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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广告创作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借鉴
*

姜婷婷

(防灾科技学院
,

河北 三河 0 6 5 2 0 1 )

【摘 要」当今我国广告业的发展面临着摆脱西方模式
、

创作具有中国美学特色作品 的挑战
。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表里
,

可为之提供借鉴
,

具体可在以 下三个方 面入手
:

寻求情感切入点
,

凸显
“

在心

为志
,

发言为诗
”

的表现之美 ; 注重意境创造
,

展现
“

温柔敦厚
”

的含蓄之美 ; 引用和借鉴古诗文
,

彰显
“

文抽丽锦
” “

拍按香檀
”

的

形式之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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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作为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除了经济

上的宣传效应之外
,

更集中而即时地反映出民族文

化的美学特征
。

欧美广告发展成熟
,

呈现出开放多

元的特点
,

凸显个性
,

强调感官刺激
,

擅长表现矛盾

冲突
,

精于在广告中准确捕捉商品价值作为宣传

点
,

并且当前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地使用幽默
、

荒诞
、

夸张
、

恐惧等形式传播广告讯息
。

这些特点

无疑与西方文化和美学有着紧密的关系
:
西方从古

希腊开始就形成了自由开放
、

重视个人价值
、

善于

逻辑分析
、

彰显冒险精神的文化氛围
,

二十世纪之

后
,

随着现代哲学反逻各斯中心的转型
,

西方文化

也有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

比如多元化
、

反本质
、

颠覆

与解构等等
。

可以说
,

欧美广告正是西方美学的缩

影
,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

我国的广告创作在欧美广

告中确实学习到了诸多先进技术和表现手法
,

但要

想实现从本质上摆脱欧美广告的影子
,

达到中国本

土广告的自主创新
,

还需要从中国文化
,

尤其是传

统文化人手
。

黄升民教授在 2 0 11 年广告教育研究

会第十届学术年会上指出
,

目前中国广告界的主要

变化在于
:
其一

,

广告经营理念从借鉴模仿欧美向

自主创新过渡 ;其二
,

广告文化的中国元素从技巧

元素转变为背景元素
。 「1P] 63

这些变化也给广告创作

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

即尝试摆脱西方广告模式
,

最

大限度地把握中国文化特色
,

将中国式审美嵌人到

广告创作中去
。

这就需要创作者熟悉并掌握中国

传统美学
,

寻求传统美学和现代广告之间的联系
。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又与中国古典美学相表里
,

从古代经典的文学

作品中
,

不但可以解读出具有集体无意识意义的文

化符号
,

更可 以窥见古典美学的特质
,

将其渗透至

广告创作中
。

一
、

寻求情感切入点
,

凸显
“
在心为志

,

发言为

诗
”
的表现之美

从本质论的角度上看
,

中西方美学最根本的区

别在于
“

表现
”

与
“

再现
” ,

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开始就

强调艺术是一种
“

摹仿
” ,

因此
,

西方最早的艺术大

都是造型艺术
,

以 肖似为美
,

而文学则以冷静客观

地再现生活为主
,

因此史诗和悲剧奠定了西方文学

中叙事的重要地位
。

与之相对
,

在中国古代文学

中
,

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以诗歌为代表的抒情性文

学
,

《尚书
·

尧典》中载
“

诗言志
,

歌咏言
,

声依永
,

律

和声
” ,

陆机 《文赋》中又言
: “

诗缘情而绮靡
” ,

这就

奠定了中国式的美并不是面向外界求 肖似
,

而是面

向人心内部
,

目的是
“

言志
”

和
“

传情
” , “

志
”

为思想
,

“

情
”

为情感
,

二者之中
,

诉说人生感受的
“

情
”

更是

占据主要地位
,

中国文学史上的名篇
,

不管是
“

窈窕

淑女
,

君子好述
”

的甜蜜思念
,

还是
“

岂 曰无衣 ? 与

子同袍
”

的慷慨激昂
,

不管是
“

莫道不消魂
,

帘卷西

风
,

人比黄花瘦
”

的伤感哀怨
,

还是
“

小舟从此逝
,

江

海寄余生
”

的淡定洒脱
,

都是将
“

情
”

放在首位的
,

由

此可见
,

以情感人是中国传统审美标准之一
。

欧美广告擅长以逻辑性较强 的叙述手段作为

基本构架
,

而中国的广告创作应该更多的发扬表现

传统
,

以情感为诉诸点
,

尤其是国人更重视的亲情
、

乡情
、

爱国之情等
,

这种从古代文学中形成的表现

传统
,

不但更加适合我 国创作者的思维逻辑
,

同时

也更容易为消费者接受
。

因此
,

在广告创作中更多的寻求情感切人要比

直截了当的推销产品更加有效
。

可 以通过营造温

馨和谐的家庭氛围
,

构建 日常生活中的情感叙事
,

凸显商品在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中的作用等方式

作为广告的基调
。

如金龙鱼食用油广告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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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出春节将至的喜庆氛围
,

几个手持灯笼的孩子唱

出
“

亲爱的爸爸妈妈在等我
,

等我快回家
” ,

似乎是

传统文学中游子思乡母题的再现
,

不需要其它的补

充
,

便将食用油与家乡亲人的团聚联系到一起了 ;

雕牌洗衣粉广告以孩子偷偷帮下岗的母亲洗衣服

为切人
,

以
“

妈妈
,

我能帮您干活了
”

为广告词
,

既强

调了该产品的用量节省和清洁能力
,

又让消费者感

于母女的殷殷情深 ;百年润发洗发水广告中
,

以尘

世的沧海桑田做背景来衬托人世间最具戏剧性
、

也

最感人的爱情故事
,

让浓浓爱意随着一瓢清水冲洗

的青丝秀发细细流淌
,

使得此洗发水成为中国式爱

情的符号性代表
。

这些创意看似与古典文学无关
,

但实际上传承的正是古代文学中
“

诗缘情
”

的表现

特征
,

符合国人重情感求和美的传统心理
,

并给产

品带来了附加价值
。

所以在广告创作中应在推介

产品的同时更重视作品中传递的情感以及情感的

表现方式
,

以情动人
,

这些已经形成传统的特质即

使用现代的场景去表现出来
,

仍然可以深刻地打动

人心
。

二
、

注重意境创造
,

展现
“
温柔敦厚

”
的含蓄之

当全
二户二

虽然中国文学善于表现情感
,

但这种表现绝不

是过分强烈的
,

而是温柔敦厚的
,

从《诗经》开始
,

我

国文学创作就形成了这个美学传统
,

即孔子在《论

语
·

八俏》中所说的
“

乐而不淫
,

哀而不伤
” 。 “

求之不

得
,

痞寐思服
,

悠哉悠哉
,

辗转反侧
” ,

虽相思而不逾

矩
, “

抽刀断水更流
,

举杯消愁愁更愁
” ,

虽忧愁而不

哀号
, “

众里寻他千百度
,

蓦然回首
,

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
” ,

虽幸福而不狂喜
,

中国传统式的情感是欲

语还体
,

深沉舒缓的
。

由此联系到广告创作上可

知
,

中国式的广告并不适合直接照搬西方式过分强

烈和明显的情感表达
,

应该适可而止
,

展现出
“

温柔

敦厚
”

的审美特质
。

从表现情感的方式上看
,

在古

代文学作品中
,

这种亲近浑融的审美情感是与含蓄

的形式表现紧密相连 的
。

在中国古典美学领域
,

“

意境
”

这个词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

这是一个纯

粹中国式的美学概念
,

中国古代的文学家和美学家

用了众多文字来诊释这种美感
:
司空图

“

诗家之景
,

如兰 田日暖
,

良玉生烟
,

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

也
。 ”

严羽
“

盛唐诸人惟在兴趣
,

羚羊挂角
,

无迹可

求
。

故其妙处透彻玲珑
,

不可凑泊
,

如空中之音
、

相

中之色
、

水中之月
、

镜中之花
,

言有尽而意无穷
。 ”

简

而言之
,

所谓
“

意境
”

其实是中国式情感的表现方

式
,

并非是如西方式的直接表白
,

而是在形式上注

重情景交融
,

在结构上讲究虚实相生
,

以达到
“

言有

尽而意无穷
”

的审美效果
。 「2P] 217

一

221 在古代经典文学

作品中
,

无一不是将情感与景物紧密交织
,

并且以

有限表现无限
,

构建出精妙意境的
。

因此在中国古

典文学中
,

一花一物皆有情
,

表现分离之苦
,

不说心

碎
,

而是
“

碧云天
,

黄花地
,

西风紧
,

北雁南飞
,

晓来

谁染霜林醉
,

总是离人泪
” ,

回忆相聚之欢
,

不说繁

华
,

而是
“

舞低杨柳楼心月
,

歌尽桃花扇底风
” ,

苏轼

悼念亡妻
,

将肝肠寸断之思寄予明月松冈
,

杜牧抚

今追昔
,

将百年兴衰之叹付诸烟雨楼台
,

这种情景

交融的表现方式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基本样貌
,

决定

了中国式情感的表现应是含蓄传神
,

并且诉诸于具

象表现的
。

另外
,

中国文化的含蓄之美还表现其大

多采用以有衬无
,

以实写虚的方式
。

如绘画艺术中

的
“

留白
” 、 “

点染
” ,

总是三言两语将最重要的部分

描绘出来
,

而更多的情感和景致交给读者去 自行体

会
,

比如杨慎的 《临江仙》
,

一句
“

青山依旧在
,

几度

夕阳红
”

短短十个字中包含的是无限苍茫的古今之

思
,

这与西方式的详尽写实手法完全不同
。

即使是

叙事性作品
,

中国文学也同样会重视构建这种含蓄

的意境之美来烘托氛围
,

表达感情
,

如《水浒传》中

写景阳冈
“

一轮红 日
,

厌厌的相傍下 山
” ,

林冲夜奔

前
“

纷纷扬扬地卷下一天大雪
” ,

只几个字就将当时

的情境展现出来
,

同时表现人物的处境和心理
。

中国文学的这种美学特征也同样可 以给广告

创作以启示
,

当前中国很多广告都是通过赤裸裸的

宣传甚至重复广告词的方式出现的
,

虽能够给人以

深刻的印象
,

达到营销效果
,

但并不能给人美感
,

甚

至引人厌恶
。

如果说西方广告淋漓极致地发挥了

其开放 自由的文化特征的话
,

中国式的广告更应该

表现传神含蓄的意境美
,

在产品优势的宣传上
,

不

是直接陈述
,

而是尽可能地以简短的场景或事物去

呈现
,

追求
“

实者逼 肖
,

虚者 自出
”

的效果
,

这里的
“

虚
”

指广告的主题
, “

实
”

指广告的内容
。

如白沙集

团的广告
:
宁静如镜的湖面

,

灰暗的天空
,

一个中年

男子重重的脚步迈向湖边
,

远处
,

几只白鹤在浅水

处嬉戏
、

助跑
、

腾空
,

振翅飞向蓝天 ;随着 白鹤的腾

空飞翔
,

画面逐渐明亮
,

男子凝望飞向远方的白鹤
,

双手并举舒展地做出飞翔的手势
,

伸向天空
,

画外

音响起
“

鹤舞白沙
,

我心飞翔
” 。

这则广告主要目的

是凸显白沙集团创想
、

自由
、

向上的品牌理念
,

正是

通过含蓄优美的意境营造展现出来
,

广告使用的主

要意象
:
白沙

、

白鹤
、

湖水
,

既是集团所在地湖湘文

化的代表
,

同时也是在传统绘画诗词中常出现的意

象
,

整个画面动静结合
、

错落有致
,

人与自然和谐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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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

给观赏者一种天人合一的美感
。

最重要的是
,

通过人心随白鹤起舞的描绘
,

突出了
“

飞翔
”

的企业

核心
,

将想传达的内容含蓄地表现在短小的场景

中
,

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
。

另一则中国银行的广告

则选取了静谧的竹林作为背景
,

一黑衣少女在竹林

中冥想
、

漫步
, “

竹动
” 、 “

风动
” 、 “

心动
”

的字幕接着

出现
,

最后
,

在一片青绿的竹林之前
,

出现
“

有节
,

情

义不动
”

字幕
。

没有画外音
,

也几乎没有背景音乐
,

整个画面本身就带有中国传统的含蓄蕴藉特质
,

而

且
,

在中国文化中
,

竹子一直是君子风骨的象征
,

作

为银行的广告
,

以竹子为视觉符号
,

巧妙地避免了

财富
、

金钱等俗套
,

强调了刚直不阿
、

重信重义行业

精神
。

意境美的创造需要对古典作品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
,

尤其李煌
、

王维
、

苏轼
、

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

都是很好的例子
,

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反复欣赏和

比较
,

理解情景交融和虚实相生的特征
。

还可以尝

试将经典的诗词用广告场景的方式描绘出来
,

再从

已有的广告作品中寻找有意境的作品
,

对其进行分

析赏鉴
,

这样由模仿到创作
,

慢慢地摸索出意境创

造的方式和思路
。

三
、

引用和借鉴古诗文
,

彰显
“
文抽丽锦

’

川拍

按香檀
”
的形式之美

国学大师钱仲联在《梦苔庵论集 》论及古典诗

词的鉴赏中
,

强调必须抓住两个关键
:
诗词的

“

声
”

与
“

色
” 。 「3]

所谓
“

色
” ,

即诗词的文采与藻饰
,

诗人通

过修辞设色
,

描绘生动的形象
。 “

声
” ,

即诗词的声调

和音节表现于格律之中
,

呈现声韵和谐的美感
。

这

两个方面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是缺一不可 的
。

中国

传统文学以诗词为主
,

最早的诗歌形式是
“

诗
” “

乐
”

“

舞
”

三位一体的
,

从它产生 的那天开始就注定了其

形式上的美感在于辞藻华美和韵律和谐
,

古典文学

一贯重视语言文字的锤炼
,

汉语之美在中国古典作

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

先秦时期相对简朴稚拙
,

但

刘册也赞美其
“ `

灼灼
’

状桃花之鲜
, `

依依
’

尽杨柳

之貌
, `

果果
’

为 日出之容
, `

渡渡
’

拟雨雪之状
, `

嘈

嘈
’

逐黄鸟之声
, `

腰腰
’

学草虫之韵 ;
`

皎日
’ 、 `

彗星
, ,

一言穷理 ;
`

参差
’ 、 `

沃若
’ ,

两字穷形
。 ”

这种质朴

平易的语言风格到汉大赋时期就已演变得浓墨重

彩
,

宋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也说
: “

诗至三谢
,

如玉人之攻玉
,

锦工之织锦
,

极天下之工巧组丽
,

而

去建安
、

黄初远矣
。 ”

至唐代之后
,

字词的锤炼之功

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

辞藻的表现力
,

风格的多

样性都已十分成熟
,

所 以文学史上一直流传着如
“

红杏枝头春意闹
” , “

云破月来花弄影
”

这样精辟而

美丽的佳句
。

除了文字本身的优美之外
,

古人也重

视音韵的作用
,

现代心理学证明
,

声音的高低错落
、

起承转合与人的情感表现能够达成同构
,

可 以说
,

韵律是文字的
“

情绪
”

和
“

个性
” ,

字调的刚柔
、

长短
、

轻重
、

平仄
、

韵律不但能与内容结合起来更有效地

表现情感和思想
,

更能够呈现出一种独立的音乐 的

美感
,

这一点在格律诗和词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

对于广告中的文案而言
,

应该挖掘和发挥出汉

语的美感
。

具体来说
,

可 以采用两种方式
:
一种是

直接引用和依托古典诗文作为软推销文案
,

如酒类

广告可 以引用李白众多关于酒的诗句
,

景区或楼盘

也可大胆引用山水佳句
,

有的商品品牌名字也可嵌

人诗文中
,

如
“

借问酒家何处有
,

牧童遥指杏花村
”

(杏花村酒 )
、 “

惟有牡丹真国色
,

花开时节动京城
。 ”

(牡丹电视 )
、 “

春来江水绿如蓝
”

(春兰空调 )
。

这是

比较浅层次的
,

需要丰富的诗文储备
。

另外一种要

更难
,

但也更深刻
,

就是并非直接引用
,

而是借鉴和

摹仿古典诗文来创造文案
,

这就要求创作者有较深

刻的古文功底
,

能够驾驭文言字词
,

懂得基本句法
,

掌握诗词格律的基本要求
,

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

训练
,

给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如
“

一品黄山
,

天高云淡
” 、 “

悠悠岁月酒
,

滴滴沱牌情
”

采用诗词的

平仄
、

韵脚
、

声律
,

既有古典诗文的形式美
,

又精确

地表达出品牌的文化内涵 ;青岛啤酒的藏头诗广告
“

青翠纷披景物芳
,

岛环万顷海天长
。

啤花泉水成

佳酿
,

酒 自清清味 自芳
。 ”

更是以完整的诗歌创作为

广告增加了吸引力和文化感
,

读起来朗朗上 口 ; 中

国银行系列广告的广告语
“

止
,

而后能观
, ,

巧妙地化用

了《大学》中
“

知止而后有定
,

定而后能静
,

静而后能

安
,

安而后能虑
,

虑而后能得
。 ”

的形式和内涵
,

彰显出

深厚的品牌文化
,

达到了
“

文质彬彬
”

的审美效果
。

总之
,

在当前中国广告业飞速发展
,

面临新的

挑战的时代背景下
,

要想走出西方模式
,

创作出有

中国特色的广告作品
,

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

经验
,

以上仅尝试讨论广告创作在审美层面上对中

国古代文学的吸收和借鉴
,

求教于方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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