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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介绍西洋近代美学的书，是作者在欧洲留学期间写成的，现收入《朱光潜全集》的第一
卷。
本书告诉我们：“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
并阐述了美感经验、文艺与道德以及艺术的起源。
　　本书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美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较早系统的美学专著之一。
全书以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外国现代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相结合，论述了美感经
验、文艺与道德等诸多问题，同时对西方一些主要美学流派进行介绍。
本书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适用于广大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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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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塔斯堡大学，获文
学硕士、博士学位。
1933年回国，先后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任教。
并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长。
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国社科
院学部委员。
朱光潜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期间认为，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物所以呈现于心
者只是形象。
因此美感的态度与科学的和实用的态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实用等，只是聚精会神地对于一个孤立
绝缘的意象的观赏。
　　解放后，朱光潜系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批判，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辨证统一的美学观点，认为美必须
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即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主观能对立
统一于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
《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解放后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美学史著作，
代表了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
1950年以后提出主客观统一说，认为美必须以客观事物作为条件，此外还须加上主观的意识形态或情
趣的作用，使物成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
　　20世纪60年代，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把主观视为实践的主体“人”，认为客观世界和
主观能动性统一于实践。
在“文革”期间，朱光潜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认真系统地研究马列主义原著，力求弄懂弄通。
1984年，香港大学授予朱光潜为该校名誉教授。
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朱光潜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被选为全国政协二、三、四、五届委员、六届政
协常务委员，民盟三、四届中央委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委员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
。
　　朱光潜主要编著有 《文艺心理学》、《悲剧心理学》、《谈美》、《诗论》 、《谈文学》、《
克罗齐哲学述评》、《西方美学史》、《美学批判论文集》、《谈美书简》、《 美学拾穗集》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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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了《歌德谈话录》、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G.E.莱辛的《拉奥孔》、G.W.F.黑格尔的《美学
》、B.克罗齐的《美学》、G.B.维柯的《新科学》等。
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学术品格。
他勇于批判自己，执著地求索真理：当他认识到以往在唯心主义体系下研究美学“是在迷径里使力绕
圈子”，就开始用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向真理趋进；他反对老化
、僵化，提倡不断进取。
为方便研究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更在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和《美
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部社会科学著作——维科的《新科学》，学习研究一生不辍。
　　朱光潜熟练掌握英、法、德语，几十年来，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品。
其中他对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誉。
他出版的译著还有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克罗齐的《美学原理》、路易哈拉
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此外，他通过系统认真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
证法》的一些译文提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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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作者自白再版附记第一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一)——形象的直觉第二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二)——心
理的距离第三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三)——物我同一第四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四)——美感与生理第
五章　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第六章　美感与联想第七章　文艺与道德(一)——历史的回溯第八章
　文艺与道德(二)——理论的建设第九章　自然美与自然丑——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错误第十章　
什么叫做美第十一章　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传达与价值问题第十二章　艺术的起源与游戏第十三
章　艺术的创造(一)——想象与灵感第十四章　艺术的创造(二)——天才与人力第十五章　刚性美与
柔性美第十六章　悲剧的喜感第十七章　笑与喜剧附录一　近代实验美学第一章　颜色美第二章　形
体美第三章　声音美附录二　朱自清序附录三　简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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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心知物的活动除直觉以外，我们前已说过，还有知觉和概念。
物可以呈现于心者除形象以外，还有许多与它相关的事项，如实质、成因、效用、价值等等。
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和概念；物所以呈现于心者是它的形象本身，而不
是与它有关系的事项，如实质、成因、效用、价值等等意义。
　　这番话很抽象，现在举一个实例来说明。
比如说你在看一棵梅花。
同是一棵梅花，可以引起三种不同的态度。
看到梅花，你就想到它的名称，在植物分类学中属于某一门某一类，它的形状有哪些特征，它的生长
需要哪些条件，经过哪些阶段，这里你所取的是科学的态度。
其次，看到梅花，你就想起它有什么实用，值多少钱，想拿它来做买卖或是赠送亲友，这里你所取的
是实用的态度。
科学的态度只注重梅花的实质、特征和成因；除开实质、特征和成因，梅花对于科学家便无意义。
实用的态度只注重梅花的效用，除开效用，梅花对于实用人便无意义，但是梅花除了实质、特征、成
因、效用等等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呢?换句话说，假如你不认识梅花，对于它没有丝毫的知识，不知道
它的名称、特征、效用等等，你能否还看见什么呢?你当然还可以看见叫做“梅花”的那么一种东西在
那里，这就是说，你还可以看见梅花本来的形象。
在实际上我们认识梅花太熟了，知道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太多了，一看见它就不免引起许多关于它的
联想，就想到它的实质、特征、效用等等，以至于把它的本来形象都完全忘掉或忽略过去了。
通常我们对于一件事物，经验愈多，知识愈丰富，联想也就愈复杂，如果要丢开它的一切关系和意义
，也就愈困难。
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这句话很可以应用到美感经验上去。
学是经验知识，道是直觉形象本身的可能性。
对于一件事物所知的愈多，愈不易专注在它的形象本身，愈难直觉它，愈难引起真正纯粹的美感。
美感的态度就是损学而益道的态度。
比如见到梅花，把它和其他事物的关系一刀截断，把它的联想和意义一齐忘去，使它只剩一个赤裸裸
的孤立绝缘的形象存在那里，无所为而为地去观照它，赏玩它，这就是美感的态度了。
在科学态度中，梅花因与其他事物有关系而得意义；在实用态度中，梅花因其可效用于人而生价值。
在美感态度中它除去与其他事物有关系以及可效用于人两点之外，自有意义，自有价值，梅花对于科
学家和实用人都倚赖旁的事物而得价值，所以它的价值是“外在的”(extrinSic)，对于审美者则独立自
足，别无倚赖，所以它的价值是“内在的”(intrinsic)。
　　从心理学观点看，刺激、知觉、反应三者是一气贯串的。
刺激是知觉的成因，知觉是反应动作的预备，一般知觉都含有实用性。
宇宙中事事物物本来都是零乱复杂。
从微生物的观点看，世界只是一团混沌，除了某者为营养、某者为灾害一个分别之外，它不觉得四围
事物别有什么精微的意义。
如果生物全像微生物那样简单，许多分别都决不会存在。
人体组织较复杂，需要较多，适应环境的方法也较周详。
为便利实用起见，人逐渐根据经验把四围的事物分类立名，说天天吃的东西叫做“饭”，天天穿的东
西叫做“衣”，某种感觉叫做“红”，某种形体叫做“大”，于是事物才有所谓“意义”。
“意义”本来大半都起于实用。
在许多人看，衣服除了是穿的，饭除了是吃的以外，就别无意义。
所谓“知觉”就是感官接触某种事物时，心里明白它的意义。
明白它的意义，其实就是明白它的效用。
一旦明白了它的效用，就可以对它起适用的反应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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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意义说，一般动物都可以说是有“知觉”。
猫见着鼠，知道它是可吃的；鼠见着猫，知道它是吃鼠的；于是一个追捕，一个逃遁。
人对于外物的态度也有基本类似，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异点。
动物知觉事物时立刻就依本能的冲动，发为反应动作。
从刺激到知觉，从知觉到反应动作，都是直率仓皇的，中间不容有片刻的停顿。
人却有反省的本领。
所谓反省，就是把所知觉的事物悬在心眼里，当作一幅图画来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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