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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
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
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
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
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
。
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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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散步丛书：无言之美（第2版）》作者深受桐城派影响，清新雅洁。
义理幽微，为一代文章大师。
他的美学体系广涉美、艺术作品、审美经验和审美人生等基本问题。
《美学散步丛书：无言之美（第2版）》分“星光”、“化境”、“妙悟”和“生趣'四编，选编了他
的部分精彩篇章，展现了美学大师的穆然深思和悠然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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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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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美学的散步（代总序） “慢慢走，欣赏啊！
”（代序） 第一编星光 无言之美 美在意象 丑非不美 “情人眼底出西施”——美与自然 刚性美与柔性
美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
实际人生的距离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宇宙的人情化 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美感与快感 第二编化境 “大人者不
失其赤子之心”——艺术与游戏 “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创造与模仿 “读
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天才与灵感 想象与写实 情与辞 精进的程序 自由主义与文艺 从“距离说
”辩护中国艺术 第三编妙悟 永恒的《蒙娜·丽莎》 我在《春天》里所见到的——鲍蒂切利杰作《春
天》之欣赏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为嘉定丰子恺画展作 诗的意象与情趣 诗的主观与客观 诗的
无限 从生理学观点谈诗的“气势”与“神韵” 谈中西爱情诗 诗人的孤寂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第四编
生趣 谈美感教育 谈趣味 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 音乐与教育 悲剧与人生的距离 看戏与演戏——两种人生
理想 “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的艺术化 编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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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孔子有一天突然很高兴地对他的学生说：“予欲无言。
”子贡就接着问他：“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
”孔子说：“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
” 这段赞美无言的话，本来从教育方面着想。
但是要明了无言的意蕴，宜从美术观点去研究。
 言所以达意，然而意决不是完全可以言达的。
因为言是固定的，有迹象的，意是瞬息万变，飘渺无踪的。
言是散碎的。
意是混整的。
言是有限的，意是无限的。
以言达意，好像用继续的虚线画实物，只能得其近似。
 所谓文学，就是以言达意的一种美术。
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之先的意象，和情绪意旨所附丽的语言，都要尽美尽善，才能引起美感。
 尽美尽善的条件很多。
但是第一要不违背美术的基本原理，要“和自然逼真”（truetonature）：这句话讲得通俗一点，就是
说美术作品不能说谎。
不说谎包含有两种意义：一、我们所说的话，就恰似我们所想说的话。
二、我们所想说的话，我们都说出来了，毫无余蕴。
 意既不可以完全达之以言，“和自然逼真”一个条件在文学上不是做不到么？
或者我们问得再直接一点，假使语言文字能够完全传达情意，假使笔之于书的和存之于心的铢两悉称
，丝毫不爽，这是不是文学上所应希求的一件事？
 这个问题是了解文学及其他美术所必须回答的。
现在我们姑且答道：文字语言固然不能全部传达情绪意旨，假使能够，也并非文学所应希求的。
一切美术作品也都是这样，尽量表现，非惟不能，而也不必。
 先从事实下手研究。
譬如有一个荒村或任何物体，摄影家把它照一幅相，美术家把它画一幅画。
这种相片和图画可以从两个观点去比较：第一，相片或图画，那一个较“和自然逼真’？
不消说得，在同一视阈以内的东西，相片都可以包罗尽致，并且体积比例和实物都两两相称，不会有
丝毫错误。
图画就不然，美术家对一种境遇，未表现之先，先加一番选择。
选择定的材料还须经过一番理想化，把美术家的人格参加进去，然后表现出来。
所表现的只是实物一部分，就连这一部分也不必和实物完全一致。
所以图画决不能如相片一样“和自然逼真”。
第二，我们再问，相片和图画所引起的美感那一个浓厚，所发生的印象那一个深刻，这也不消说，稍
有美术口胃的人都觉得图画比相片美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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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朱光潜先生在总结学习美学的经验时曾经说：“不通一艺莫谈美。
”在朱先生的美学体系中，艺术实践与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的美学观念，也不是朱先生的独创，它显然受到当时流行的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是
现代西方美学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有机结合。
    当德国美学家鲍姆嘉通（A.G.Baumgarten）于18世纪中期将美学学科界定为关于感性认识的科学
（Aesthetica）的时候，在他与同时代的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心目中，美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广大的审
美经验领域，不仅包括对艺术的审美经验，而且包括对自然的审美经验，甚至后者还被视为审美经验
的典范，比如作为这个时期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康德（I.Kant）就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随后的美学并没有按照鲍姆嘉通的构想发展，而是转向了对艺术的哲学研究，甚至有了一个新
的名称即艺术哲学（philosophy of art），这在谢林（F.Schelling）和黑格尔（G.W.F.Hegel）等大美学家
那里尤其明显。
随着19世纪中后期。
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的兴起，美学不仅将研究对象局限于艺术领域，而且多采用经验的研究方法，
于是，具体的艺术实践在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就变得越来越突出了。
这种重视实践经验的艺术哲学与黑格尔的思辨的艺术哲学又有很大的不同。
朱先生显然接受了这种重视经验的以艺术为对象的美学观念。
这种美学观念与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并不矛盾。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各种具体艺术的评论之中.这些评论不仅源于具体的艺术实践的总结，而
且以指导具体的艺术实践为最终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朱先生对艺术的看法与一般的理解有所不同。
受黑格尔、克罗齐（B.Croce）和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等人的影响，朱先生差不多将艺术与美
直接等同起来了。
在黑格尔看来，艺术与自然的区别在于前者体现了心灵的创造而后者没有；克罗齐和柯林伍德则将艺
术等同于直觉或表现。
按照这种对艺术的宽泛定义，人的世界中还有什么东西不是艺术？
因为只要一个事物进入人的世界，它就必然是在直觉或表现中显现的事物，而不是事物本身了；而任
何直觉与表现都是一种心灵活动，多少都得打上心灵创造的印记。
有了这样的理论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朱先生将艺术和美等同于“物的形象”（物乙）而不是“物本
身”（物甲）的观点。
根据朱先生的这种观点，艺术和美同其他事物的区别就不是实体上的区别，而是境界上的区别。
也就是说，艺术和美只是事物的一种特别的样子，而不是一种特别的事物。
任何事物都可以有美和艺术的样子，当然也可以有别的什么如科学或功利等的样子。
这样的艺术和美可以是无言的，一种无言的意象，甚至只有当它是无言的时候，才不容易被看做别的
什么样子。
    由于美在于事物的一种特殊的样子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事物，因此如何看出事物的美的样子就显得至
关重要了。
这就是为什么朱先生把审美经验问题看得比美的本质问题还要重要的原因。
事物是在我们的一种特殊观照经验中显现为美的。
美学的首要问题是从理论上界定审美经验，进而帮助人们获得这种经验。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可以更好地引起我们的审美经验呢？
在朱先生看来。
毫无疑问这就是艺术作品。
的确，艺术作品这种特别的事物也可以被看成其他的样子，比如，在收藏商眼中是财富，在搬运工眼
中是重物，在匆匆忙忙、大声喧哗的美国游客眼中是到此一游的标志。
但是，同其他事物相比，艺术作品这种特别的事物倾向于被看成美的形象，它主动吁请人们把它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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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伟大的艺术作品的强烈感染力甚至强迫人们将它看成形象。
这并不表明艺术作品本身就是艺术或美，但艺术作品最容易成为艺术和美，这就是朱光潜美学系统中
的艺术作品同一般物的区别。
    人们也许有理由从根本上提出这样的疑问：人为什么需要审美经验？
为什么需要将事物看做美的形象？
在朱先生看来，这样的问题与人生的意义有关。
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来去匆匆，到头来毕竟两手空空。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在实体意义上占有多少事物，而在于在境界的意义上享有多少事物。
在实体意义上对事物本身的占有总是有限的，在境界的意义上对事物形象的享有却是无穷的。
对事物本身的占有不仅很难增添人生的意义，而且由于占有事物的态度会妨碍享有事物的形象，因此
反而会减缩意义世界，降低精神境界。
艺术鉴赏、美学教育的目的，在朱先生看来，就是让人生学会欣赏，学会在欣赏中丰富自己的意义世
界，在欣赏中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
    由此，我们可以将朱先生的美学体系概括为这样几个基本问题；美、艺术作品、审美经验和审美教
育。
这本选集也大致按照这样的顺序来组织，选取了朱先生围绕这些问题所写的一些短文。
那些过于学术化的或过于严肃沉重的文章，虽然在理论上非常重要，但由于它们不具备散步的姿态，
也就没能人选。
细心的读者还会注意到，这里所选的文章都是1949年之前的，其中的原因也在于此。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朱先生那句“不通一艺莫谈美”的名言上来。
既然朱先生是以谈美而闻名于世的，那么人们自然会有相当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一个也许有些冒昧的
问题：朱先生究竟精通哪门艺术？
从这本选集中我们可以看到，朱先生对中西美术史相当熟悉，对中西诗歌的修养尤其深厚。
另外，据说他本人的书法也达到了相当高的境界。
但如果要我替朱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文”。
朱先生的白话散文，尤其是那些具有理论色彩的文章，可以说已臻于化境。
读他写的文字本身，就会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
如果再慢慢揣摩一下文字背后的思想，更进一步将他的思想文字与他所提及的艺术作品对照起来品味
，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收获。
这也就是我在已经出版了不少朱先生的文字的背景下，还编选这个本子的原因。
    彭锋    2004年10月22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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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散步丛书:无言之美(第2版)》讲述了：由于美在于事物的一种特殊的样子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事
物，因此如何看出事物的美的样子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这就是为什么朱先生把审美经验问题看得比美的本质问题还要重要的原因。
事物是在我们的一种特殊观照经验中显现为美的。
美学的首要问题是从理论上界定审美经验，进而帮助人们获得这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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