞蹈动作都共同构成了一种和谐之美，并以

此引发了人群心理与情感的和谐。 “和”追求的是人体身心、社会秩序、宇宙万物相联系而

感应的谐和存在，彼此都适度的相互调节、协同、沟通和均衡。  
4、有意味的形式  
在原始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图腾形象、纹样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各式各样的曲线、直线、

水纹、漩涡纹、三角纹、锯齿纹相继而产生。这些形象由写实到抽象化、符号化，由再现(模
拟)到表现(抽象化)，由写实到符号，这便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是美作为“有
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  
巫术礼仪的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成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它的原始图腾含义在得以继

承的同时，又得到了加强。由远古巫术，图腾艺术中发展而来的“有意味的形式”经历了历史

性的演变，同时对后世的中国传统艺术(绘画、诗歌)等也有较深影响。  
四、巫文化的艺术创作与表现  
重庆远古巫文化学会会长江碧波教授，从事了多年的巫文化艺术创作与研究，积累了丰富的

艺术感情与经验。用其对巫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和个性化特色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了一件件具

有个性化艺术生命力、美丽而又感人的艺术杰作。  
《气口》是在巫溪县巫文化基地“汉风神谷”中创作的一座新型环境雕塑作品,该作品高 6 米,
材料为一具废弃的锅炉,经过电焊切割,重新设计组合焊接,再着色处理,使之成为富于神秘色

彩并与原始文化和山川野趣相吻合的现代构成艺术作品。《气口》的造型有动画机器人的犟

劲,有现代的幽默,其色彩运用了野兽派特有的强烈与大胆,显示出了原始的天真、浪漫。  
在巫溪双溪溶洞,利用洞中岩石本身,距离地面 100 公尺高处的摩崖造型,塑造了十巫雕塑。在

这批溶洞雕塑的艺术创作中,奉行了“道法自然”这一中国艺术原则,坚持将十巫的雕塑造型与

溶洞石壁自然融为一体,达到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最高境界。  
她还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巫文化内容的国画作品，这些作品主要是采用写意畅达的情感描绘，

表现出如抒情诗一般的浪漫情怀，并体现其真诚的艺术情感投入。如《天赐盐泉》描绘了远

古人类感谢神灵上苍恩赐盐泉的场景，表现了人们对上天的淳朴感激之心以及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追求；《寻觅》体现巫文化中所包涵的天人同构的精神，是天人合一,怡情于自然

之美的颂歌；《舞者壮哉》以狂放笔力，简练的艺术语言，描绘了情感强烈、感情外露的原

始舞蹈动作，充满了生命之张力；体现女性美的神女或巫姑，不仅在于那流畅起伏的曲线，

更在于那朴实无华的心灵美，如《峪浴》，作品释放出来的是女性特有的意识情怀，表达出

女性与自然相融的和谐之美。其众多国画作品中，在表现一种伟大母爱的同时，也表现出人

类深厚的思想道德情感和作者丰富的造型艺术想象力。  
    综上所述， 巫文化艺术具有丰富的美学内涵，它渗透并影响了阴阳学说，老庄哲学、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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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诗歌。为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绘画艺术、音乐与舞蹈艺术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远古

巫人将自然界万物的规律内化为自己内在生命规律，使自己成为大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他

们追求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精神与思维方式，逐步地演化为了“天人合一”的美学思想。这一重

要的美学思想主要由道家提出，它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哲学、宇宙观、艺术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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