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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现在把《悲剧心理学》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印制单行本。
为什么要把近半个世纪前的旧著拿出来面世呢?这还得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替我编印选集说起。
他们建议要把我少年时代在法国用英文写的、由斯特拉斯堡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悲剧心理学》博
士论文译成中文收进选集里。
我原先有些踌蹰，一则这部处女作似已不合时宜，二则年老体衰，已无力自译。
后来我请北京大学西语系文学教研室张隆溪同志把原文看了一遍，他也主张宜译，并且表示愿代我译
出。
他的英文基础以及西方文学的知识和鉴别力都是我素来钦佩的，于是我就把这项翻译工作全权付托给
他。
他译完后我读了一遍，觉得他的译文基本忠实，我只偶尔在个别字句方面略作修改，于是征得编辑的
同意，把它附在选集第三卷里。
　　这部论著从1933年初出版之后，我就没有工夫再看它一遍了。
于今事隔半个世纪，因收入选集，匆匆把中译本看了一遍，才看出负责编辑和译者张隆溪同志的意见
是正确的。
这不仅因为这部处女作是我的文艺思想的起点，是《文艺心理学》和《诗论》的萌芽；也不仅因为我
见知于少数西方文艺批评家，主要靠这部外文著作；更重要的是我从此较清楚地认识到我本来的思想
面貌，不仅在美学方面，尤其在整个人生观方面。
一般读者都认为我是克罗齐式的唯心主义信徒，现在我自己才认识到我实在是尼采式的唯心主义信徒
。
在我心灵里植根的倒不是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中的直觉说，而是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中的酒神精
神和日神精神。
那么，为什么我从1933年回国后，除掉发表在《文学杂志》的《看戏和演戏：两种人生观》那篇不长
的论文以外，就少谈叔本华和尼采呢?这是由于我有顾忌，胆怯，不诚实。
读过拙著《西方美学史》的朋友们往往责怪我竟忘了叔本华和尼采这样两位影响深远的美学家，这种
责怪是罪有应得的。
现在把这部处女作译出并交付出版，略可弥补前愆，作为认罪的表示。
我一面校阅这部中译本，一面也结合到我国文艺界当前的一些论争，感到这部处女作还不完全是“明
日黄花”，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从反面看，都还有可和一些文艺界的老问题挂上钩的地方。
知我罪我，我都坚信读者群众的雪亮的眼睛。
　　朱光潜　　1982年春写于北京大学，时年八十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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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光潜教授对中西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在他的七百多万字的论著和译著中，融贯中西，创立了自己
的美学理论，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堪称一代宗师。
本书是他对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著作之一，主要论述了悲剧心理学。
 　　“大家经典书系”之一，为朱光潜对悲剧心理学的论述研究。
主要内容包括：审美态度和应用于悲剧的“心理距离”说、悲剧快感与恶意、怜悯和恐惧：悲剧与崇
高感、悲剧中的正义观念：人物性格与命运、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和布拉德雷的复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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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年），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
笔名孟实、盟石。
安徽桐城人（今枞阳县麒麟镇岱鳌村朱家老屋人）。
1897年9月19日生。
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
他还请桐城著名书法家方守敦题写“恒、恬、诚、勇”4字的条幅，作为座右铭。
五四运动中，他毅然放弃文言文，改写白话文。
1921年，朱光潜发表了白话处女作《福鲁德的隐意识说与心理分析》，随后又发表《行为派心理学之
概略及其批评》、《进化论证》等读书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对治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看法。
1922年，他在《怎样改造学术界》中，倡导培养“爱真理的精神”、“科学的批评精神”、“创造精
神”和“实证精神”。
这些观点一直影响着他漫长的学术道路。
香港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大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
1924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之美》。
又到上海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广泛进行新型
教育的改革试验，倡导教育的自由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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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艺术技巧与程式。
——某些戏剧艺术的技巧和程式也帮助悲剧形成　　距离。
与别的艺术形式一样，悲剧在本质上也是人为的和形式的。
它要求某　　些形式特点，如统一、平衡、对比、幕与场的适当分布等等，而这些都是实　　际生活
中的事件绝不会有的。
联系到这一点，可以稍微在此谈谈三一律这个　　老问题。
从距离的观点看来，唯一真有意义的只是情节的统一。
悲剧仅仅表　　现从实际生活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取出来的一个生活片断。
复杂的情节不仅　　难于在舞台上表现，而且容易与现实生活相混淆。
所以情节的统一实际上是　　非写实主义的，是“距离化”的一个重要手段。
但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却　　是另一种情形。
人们一般是提出自然主义的理由来为之辩护。
有人争辩说，　　一个人可以在短短两三个小时内由出生到成婚再到做父亲，可以在三十分钟　　内
由托勒迈斯的宫殿到阿克丁姆海岬，都是违背自然常理的，然而这些东西　　比之勃鲁托斯只带几个
兵就与凯撒交战，比之科任托斯人会派一个牧羊人做　　大使来召俄狄浦斯回国登王位，并不更违背
情理。
它们确实违反自然，但却　　有助于情节的统一，保持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
它们使阿伽门农的被杀或　　考狄利娅之死不可能像近邻遭逢的灾难那样直接地感染观众。
　　4．抒情成分。
——不应当忘记，悲剧是从抒情诗和舞蹈中产生出来的　　。
悲剧不使用日常生活的语言，而一般是以诗歌体写成。
它是诗的最高形式　　，而它的诗的成分构成另一个重要的“距离化”因素。
它那庄重华美的词藻　　、和谐悦耳的节奏和韵律、丰富的意象和辉煌的色彩——这一切都使悲剧情
　　节大大高于平凡的人生，而且减弱我们可能感到的悲剧的恐怖。
情境越可怖　　，就越需要抒情的宽慰。
在伟大的悲剧作品中，“诗的音调”往往随高潮的　　来临而升高。
哈姆雷特诀别霍拉旭时说的话、麦克白刚刚杀了邓肯王之后说　　的关于睡眠的一段著名独白、奥瑟
罗自尽前对威尼斯派来的使臣讲的一番话　　，便是一些最典型的例子。
许多伟大悲剧的故事如果用日常使用的散文讲出　　来，都会变得毫无趣味。
报纸上关于因恋爱而杀人等犯罪新闻的报导，并不　　能给我们像悲剧那样的印象，因为它们并没有
热烈的抒情音调。
　　抒情成分在希腊悲剧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特别与合唱相联系，正如席勒　　在《麦西纳的新娘》序中所说，合唱是“悲剧在自己周围筑起来
的一道活的　　墙，用它来隔断与现实世界的接触，保持自己理想的领域和诗的自由”。
在　　近代欧洲悲剧中，纯抒情成分似乎大大减少了。
我们只是偶尔在莎士比亚作　　品中找到一支歌。
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始终都是用亚历山大格式的诗体写成　　的慷慨激昂的对话。
近代歌剧好像“隐隐约约”使人想到希腊悲剧的合唱，　　但这两者的精神其实大大相同。
希腊合唱远在戏剧情节之外，主要目的是给　　人以抒情的宽慰，而近代歌剧演员们本身就是戏剧角
色，他们唱的其实常常　　是慷慨陈辞的对话，很少抒情成分。
然而尽管有这样的差异，歌剧的存在却　　表明，即使现代人也意识到有必要用诗和音乐来缓和悲剧
情节令人痛苦的性　　质。
整个说来，戏剧语言越来越趋于写实。
放弃了抒情插曲之后，不久便整　　个地放弃了诗歌形式。
一百年以前由司汤达提出的在悲剧中使用散文的主张　　，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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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提出悲剧与诗是否有必然联系的问题　　。
易卜生、梅特林克、邓南遮以及其他许多现代大师们的成功，使人难以采　　取教条主义态度来回答
这个问题。
不过可以提出两点。
首先，历史证据似乎　　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悲剧的衰落总是恰恰与诗的衰落同时发生。
我们要　　找证据，只需想想产生伟大哲学家时代的希腊、紧接伊丽莎白时代之后的英　　国以及卢
梭和伏尔泰时代的法国就够了。
其次，即使一位现代大师用散文来　　写悲剧时，也常常力图超出纯粹散文的水平，保持一种独特的
词句和节奏的　　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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