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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光潜是当代著名美学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具有开创性的
学术价值，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

　　全书由序论和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古希腊罗马时期到文艺复兴；第二部分，17、18世纪和
启蒙运动；第三部分，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后对全书四个关键性美学问题专题研究。
对该书的主要流派中主要代表的选择是根据代表性较大，影响较深远，公认为经典性权威，可说明历
史发展线索，有积极意义因而足资借鉴的。
而在具体评述每一位美学家时，先介绍总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再分析和评价其具体美学观点，总
结其得失。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美学史（全两卷）>>

作者简介

朱光潜，我国现代著名学者，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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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到这里，康德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对象先使我们感到快感而后我们对它下审美判断呢？
还是我们先对它下审美判断而后才感到快感呢？
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审美判断力的批判是一把钥匙，所以值得聚精会神地去探讨”（第九节
），他的解答是：快感不能在判断之先，否则它就只能是纯粹的感官满足，只能限于私人的主观感觉
，而不能有普遍有效性，因而也就不能使美感和一般快感见出分别。
这问题确实是理解康德美学的关键。
要把这问题弄清楚，就要先了解康德所谓普遍的可传达性之中可传达的是什么。
他认为一般只有知识的对象才是客观的，才有可能使一切人对它都有同样的理解（这就是一种客观的
普遍可传达性或“普遍有效性”）。
审美判断既然只是主观的，不涉及概念，所以普遍可传达的便不能是认识的对象，而只能是审美判断
中的心境。
这心境有什么特征呢？
它就在于对象的形象显现的形式恰好符合两种认识功能（即想象力和知解力），可以引起它们和谐地
自由活动，就是这种心境是审美判断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它才是普遍可传达的。
其所以可普遍传达，是根据人类具有“共同感觉力”的假定，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这
种“共同感觉力”，一切人对认识功能的和谐自由活动的感觉就会是共同的，所以我对某种形象显现
起这种感觉时，这感觉虽然是个人的，主观的，我仍可假定旁人对这同一个形象显现也会引起这种感
觉，康德把这种同一感觉的可共享性叫做主观的普遍可传达性。
就是对这种普遍可传达性的估计或判定才是审美判断中快感的来源。
美感之所以有别于一般快感的正在于它有，而一般快感没有，这种对心境的普遍可传达性的估计，作
为怏感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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