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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将经典学术名著全新通俗化编译的《经典通读》丛书终于要和读者见 面了。
 说起来很有意思，策划这样一套大型普及版学术丛书，源于一次常规 的新编辑培训。
其间有老编辑教育新人，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编辑，涉猎 一定要广，多读书至关重要。
大家很自然地谈起应该读什么书，于是亚里 士多德、孟德斯鸠、休谟、卢梭、黑格尔、达尔文、马克
思、爱因斯坦等 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大师的名字及其相关著作 被提了出
来。
但接下来的即兴调查却让人大吃一惊!在座的新老编辑近三十 人，无论从学历还是所从事的职业看，
怎么也属于知识阶层的人，但通读 过《政治学》、《战争论》、《相对论》的竟然没有；读过《人性
论》、 《法哲学原理》、《资本论》的仅有一人；读过《社会契约论》、《物种 起源》、《国富论
》的两人⋯⋯大家突然惊奇地发现，对这些名家名著我 们几乎都是只闻其名未见其详，阅者寥寥，令
人汗颜。
 为什么从中学到大学都耳熟能详的这么多传世经典学术名著，我们居 然都没有拿起来读一读，真值
得好好反思一下。
于是我们就此进行了简单 的问卷调查，结果可想而知，上面提到的这些经典学术名著，读者阅读率 
低得惊人。
令人欣慰的是，同样的调查也表明，相当多的人都非常想读这 些“人人皆知”但“人人皆未读过”的
学术经典。
之所以此前没有读过， 与这些经典著作艰涩难懂或篇幅太长有很大关系。
作为普通读者，大家只 是想简单了解这些学术名著，并不需要深入研究。
所以，几千年上百年的 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字的鸿篇巨制⋯⋯都 成
为挡在学术名著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鸿沟，是阻碍经典学术名著从“人人 皆知”到“人人皆读”转变的
关键! 要实现这种转变，让经典学术名著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重要。
换言 之，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只有 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经典通读”。
虽然现在我国的出版事业极其繁荣，然 而多数学术经典名著至今却尚未有通俗普及本，对普通读者而
言，这不能 不说是一件憾事。
历史上，康德曾不得不作《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以相 对通俗的表述推广普及其《纯粹理性批判》；
休谟更不得不作《人类理智 研究》，乃至尝试亲自撰写《(人性论）摘要》，以补救其艰深的《人性
论 》出版时所遭到的冷遇。
 鉴于此，我们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精选出二十部 经典学术名著，组织一批学有
专长的青年学者，编译改写成全新的普及本 ，推出了这套《经典通读》丛书，希望使普通读者也能来
共同领略经典名 著的思想精髓，从而达到丰富知识和充实、提升自我的目的。
我们这里所 谓的“通读”，就是想通过普及本的通俗化，使普通读者也能轻松通读经 典，而不至于
让经典只是成为装点门面的摆设，或成为催眠的道具。
 出于这个目的，在内容上，我们一方面将一些大部头经典做了瘦身， 力求这个版本能化繁为简，提
炼出原著精华；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字量虽 不多，但因时代久远或表述拗口的知名精短著作进行了大
胆扩充，使之更 加通俗易懂又质朴流畅。
同时在封面、版式设计上，我们也尝试改变传统 学术著作的固有风格，力求生动活泼、图文并茂，从
而使普通读者能把握 要旨，轻松、快速阅读。
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 ，希望这套《经典通读》丛书有“替代”原著的作用
，能满足大致了解原 著的基本需要；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 入门
和辅助补充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编辑思想难度很大。
目前对国内外文学作品的简 写或改编的尝试较多，也较为成功，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学
术名著的简写或改编的尝试则比较少，像我们这样成规模重新编译改写的 更是很少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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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朋友质疑我们将经典通俗化的意义，认为原著难懂可以去看解读 文章啊。
我们以为，尽管有些经典名著可能不乏有解说性的文本，但这毕 竟只是解说，而且还是解说者的“一
家之言”，既无法让读者看到作品的 原有概貌，也无法让读者领略到作品原有的内涵和韵味。
所以，能够通俗 展现经典学术著作的原汁原味必要且重要。
 大师们的学术著作所表达的很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在 当时绝对都是超前的思想火花
。
所以对这些先进思想的表述，不可能在当 时的历史背景下就达到通俗易懂、传播普及的程度。
正是经过时间长河的 积淀和考验，通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才能将其更好地诠释出来。
《经典 通读》丛书本着这样的理念，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进行推广普及，希望能 让更多的读者分享
到人类思想的硕果，真正做到“以文化人”的出版境界 。
 我们和众多专家学者一起，经过难以想象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丛 书面世的一天。
我们不敢奢望像康德和休谟自己改写其著作那样使这个通 俗普及本也成为经典，但我们确实希望这套
《经典通读》丛书能够使读者 对经典不再望而生畏，真正实现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
 客观地说，受限于能力和水平，这样的一个版本不当之处肯定不少。
 但鉴于我们美好的编辑初衷，勤奋刻苦的编写态度，请读者原谅我们的疏 漏，不妥之处还请不吝批
评赐教。
 最后，我们还是想说，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
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 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 直接
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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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丹纳一生著述宏富，在文学史及文学批评方面有《拉封丹及其寓言》 (1854)、《英国文学史》(1864
一1869)、《评论集》、《评论续集》、《评论后集》(1858、1865、1894)；在哲学方面有《19世纪法
国哲学家研究》(1857)、《论智力》(1870)；在历史方面有《现代法兰西的渊源》12卷 (187l～1893)；
在艺术批评方面有《意大利游记》(1871—1893)及《艺术哲学》(1865一1869)。
列在计划中而没有完成的作品有《论意志》及《现代法兰西的渊源》的其他各卷。
    《艺术哲学》一书原系按讲课进程陆续印行，次序及标题也与定稿稍有出入：1865年先出《艺术哲
学》(即今第一编)，1866年续出《意大利的艺术哲学》(今第二编)，1867年出《艺术中的理想》(今第
五编)，1868至 1869续出《尼德兰的艺术哲学》和《希腊的艺术哲学》(今第三、四编)。
    今天正式成书出版的《艺术哲学》一共分为五大编，即第一编《艺术品的本质及其产生》，第二编
《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绘画》，第三编《尼德兰的绘画》，第四编《希腊的雕塑》，第五编《艺术中
的理想》。
全书洋洋洒洒三十余万言，分别从艺术理论和艺术史两方面来论述，其中第一编和第五编属于艺术理
论，第二、第三、第四编属于艺术史。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丹纳理论功底的深厚，以及对意大利、尼德兰、希腊的艺术历史的熟悉。
因为本书的基础是讲义，所以丹纳为了不使本书枯燥无味，就尽可能搜集各种原始史料、小说、史书
、文献、轶文，使得整部书文笔较为生动，充满鲜活的实例和生活元素。
当然，这也同时带来了一些缺点，就是有时引用材料过于庞杂，没有选择性，因此使得全书有些地方
显得太过臃肿。
    丹纳的《艺术哲学》一书既是他的代表作，也集中反映了其艺术思想和哲学思想。
因此，要想考量其艺术思想和哲学思想的根源，就要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说起。
    丹纳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个极度骄傲和膨胀的时期，这种骄傲和膨胀就体现
为欧洲中心论，此观点在丹纳的著作中也可看得出来。
究其原因就在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人逐步从
宗教思想禁锢的蒙昧状态中苏醒过来，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迅速发展，影响到整
个欧洲。
欧洲在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下，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物质也变得丰富无比，这让欧洲人对
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丹纳自然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世界
上一切事物，无论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灭，都
有规律可循。
因此，丹纳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规律、证明规律。
同时，他还深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影响。
孔德认为，理性已经渗入到自然科学的每个角落，很自然的也进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因此，孔德第一次把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纳人到观察科学的范畴，把观察的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
而丹纳深受其影响，提出了自己的实证主义文艺理论。
他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两大理论：一、“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二、艺术批评的三种尺
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
前者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后者则强调了艺术批评的客观性。
    具体而言，受达尔文进化论和孔德实证主义的影响，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古希腊的雕塑为例，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
三个因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因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 外部压力”
，时代则是“后天动力”。
丹纳的三要素理论是有历史渊源的。
早在18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和居民的宗
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而且同气候、地理条件及农、猎、牧等各种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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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有极大关系。
斯达尔夫人承袭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进
一步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
不仅如此，宗教信仰、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
斯达尔夫人的这种观点为丹纳的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
除此之外，对丹纳影响较大的还有黑格尔。
黑格尔虽然是从“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但他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古希腊神话的分析
，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极大的重视。
可以说，丹纳是把盂德斯鸠的地理说、斯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
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理论，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完整的学
说。
    我们从丹纳的三元素说可以看到民族特性对艺术家和作家的人生态度、理想、性格、情感等方面的
持久性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环境、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对文化艺术发展的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从三元素理论出发，详细论证了他的看法。
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与拉丁民族的艺术不同，前者更浑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
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
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
、苦闷、挣扎的艺术。
这些观点无疑极具启发性，当时很多的文艺研究主要从既有观念出发，或仅仅围绕作品情节、人物进
行研究，经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去考察。
因此，丹纳的三元素说无疑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纳还认为，艺术批评不是随意的、主观的，而是有着自己的客观标准的。
这个标准就是他提出来的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
的集中程度。
理解丹纳的三个尺度，需要首先理解他的“特征”概念。
    在丹纳看来，一切事物的特征都是处于主要地位的，正是这种处于主要地位的特征，使得此事物区
别于他事物。
因此，他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把一个对象的主要特征，表现得越占主导地位越好，越明显越好。
艺术家为此要删去那些遮掩到主要特征的东西，重点表现的是具有主要特征的东西。
因而，艺术品的目的是要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这要比实际事物表
现得更清楚更完全。
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各个部分的关系是有计划
地去改变的。
在雕塑、绘画、诗歌三种模仿的艺术中，总体是与实物相符的。
可见，正是把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当作艺术本质的观念，导致丹纳提出了衡量艺术作品价值的三
个尺度。
    “特征重要的程度”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即其价值取决于那个特征的稳固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
在丹纳看来，最稳固、最接近本质的东西，则是种族的特征，因为种族这一因素深刻而持久。
所以，深刻而持久的特征对于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特征有益的程度”则是指艺术所包含的道德教育作用。
用丹纳的话说，就是艺术价值在于，别的方面都相等的话，表现有益的特征的作品必然高于表现有害
的特征的作品。
假如两部作品以同等的写作手法介绍两种同样规模的自然力量，表现一个英雄的作品就比表现一个懦
夫的作品价值更高。
“效果集中的程度”是指艺术作品各个方面的元素通力合作去表现特征的程度。
因为只有把元素所有的效果集中的时候，特征的形象才格外显著。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效果的集中主要表现在人物、情节、风格三者之间要保持平衡、和谐配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哲学>>

    以上就是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阐发的两大理论观点。
从艺术研究与批评的角度来说，丹纳是从社会学角度探讨艺术作品及其属性的，因而必然要探讨有关
社会因素对文艺创作和发展的影响乃至决定作用。
此种研究方法对于文学艺术来说，是一种注重从文学艺术外部进行研究的视角。
因此，丹纳的社会学角度，特别是从这一角度对许多文艺现象所作的解释是十分可贵的。
与他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注重从文学艺术的外部来研究，同时揭示了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根
本动力是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的文学艺术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这种研究较为科学地说明了它们
二者之问的关系。
因此，丹纳做了很多实证性的研究，但他对精神现象的解释只限于上层建筑领域，而没有触及到作为
社会基础的经济生活方面，因而使其文学艺术社会学的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但他毕竟还是从这个角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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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级的原则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艺术哲学>>

章节摘录

　　八 法国大革命后的现代社会文化 17世纪的法国社会并不持久，因为政府是独裁的政府，国王把大
量的 好处送给宫廷中的贵族和亲信，引起了广大平民的不满。
这些平民们已积 聚了不少的财产，拥有了知识，且人数众多，因此，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高 涨，势力
也越来越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
在经历了 革命后长达十年的混乱之后，法国建立起了一个民主与平等的制度。
在这 样一个社会制度中，普通人通过考试便可担任公职。
同时，工业机器的发 明与风俗的日趋温和，极大地改善了普通人的生活，让普通人享受到大量 的娱
乐和便利，同时统治的权威也在下降，人与人之间变得越来越平等。
 总而言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苦难和压迫减轻了许多。
 但是，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也出现了。
最明显的问题就是野心和欲望 的抬头。
人们在得到安乐和幸福后，就认为得到这些都是应该的，得到的 越多要求得也越多。
同时，随着实验科学的发展，教育的日益普及，自由 的思想越来越大胆。
以前的信仰问题由传统和宗教来解决，可是现在，人 们摆脱了传统和宗教，就靠着自己的才智在每条
未知的路上去摸索，不断 地提出各种各样的学说，用这些学说告诉我们一个个新的主义，并向我们 
许诺，我们遵循了这些主义，便会获得美满的幸福。
 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思想和精神影响很大。
在这样的时代，群众 最感兴趣，最表同情的主角，就是那些苦闷而多幻想的野心家，如浮士德 、维
特等人，他们的感情永远得不到满足，有的只是莫名其妙的烦躁。
导 致他们苦闷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他们生活得太过于舒适了。
因为现在的 生活变得十分的舒适，人们经历的苦难很少，所以经不起任何的小灾小难 ，慢慢地变得
娇生惯养，神经脆弱而敏感，不大能适应实际的生活。
其实 我们都知道，生活是要用辛苦与劳动去应对的；其次，他们是怀疑派。
宗 教信仰动摇了，新事物和新主义出现得过于频繁，这让年轻人很容易就失 去方向。
他们努力去寻找真理和幸福，但是却时时迷失方向，得到的东西 都不能满足他的欲望，没有节制的欲
望让他变得更加烦躁，最后连自己也 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病称为“世纪病”。
 受到这种时代环境的影响，出现了谈玄说理、凄凉哀怨的诗歌，这样 的诗歌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风
靡一时。
在绘画方面也有类似的情形出现， 绘画中追求骚动狂乱的风格、戏剧化的效果，同时还用混乱的思路
打乱流 派，破坏既有的技法，以期创作出新的绘画作品。
 这样的时代环境还影响到音乐。
因为音乐比其他别的艺术更适宜表现 漂浮不定的思想和欲望，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当近代的民主
制度引起 骚乱、不满和希望的时候，音乐普及到整个欧洲，与群众的需要一拍即合 。
 九 艺术作品产生的规律 通过以上的例证，我们可以总结出艺术品产生的规律了，这就是艺术 品的产
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以上我们总结了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古希腊时期是好战与蓄养奴隶的 自由城邦；中世纪是蛮族的入
侵，政治上的压迫，狂热的基督教信仰；17 世纪是宫廷生活；19世纪是工业发达、学术昌盛的民主制
度。
这些时代都 是人类经历过的时代。
 这些不同的时代，会培养人的不同的需要、才能和感情。
在古希腊时 代，培养的是肉体的完美与机能的平衡；在中世纪，培养的是幻想过于活 跃，漫无节制
、极其敏锐的感觉；在17世纪，培养的是上流社会的礼法和 贵族社会的尊严；到了近代，则培养一发
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得不到满 足的苦闷。
 假如这些感情、需要、才能都表现于个人身上，并且表现得很好的话 ，那么就形成了那一个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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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物，成为那个时代普通人钦佩和同情 的典型：在古希腊，这个人是血统优良，擅长各种运动的
裸体青年；在中 世纪，则是出神入定的僧侣和多情的骑士；在17世纪是修养完美的侍臣； 而在近代，
就是不知满足和忧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维特。
 中心人物在艺术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所以艺术家介绍给群众的 就是这样一个中心人物，或者是集中在一个生动的形象上面，如绘画、雕 
塑、小说、史诗、戏剧等模仿艺术。
当然，像在建筑和音乐这两门艺术中 ，并不创造人物，而只唤起情绪，将其诉之中心人物。
因此，艺术家的全 部工作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或者是表现中心人物，如绘画、雕塑、小说 、史诗
、戏剧等模仿艺术，例如古代雕像中的《梅莱阿格尔》和《尼奥勃 及其子女》、拉辛悲剧中的阿伽门
农和阿喀琉斯等都是表现中心人物的； 或者是诉之于中心人物，如音乐和建筑等艺术，例如贝多芬的
交响乐、大 教堂中的玫瑰花窗等，都是向中心人物说话的。
综上所述，“一切艺术都 决定于中心人物”，因为一切艺术都只不过竭力表现或是讨好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可以得出一个艺术品产生的公式，可以将此公式 表述如下：第一阶段，是这个
时代的总的形势，如近代社会，总的形势就 是工业革命的到来，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生活水平的极
大提高以及信仰 的坍塌；第二阶段，不同时代的总的形势产生不同时代的不同的特殊倾向 与特殊才
能，如近代社会的到来，导致了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满足 的苦闷；第三阶段，不同的特殊倾向
与特殊才能占了优势后产生了一个中 心人物，如那种野心和苦闷造就了浮士德和维特这样的人物；第
四阶段， 艺术家用声音、形式、色彩和语言把中心人物变成形象，或者肯定中心人 物的倾向和才能
，如歌德创作出了浮士德和维特。
 这四个阶段共同构成了一个体系，在此体系中，第一阶段带出第二阶 段，第二阶段带出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带出第四阶段，其中一个阶段略有 变化就会引起以下各个阶段的相应的变化，同时表明以前
的阶段也有相应 的变化，所以我们可以凭着这个体系向后推断或是向前追溯。
因此，一切 艺术品的产生过程都可以据此公式来判断。
 P2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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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艺术哲学》是“一部有关艺术、历史及人类文化的巨著”，“采用的不是一般教科书的形式，
而是以渊博精深之见解指出艺术发展的主要潮流”。
丹纳主张研究学问，应“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规律，证明规律”。
他认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都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
从这原则出发，阐扬了意大利、尼德兰和古的艺术流派。
最后一编“艺术中的理想”，为丹纳的美学。
全书不但条分缕析，明白晓畅，而且富有热情，充满形象，色彩富丽，绝无一般理论文章的枯索沉闷
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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