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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理论的介绍各新杂志上常常看见；就中自以关于文学的为主，别的偶然一现而
已。
同时各杂志的插图却不断地复印西洋名画，不分时代，不论派别，大都凭编辑人或他们朋友的嗜好。
也有选印雕像的，但比较少。
他们有时给这些名作来一点儿说明，但不说明的时候多。
青年们往往将杂志当水火，当饭菜；他们从这里得着美学的知识，正如从这里得着许多别的知识一样
。
他们也往往应用这点知识去欣赏，去批评别人的作品，去创造自己的。
不少的诗文和绘画就如此形成。
但这种东鳞西爪积累起来的知识只是“杂拌儿”；——还赶不上“杂拌儿”，因为“杂拌儿”总算应
有尽有，而这种知识不然。
应用起来自然是够苦的，够张罗的。
    从这种凌乱的知识里，得不着清清楚楚的美感观念。
徘徊于美感与快感之间，考据批评与欣赏之间，自然美与艺术美之间，时常自己冲突，自己烦恼，而
不知道怎样去解那连环。
又如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就像是难分难解的一对冤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一套天花乱坠
的话。
你有时乐意听这一造的，有时乐意听那一造的，好教你左右做人难！
还有近年来习用的“主观的”、“客观的”两个名字，也不只一回“缠夹二先生”。
因此许多青年腻味了，索性一切不管，只抱着一条道理，“有文艺的嗜好就可以谈文艺”。
这是“以不了了之”，究竟“谈”不出什么来。
留心文艺的青年，除这等难处外，怕更有一个切身的问题等着解决的。
新文化是“外国的影响”，自然不错；但说一般青年不留余地地鄙弃旧的文学艺术，却非真理。
他们觉得单是旧的“注”、“话”、“评”、“品”等不够透彻，必须放在新的光里看才行。
但他们的力量不够应用新知识到旧材料上去，于是只好搁浅，并非他们愿意如此。
    这部小书便是帮助你走出这些迷路的。
它让你将那些杂牌军队改编为正式军队；裁汰冗弱，补充械弹，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
其次指给你一些简截不绕弯的道路让你走上前去，不至于彷徨在大野里，也不至于彷徨在牛角尖里。
其次它告诉你怎样在咱们的旧环境中应用新战术；它自然只能给你一两个例子看，让你可以举一反三
。
它矫正你的错误，针砭你的缺失，鼓励你走向前去。
作者是你的熟人，他曾写给你十二封信；他的态度的亲切和谈话的风趣，你是不会忘记的。
在这书里他的希望是很大的，他说：    悠悠的过去只是一片漆黑的天空，我们所以还能认识出来这漆
黑的天空者，全赖思想家和艺术家所散布的几点星光。
朋友，让我们珍重这几点星光！
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和那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
（第一章）    这却不是大而无当、远不可几的例话；他散布希望在每一个心里，让你相信你所能做的
比你想你所能做的多。
他告诉你美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一半在物，一半在你，在你的手里，“一首诗的生命不是作者一
个人所能维持住，也要读者帮忙才行。
读者的想象和情感是生生不息的，一首诗的生命也就是生生不息的，它并非是一成不变的。
”（第九章）“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意象也是生生不息的。
⋯⋯即景可以生情，因情也可以生景。
所以诗是做不尽的。
⋯⋯诗是生命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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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诗已经做穷了，就不啻说生命已到了末日。
”（第十一章）这便是“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创造之中也都寓有欣赏”（第九章）；是精粹的理解
，同时结结实实地鼓励你。
    孟实先生还写了一部大书，《文艺心理学》。
但这本小册子并非节略；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那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
的。
——“人生的艺术化”一章是著明的例子；这是孟实先生自己最重要的理论。
他分人生为广狭两义：艺术虽与“实际人生”有距离，与“整个人生”却并无隔阂；“因为艺术是情
趣的表现，而情趣的根源就在人生。
反之，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因为凡是创造和欣赏都是艺术的活动。
”他说：“生活上的艺术家也不但能认真而且能摆脱。
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又引西方哲人之说：“至高的善在无所为而为的玩素”，以为这“还是一种美”。
又说：“一切哲学系统也都只能当作艺术作品去看。
”又说：“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
种艺术的活动。
”这样真善美便成了三位一体了。
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
这种“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值得学者深思。
文艺理论当有以观其会通；局于一方一隅，是不会有真知灼见的。
    朱自清，1932年4月，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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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封信里我只有一个很单纯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免俗”。
假若你看过之后，看到一首诗、一幅画或是一片自然风景的时候，比较从前感觉到较浓厚的趣味，懂
得像什么样的经验才是美感的，然后再以美感的态度推到人生世相方面去，我的心愿就算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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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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权页：插图：马或那匹马所特有的个性则“琐屑”不足道。
假如你选择某一匹马来做模型，它一定也要富于代表性。
这就是古典派的类型主义。
从此可知类型就是我们在上文所说的事物的常态，就是一般人的“自然美”。
这种理想主义似乎很能邀信任常识者的同情，但是它和近代艺术思潮颇多冲突。
艺术不像哲学，它的生命全在具体的形象，最忌讳的是抽象化。
凡是一个模样能套上一切人物时就不能适合于任何人，好比衣帽一样。
古典派的类型有如几何学中的公理，虽然应用范围很广泛，却不能引起观者的切身的情趣。
许多人所公有的性质，在古典派看，虽是精深，而在近代人看，却极平凡，粗浅。
近代艺术所搜求的不是类型而是个性，不是彰明较著的色彩而是毫厘之差的阴影。
直鼻子、横眼睛是古典派所谓类型。
如果画家只能够把鼻子画直，眼睛画横，结果就难免千篇一律，毫无趣味。
他应该能够把这个直鼻子所以异于其他直鼻子的，这个横眼睛所以异于其他横眼睛的地方表现出来，
才算是有独到的功夫。
在表面上看，理想主义和写实主义似乎相反，其实它们的基本主张是相同的，它们都承认自然中本来
就有所谓美，它们都以为艺术的任务在模仿，艺术美就是从自然美模仿得来的。
它们的艺术主张都可以称为“依样画葫芦”的主义。
它们所不同者，写实派以为美在自然全体，只要是葫芦，都可以拿来作画的模型；理想派则以为美在
类型，画家应该选择一个最富于代表性的葫芦。
严格的说，理想主义只是一种精炼的写实主义，以理想派攻击写实派，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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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谈美(绘本珍赏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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