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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的主要理论知识，应当来自于美学史。
因为美学理论中的范畴、思想，都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并不断被丰富、深化的。
《“名师大讲堂”系列：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选讲》通过美学史的学习，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体悟
这些概念的内涵与本真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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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立元，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中文
学科评议组成员。
兼任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上海美学学会
会长。
1997年1月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出版《黑格尔美学论稿》、《真的感悟》、《美的感悟》、《思考与探索》、《历史与美学之谜的求
解》、《理解与探索》、《美学与实践》、《接受美学导论》、《现代西方美学二十讲》、《走向实
践存在论美学》等十余部专著，主编《现代西方美学史》、《西方美学通史》、《西方美学范畴史》
、《西方美学思想史》等著作和《美学》、《当代西方文艺理论》、《西方文论教程》等教材，发表
论文三百余篇，获省部以上奖励多项。

　　张德兴，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长期从事西方美学、美学理论和文艺理论方面的研究。
出版著作十余部，主要有《美学探秘》、《西方美学通史》（合著）、《现代西方美学史》（合著）
等；译著《荒野中的批评》等；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西方美学思想史
》（中卷）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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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讲 绪论
第二讲 柏拉图
一、生平与著作
二、哲学的基本框架
三、文艺理论的主要观点
四、对柏拉图诗学观的几点补充
五、美学思想
第三讲 亚里士多德
一、生平与著作
二、对柏拉图“理型论”的批评和“四因说”的建立
三、“模仿说”
四、悲剧理论
第四讲 但丁
一、生平与著作
二、美学、诗学思想
第五讲 布瓦洛和新古典主义诗学
一、新古典主义的历史背景
二、“《熙德》之争”
三、布瓦洛
第六讲 启蒙主义美学和狄德罗
一、启蒙运动
二、狄德罗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百科全书”
三、狄德罗的美学思想
第七讲 鲍姆加登
一、生平与著作
二、关于“美学”建立的时代知识、学科背景
三、“美学”（ Asthetik）
四、美的本质
五、“审美的真”
六、诗学
第八讲 博克
一、生平与时代
二、关于崇高感和美感的生理和心理基础的讨论
三、关于美与崇高的客观性质
四、关于审美趣味的问题
五、关于诗和画的区别的研究
第九讲 莱辛
一、生平与时代
二、美与真
三、空间和时间
四、自然符号和人为符号
五、《汉堡剧评》中的“破”
⋯⋯
第十讲 康德
第十二讲 席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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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讲 黑格尔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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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味地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向古代无限延伸、“扩大化”，用普泛化了的浪漫主义和现实
主义的某些特征来生搬硬套历史上的所有文艺、美学现象，甚至屡屡超越它们所产生的特定时代、历
史背景而人为地“贯穿古今”，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且得出来的结论也并不符合西方美学与文论发
展的实际。
因此，我不打算沿用上面这两条线索，而准备用下面三条线索来概括和描述西方美学与文论的发展脉
络。
是否准确呢，大家也可以讨论。
第一条线索是西方美学与文论发展的两个源头，也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即“两希”文化的线索。
所谓“两希”文化其一是指古希腊文化，这个作为西方文化发展的源头是没有异议的；第二个是希伯
来文化，一般来说，希伯来文化主要是以《圣经》为代表的犹太教文化。
“两希”文化不仅仅是西方古代文化形成和发展的起点，而且是两干多年以来一直贯穿于整个西方文
化的发展史中的。
过去，我们往往主要强调古希腊文化这一个源头，而对希伯来文化这个源头则相对不够重视。
所以有必要把希伯来文化这个源头也强调一下。
当然，这两种文化源头之间又存在很大区别：大体说来，古希腊文化源头更强调理性和科学知识，以
“求真”为最高任务。
肇始于泰勒斯的古希腊哲学，本身就是源于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与探求，因此西方文化中对“真”的
追求其实是始于古希腊传统。
古希腊哲学传统中，米利都学派对天文、几何、物理颇有建树，毕达哥拉斯学派则在数学方面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并进一步将对数的经验观察上升到数学定理的高度，把数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出来，体
现了人类思维的巨大进步。
可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开启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把纯粹的、抽象的数学演绎看得比经验的观察和测
量更加自明和精确，这种倾向的进一步阐发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论，即认为思想要比感官更加高贵，
并且思想的对象比感官知觉的对象更加真实。
后来的柏拉图的“理式”论更是将这种倾向提升到理性主义的高度，开创了影响后世两干多年的理性
主义思想路径，它对理性的高扬、对感性经验的蔑视显然最终来自这种倾向、这个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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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古典美学与文论选讲》是“名师大讲堂”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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