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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是由北京大学发起，全国十多所重点大学和一些科研单位协作编写的一套大型
多学科普及读物。
全套书系计划出版100种，涵盖文、史、哲、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主要学科领域，第一、
二批近50种将在2004年内出齐。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出任这套书系的编审委员会主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任执行主编，
来自全国一大批各学科领域的权威专家主持各书的撰写。
到目前为止，这是同类普及性读物和教材中学科覆盖面最广、规模最大、编撰阵容最强的丛书之一。
本书系的定位是“通识”，是高品位的学科普及读物，能够满足社会上各类读者获取知识与提高素养
的要求，同时也是配合高校推进素质教育而设计的讲座类书系，可以作为大学本科生通识课（通选课
）的教材和课外读物。
素质教育正在成为当今大学教育和社会公民教育的趋势。
为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拓展与完善学生的知识结构，造就更多有创新潜能的复合型人才，目前全国
许多大学都在调整课程，推行学分制改革，改变本科教学以往比较单纯的专业培养模式。
多数大学的本科教学计划中，都已经规定和设计了通识课（通选课）的内容和学分比例，要求学生在
完成本专业课程之外，选修一定比例的外专业课程，包括供全校选修的通识课（通选课）。
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许多学校虽然在努力建设通识课，也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缺少统
一的规划，到底应当有哪些基本的通识课，可能通盘考虑不够；课程不正规，往往因人设课；课量不
足，学生缺少选择的空间；更普遍的问题是，很少有真正适合通识课教学的教材，有时只好用专业课
教材替代，影响了教学效果。
一般来说，综合性大学这方面情况稍好，其他普通的大学，特别是理、工、医、农类学校因为相对缺
少这方面的教学资源，加上很少可供选择的教材，开设通识课的困难就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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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苏格拉底吧息着说：美是难的，到宗白华亲践“诗意地栖居”，《美学十五讲》涉及了美学领域里
最重要的话题。
索解美的神秘本质，诠释难以捉摸的美感，缕析美的范畴，触类美的缘际，标的美的功用，弘扬美的
襟胸。
这不只是一本让人了解美学的书，更能谆惠人去美丽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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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凌继尧，东南大学艺术系教授。
主要作品：《设计美学》《艺术设计学》《科技美学》《犹太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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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名家通识讲座书系》总序本书系编审委员会第一讲  美从何处寻  一  数的和谐  二  美和效用  三  《大
希庇阿斯篇》  四  “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  五  对柏拉图提问的现代应答第二讲  我见青山多妩媚  
一  从致用、比德到畅神  二  “美不自美，因人而彰”第三讲  人物的品藻  一  晋人的美  二  《体相学》
 三  人体美学第四讲  审美距离和移情  一  距离说  二  移情说第五讲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一  美感的心
理因素  二  美感的本质和特征第六讲  美乡的醉梦者  一  “有音乐感的耳朵”  二  欣赏是一种创造  三  
纯正的趣味第七讲  美学散步  一  朱光潜先生的学术历程  二  宗白华先生的学术历程第八讲  《奥德赛
》和“退潮的沧海”  一  朗吉弩斯的《论崇高》  二  作为审美范畴的崇高第九讲  从西南联大的校歌谈
起  一  美学史中的悲  二  悲的本质  三  悲剧快感第十讲  从艺术设计角度看《打銮驾》  一  手工艺运动
和包豪斯  二  功能主义和式样主义  三  艺术设计的多元格局第十一讲  科学研究中的美学神韵  一  科学
中的美  二  科学活动的美学动力第十二讲  “有意味的形式”  一  “艺术”概念的历史发展  二  艺术殿
堂的建构  三  艺术发展的不平衡第十三讲  艺术的“不用之用”  一  艺术功能的研究概况  二  若干艺术
功能描述第十四讲  人生的艺术化  一  生命的意蕴  二  人诗意地栖居  三  从工具本体到情感本体第十五
讲  拧立在蔡元培的塑像前  一  蔡元培和美育  二  美育的内涵和实施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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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何平叔美姿仪，面至自。
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面。
既瞰，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
（《容止》）可见何晏的天生丽质，并非搽粉。
    《世说新说》还记载了因美丧命和因美保命的故事。
卫玠是善通老庄的风流名士，他很有学问，连心高气傲、很少服人的荆州刺史王澄也为他的玄谈所绝
倒。
卫玠不仅有学问，而且长得很美，冰清璧润。
我们上面提到的“神仙中人”杜弘治也远不如他美，杜弘冶是“肤清”，卫玠是“神清”。
卫玠的舅舅骠骑王济很有风姿，然而他见到卫蚧就叹息说：“珠玉在侧，觉我形秽。
”不过，卫玠体质较弱，由于苦苦思索玄理，竟至成病，身体到了“不堪罗绮”的地步。
他从豫州（武昌）来到洛阳，洛阳人士早就听说过他的姿容，前来观看的人络绎不绝，“观者如堵墙
”。
卫蚧不胜劳累，一个半月后就死去了，当时人称“看杀卫玠”。
一个人长得美，招惹很多人前来观看，竟然被“看杀”，这足见对人的美的欣赏达到何等热烈的程度
。
    宗白华先生在《论和晋人的美》一文中，援引了发生于晋代的美的力量不可抵抗的故事：    桓宣武
平蜀，以李势妹为妾，甚有宠，尝著斋后。
主（温尚明帝女南康长公主）始不知，既闻，与数十婢拔白刃袭之。
正值李梳头，发委藉地．肤色玉曜。
不为动容，徐徐结发，敛手向主，神色闲正，辞甚凄惋．日：“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
，乃是本怀!”主于是掷刀前抱之：“阿子，我见汝亦怜，何况老奴！
”遂善之。
[17]桓温是东晋著名的将军。
他受朝廷之命，平定西蜀。
当时蜀为李势割据，攻克成都后桓温娶李势的妹妹为妾，宠幸有加。
桓温的妻子南康长公主想除掉她。
这时候李势的妹妹正在梳头，她长发拖地，肤色如玉。
见到有人要来杀她，她神定气静，抱着必死的决心，因为国破家亡，死已不足惜。
桓温的妻子见她姿貌端丽、宛若仙子，就扔掉刀，抱住她亲昵地说：⋯丫头，我见了你也觉得可爱，
更何况桓温呢！
”    李势的妹妹的故事使我们想起古希腊美女芙丽涅的遭遇。
希腊雕刻家普拉克西特最著名的作品裸体雕像《尼多斯的阿芙洛蒂忒》（《尼多斯的维纳斯》）以芙
丽涅为模特。
虽然在希腊运动会上裸体已经成为习惯，可是人们还是不能容忍用女裸体模特做雕像。
因此，美丽涅受到法庭的传讯。
在法庭上，为她辩护的律师突然扯下她的衣服，她美丽丰腴的胴体裸露在众人面前。
法官们为她的美所震慑，一致宣布她无罪。
19世纪法国画家席罗姆根据这个题材作了一幅精美的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
油画中裸体的美丽涅头微微右侧，光洁的手臂遮住面部，因为她被出其不意地扯去衣服而感到羞涩和
无奈。
处在画家背影部位的法官们对芙丽涅胴体优美的曲线、柔软白嫩的肌肤和局促不安的姿态惊叹不已。
    人物品藻要形神结合，人外表的姿容、品貌、体态、举止和内在的才情、智慧、精神、心灵相结合
。
魏晋的人物品藻特别重视人的神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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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面提到的杜弘治和卫玠在美上的差距就是“肤清”和“神清”的差距。
宗白华先生屡次谈到，晋人风神潇洒，他们的心灵萧散超脱，因为魏晋玄学使得晋人的精神得到空前
绝后的大解放。
和晋人这种优美自由的心灵最为契合的艺术是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代表的书法。
晋人独特的书法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出来的。
“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至尾，一
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
”[8]洗尽尘滓的胸臆、乘云御风的情怀使晋人生机活泼、超然绝俗。
他们不是“汉代经学的拘拘章注小儒，也不是后世理学的谦谦忠厚君子，而是风度翩翩、情理并茂的
精神贵族”[9]。
对人物神韵的赞赏，在《世说新语》中比比皆是。
》)海西时，诸公每朝，朝堂犹暗，唯会稽王来，轩轩如朝霞举。
(《容会稽王指晋简文帝，晋废帝当政时，他以会稽王的身份辅佐朝政。
简文风姿美好，举止端详，并且很有雅量。
有一次，桓温和简文、太宰王唏一起乘车。
桓温暗中派人在车前后鸣鼓大叫，太宰王唏惶恐不安，请求下车。
桓温暗中看了一下简文，只见他穆然清恬，举止自若，不觉为他的德量所折服。
海西公主持朝政的时候，大臣们很早上朝，朝堂还很昏暗，然而简文来到以后，如朝霞升起，朝堂顿
时明亮。
这种朝霞满堂的神韵和人格魅力虽然看不到，但是可以感觉到。
    道学家们重视“气象”，“气象”就是人格魅力、人格感召力。
冯友兰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门(哲学系的前身)做学生时，蔡元培先生任校长。
冯友兰先生在晚年的《三松堂自序》中回忆道：“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元培的讲话，也没
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
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
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
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
⋯⋯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人人也如时雨之润。
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
(《河南程氏文集》卷十一)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
这绝不是夸张。
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10]冯友兰先生说的“满屋子气象’’类似于“轩轩如朝霞举”。
北宋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写过千古流传的《爱莲说》，他喜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莲的“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符合他的气象。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容止》)王羲之风骨清举，当时的人给他的这个品题使人想起他的书法。
他的书法字势雄逸，如浮云飘游，如龙跳天门。
    魏晋人对外发现了自然美，对内发现了人情美，并且常常用自然美来形容人情美。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容止》)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
(《容止》)    魏晋人物品藻是在玄谈中进行的，是玄谈的一部分。
玄谈是对老庄哲学的探讨，通过相互驳难辨析形而上的道理。
在玄谈中魏晋知识分子表现出活泼的思辨精神、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探求真理的热忱。
使自己不致拘囿在矫饰的框架之中，甚至沦为两面派和伪君子。
    西方文学也有它的虚伪，特别是在它的流行文化和一部分后现代峙藻奇拔”来形容。
宗白华先生慨叹当时没有一位文学天才把重要的玄谈辩难详细记录下来，否则我国就会有可以和柏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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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对话集媲美的作品。
由于魏晋的人物品藻是玄谈的一部分，所以，它浸润着晋人空灵的精神、幽深的哲学意味和宇宙的深
情。
人物品藻以审美的语言，对人物的外貌和内心进行审美评价，这种评价与当时的一般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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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北京大学已故教授朱光潜先生和宗白华先生，被称为20世纪中国美学的双峰。
他们同年生而又同年卒，冥冥中仿佛有某种安排。
朱先生和宗先生不仅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而且在美学修养上也达到了一种胜境。
这种胜境的标志是：活泼的生命情趣与闲和严静的意态的结合。
他们的生命就像一首气象宏廓、内容丰富的乐曲，然而始于条理，又终于条理。
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孔子是相通的。
孔子说“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是一种深厚的人格修养，也是一种深厚的美学修养。
中国古人喜欢用玉比喻人格的美，玉的光采极绚烂，又极平淡。
凡是与朱先生和宗先生接触过的人，都会感到他们极其质朴、本色和率真，毫无虚饰、矫情和造作。
他们心定气敛，绝不张扬。
当穿着朴素的朱先生拄着拐杖，拎着款式陈旧的塑料包，步履迟缓地去北大邮局领取稿费时，谁也没
有想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学家。
然而，朱先生和宗先生的朴讷中蕴有含蓄的光采，这正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也就是庄子所说的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审美是自由的，朱先生和宗先生常用审美的眼光看世界，他们暮年仍不失赤子之心，他们的心境也是
自由的。
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援引西汉刘向的《说苑》里记载的一段故事：“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
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
”’孔子看到婴儿天真圣洁的目光，让车夫赶快驶近婴儿，说是《韶》乐将要升起。
孔子把婴儿心灵的美比做他最喜欢的《韶》乐。
他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
我们从朱先生和宗先生暮年对美的欣赏中，仿佛见到婴儿般真纯的目光。
朱先生多次略带幽默地说他喜欢自己一位本家朱熹的一首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先生的“半亩方塘”中之所以有天光云影，因为他有“源头活水”，那就是美学修养。
他善于从丰富华严的世界中随处吸取支持和推展生命的活力。
当海面上金黄色的落晖被微风荡漾成无数细鳞时，朱先生领略到晚兴。
面对娇红嫩绿、灿烂浓郁的风景，他会忘怀一切。
竹韵松涛，虫声鸟语，甚至断垣破屋，也可以成为他赏心悦目的对象。
朱先生83岁年老体衰的时候，还独自一人，兴致勃勃地从北大西校门乘公共汽车去西山看红叶。
朱先生特别喜欢诗，他对中、英诗的理解是真正的学贯中西。
他读中国古典诗词时常常吟哦。
读李白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他用高长而沉着的声音去吟哦；读贺铸的“一川烟草，满城风絮
，梅子黄时雨”，他用不高不低的声音去慢吟；读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
用似有似无、似断似续的声音去微吟。
朱先生欣赏书法时不仅用心，而且用情。
他看颜真卿的字时，仿佛对着巍峨的高峰，不知不觉地耸肩聚眉，摹仿它的严肃；他看赵孟颊的字时
，仿佛对着临风荡漾的柳条，不知不觉地展颐摆腰，摹仿它的秀媚。
我们可以想象，朱先生在欣赏这些自然美和艺术美时，内心是何等的快慰!生机是何等的活泼!内心的
自由与和谐外化为行为的端方与静穆。
朱先生暮年时，每天下午必定扶杖去校内未名湖畔散步。
他所推崇的美学家康德也每天下午散步。
康德出门散步是那样的准时，以至邻居见他出门马上校正时钟。
 宗先生自称是“美乡的醉梦者”，他为美的世界所陶醉、所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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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喜爱艳若春花，也喜爱清如白鹤。
他欣赏华丽繁富的美，这是“镂金错采，雕绩满眼”，如楚国的图案、楚辞、汉赋、六朝骈文、明清
的瓷器、刺绣和京剧的舞台服装；更欣赏平淡素净的美，这是“出水芙蓉，自然可爱”，如汉代的铜
器和陶器、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画、陶潜的诗、宋代的白瓷。
宗先生对艺术情有独钟，终生与艺术忘情相交，好像“鱼相与忘于江湖”。
他每每拄着拐杖，挤公共汽车进城看艺术展览时，他的情怀一定非常闲适。
寒冷的冬日，他穿着臃肿的棉衣在颐和园欣赏谐趣园时，心中一定燃烧着热烈的火焰。
他把玩王羲之的书法《兰亭集序》时，不仅注意到每个字结构的优美，而且注意到全篇的章法布局。
全篇中有18个“之”字，每个都结体不同，神态各异，却又联系和贯穿全篇，使全篇从第一个“永”
字到最后一个“文”字一气贯注。
宗先生从王羲之不粘不脱的书法中见出晋人的风神潇洒，宗先生自己也像晋人一样旷远飘逸。
朱先生的为人像他的治学一样严肃，这严肃中又自有一种豁达。
中国文人历来与酒有缘，朱先生最仰慕的诗人陶渊明尤其喜欢饮酒。
朱先生年轻时，常常嚼着豆腐干花生米之类不慌不忙地喝酒，和朋友喝酒不喧不闹，年迈时依然嚼着
家常菜不慌不忙地喝酒。
只是年轻时喝酒如喝茶(江浙一带一种度数很低的酒)，年迈时只喝少量的酒。
朱先生饮酒时一定想起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朱先生的饮酒有一种品味陶诗的悠然。
朱先偶尔也抽烟，他从不抽香烟而用烟抽烟。
烟淡淡地散开，发着一股清香。
朱先生向烟完全是重过程而不重结果。
审美的人生态度也许就是重过程而不重结果。
这使人想起《世说新语》里王微之“兴而来，兴尽而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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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十五讲》：以最切近而又最神秘的方式伴随着人类精神的历史，以最明显的表象和最莫测的本
质挑战着人的智慧，以最崇高的承诺和最艰苦的承受塑造着人的心灵，因一个字麾集无数天才的激情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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