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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学图书馆文库：诗论》是现代中国体系严密完整的开拓性的诗学专著，是朱光潜先生用西方
美学理论阐释中国诗学的经典著作，是四十年代四大诗论之一，为比较诗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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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
笔名孟实、盟石。
历任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
《谈美》写于1932年，是继《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十三封信”，同年1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
。
作者说：“在写这封信时，我和平时写信给我的弟弟妹妹一样，面前一张纸，手里一管笔，想到什么
便写什么，什么书也不去翻看，我所说的话都是你所能了解的，但是我不敢勉强要你全盘接收。
”历80年的时间淘洗，本书愈发显出字字珠玑的名作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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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诗的“见”必为“直觉”（intuition）。
有“见”即有“觉”，觉可为“直觉”，亦可为“知觉”（perception）。
“直觉”得对于个别事物的知 “知觉”得对于诸事物中关系的知，亦称“名理的知”（参看克罗齐《
美学》第一章）。
例如看见一株梅花，你觉得“这是梅花”，“它是冬天开花的木本植物”，“它的花香，可以摘来插
瓶或送人”等等，你所觉到的是梅花与其他事物的关系，这就是它的“意义”。
意义都从关系见出，了解意义的知都是“名理的知”，都可用“A为B”公式表出，认识A为B，便是
知觉A，便是把所觉对象A归纳到一个概念B里去。
就名理的知而言，A自身无意义，必须与B、C等生关系，才有意义，我们的注意不能在A本身停住，
必须把A当作一块踏脚石，跳到与A有关系的事物B、C等等上去。
但是所觉对象除开它的意义之外，尚有它本身形象。
在凝神注视梅花时，你可以把全副精神专注在它本身形象，如像注视一幅梅花画似的，无暇思索它的
意义或是它与其他事物的关系。
这时你仍有所觉，就是梅花本身形象（form）在你心中所现的“意象”（image）。
这种“觉”就是克罗齐所说的“直觉”。
　　诗的境界是用“直觉”见出来的，它是“直觉的知”的内容而不是“名理的知”的内容。
比如说读上面所引的崔颢《长干行》，你必须有一顷刻中把它所写的情境看成一幅新鲜的图画，或是
一幕生动的戏剧，让它笼罩住你的意识全部，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玩味它，以至于把它以外的一
切事物都暂时忘去。
在这一顷刻中你不能同时起“它是一首唐人五绝”，“它用平声韵”，“横塘是某处地名”，“我自
己曾经被一位不相识的人认为同乡”之类的联想。
这些联想一发生，你立刻就从诗的境界迁到名理世界和实际世界了。
　　这番话并非否认思考和联想对于诗的重要。
作诗和读诗，都必用思考，都必起联想，甚至于思考愈周密，诗的境界愈深刻；联想愈丰富，诗的境
界愈美备。
但是在用思考起联想时，你的心思在旁驰博骛，决不能同时直觉到完整的诗的境界。
思想与联想只是一种酝酿工作。
直觉的知常进为名理的知，名理的知亦可酿成直觉的知，但决不能同时进行，因为心本无二用，而直
觉的特色尤在凝神注视。
读一首诗和作一首诗都常须经过艰苦思索，思索之后，一旦豁然贯通，全诗的境界于是像灵光一现似
的突然现在眼前，使人心旷神怡，忘怀一切。
这种现象通常人称为“灵感”。
诗的境界的突现都起于灵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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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诗论(精)》可以说是朱光潜(1897—1986)先生的代表作之一，他也自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
书。
    《诗论(精)》是现代中国体系严密完整的开拓性的诗学专著，是朱光潜先生用西方美学理论阐释中
国诗学的经典著作。
    《诗论》是四十年代四大诗论之一，为比较诗学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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