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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学本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科学。
朱光潜作为中国现代美学泰斗，是中国从西方引进美学的领路人。
在近年来编写的一些名人词典中，他的形象往往笼罩着一道炫眼耀目而洋味十足的光环，比如说他曾
先后留学欧洲各国、擅长英法意德诸种文字，比如说他的代表作是厚厚两册的《西方美学史》和300多
万字的翻译作品，包括黑格尔110万字的巨著《美学》、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拉奥孔》
、克罗齐的《美学原理》、《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维柯的《新科学》等等。
这种语境使得当代年轻人对朱光潜的认识多少有些望而生畏和隔膜，有网友甚至只知道他“是那个写
《咬文嚼字》的老夫子”。
的确，面对这样一座中国现代美学的奇峰，任何一个学子都会发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感叹，
但走近这座高山，并非没有便捷的途径。
除了皇皇译著，朱光潜一生还有许多论学、论艺、论美的短篇佳作。
在他创作生命力最旺的年代，他曾西装革履，也曾长衫翩翩⋯⋯追踪朱先生漫长的学术生涯，我们的
眼前会一一掠过上个世纪那些身着长衫或西装的中国文化人的身影，胡适、鲁迅、朱自清、夏丐尊、
丰子恺、徐志摩、梁实秋⋯⋯中国特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王纲解纽”和思想的空前解放，
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诞生了一颗颗时代之星，朱光潜以其特有的学术成就和人文精神，当之
无愧地名列其中。
二十年代末，朱光潜褪去长衫，从东北出境，横跨亚欧大陆西去求学，在大洋彼岸的英伦，寄回一篇
又一篇的青春书信，与同龄人共同探讨时代，人生，理想；写下一篇又一篇文章，以西方诗论的基本
精神，对照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国诗歌的美学精华。
在三四十年代，朱光潜一袭长衫，奔走于国内各大城市之间，或在大学讲台上为莘莘学子传道授业解
惑；或在文学刊物编辑部稿笺堆中披沙拣金；或研墨挥毫，撰写学生爱听、读者爱看的美学文章和文
学讲稿；兴起之时，他会忙里偷闲，撩起长衫的前襟，步出书斋，在北平、武昌或成都灰蒙蒙的街巷
破雾前行，体会一把基层百姓的市井人生⋯⋯物换星移。
1949年以后，朱光潜很少再写那些出自一腔热血，率真率性的美文，而专一潜心学术与翻译。
六十年代他的学术观点遭到批判，于是他退而自省，耗时多年开译西方美学巨著，成就了传播美学的
伟业。
直至逝世前三天，89岁高龄的老人还硬撑着病体向楼上的书房爬去，嗫嚅着对劝阻他的家人说，要赶
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完成⋯⋯朱光潜曾自称他一生事业的两个努力方向是教育和学术，这两条
支流最终汇而成为美学的大江，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与教学生涯中，他播种栽秧，耕耘灌溉，以美育
人的成就令人景仰。
就一生而言，朱光潜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更是一位胸怀自由主义人文理想的教育家，崇
尚自由的新文化大师；他不光是学术中人，也是性情中人，笔底流淌着关心时政、热爱人生、讴歌青
春的激情。
他的学术光华，折射出他个人人格的光辉。
他的美学，不同于抽象的理念，它是极具亲和力的学理和思辨，是育人的美学。
眼下坊间有关朱光潜作品的选本很多，读者各是其是，褒贬不一。
在网上，甚至有读者对有关部门将收集了朱光潜暮年作品的选本列为中学生课外必读书表示抗议，他
们拿这些选本的目录同朱先生早期作品选本的目录比较，认为由此可看出：“历经浩劫的老人，思想
已经被歪曲到什么地步，和他年轻时的另两集《谈美书简》简直天差地别！
”此语一出，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其实，类似的争论，会发生在那个特定时代的很多作家身上。
到底哪个时期的朱光潜才更真实？
记得1983年3月，他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时首先声明：“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
义者。
”我想，我们还是应当尊重历史，尊重一个历经浩劫的老人的深沉思考和庄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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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无论他们有过多少痛苦与彷徨，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永远是他们的精神追求与向往
。
有研究朱光潜的专家说，朱先生在解放前是亦文学，亦美学，直到解放后，才完全转入纯美学研究；
朱先生自己则说，他的所有重要著作，在年轻时已基本写完。
我是认同这一观点的。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集从朱先生一生数百万言著作中反复筛选，精选出63篇文章，内容分为“青春书
简”“美学拾穗”“生之花会”三辑，时间涵盖作者的整个写作生涯。
“青春书简”的辑名，依附于朱先生的某种写作体例，朱先生一直喜欢以书信体的方式，谈论他的思
想感情或是治学心得。
早至二十年代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最早发表时题为《给中学生的十二封信》)，到其后的被誉为
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的《谈美》，再到六十年代的《谈美书简》，都是以这种体裁写作的。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书信的形式孕育了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
作者预先把读者当作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进行交流，而读者也会因写作者的真诚而倍感亲切，乐
于接收。
本辑中主要收《给中学生的十二封信》等谈论人生和理想、谈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信简。
这些作品结合当时具体的时代背景，鼓励思想苦闷的一代人努力追求光明，充实自我，报效社会，不
仅在当时印刷数十版，在一代中国青年心中撒下真善美的火种，在社会上激起巨大反响，即使是当代
，它们对青年的思想哺乳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辑“美学拾穗”，辑名借用了先生解放后出版的一本集子的书名。
美学是朱先生一生治学的主要成就。
朱先生的美学随笔，最大的特点是文字深入浅出，平易近人，既可从其文风的简洁中一窥先生早年深
厚的桐城古文功底，又可从其逻辑严密、明白晓畅中得知西方哲学与波澜壮阔的白话文运动对先生的
影响。
这一辑中收录了若干以西方理论诠释中国文化或文艺理论的文章，也收录了若干谈文学或美学一般规
律的普及性文字。
虽然受篇幅的约束，遗珠之憾难免。
比如朱先生自认为最得意的《文艺心理学》和作为“文艺思想起点”的《悲剧心理学》的序言；朱先
生以西方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具体作家作品的论文等等，但辑中所录的文章如《我与文学》《
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音乐与教育》《
怎样学美学》诸文，均是大师金针度人之作，篇篇皆可作为文学与美学爱好者、研究者的学习指南。
第三辑“生之花会”。
这一辑选的是朱光潜先生的文学随笔和散文作品。
从年轻时起，先生一生以写说理文见长，抒情的文字，于他是凤毛麟角。
这组文章，或细诉怀人忆旧之思，或描述颠沛流离之窘，或抒写闲情逸致之乐。
文字不多，惟其如此，才更显珍贵。
辑名出自三十年代末先生在川大任教时所写的一篇抒情散文《花会》，该文写成都的青羊宫花会，既
以淡雅的笔墨描绘了阳春三月草长莺飞的景色，渲染出成都人恬静的民风习俗和欢快的生活场景，又
隐隐映现出作者既“好闲”而又“不甘寂寞”的处世心态，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代表了朱光潜散文随笔
的思想艺术风格。
故以此作为辑名。
集中注释多为编者所作，不另标明。
个别作者自注则在注尾标明“作者注”。
为忠实体现作者当年的语言风格，文中出现的异体字、古字以及与今译有别的译名，均遵循原著，不
做更改。
至于选本的得失，朱先生在《谈文学选本》一文中曾说过：“选本都不免反映选者的个人好恶以及当
时的风气。
所以公允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都难免有所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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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愿这本选集架起一座走近大师的桥梁。
感谢花城出版社为广大读者提供的便利，而我也得以趁编书之机，重温一遍朱光潜的全部作品，再一
次让大师的人格之光、美学之雨沐浴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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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光潜是中国现当代最负盛名的美学大师，杰出的教育家、翻译家。
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熟谙英、法、德语。
他所著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西方美学史》，所译的300多万字的学术名著，为他赢得了历史性的崇高声
誉。
作为一位胸怀人文主义理想的教育家，朱光潜毕其一生以美育人，教导学生追求独立之人格，自由之
思想。
其高尚的学术品格和精湛的学问，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本书从大师一生作品中精选其论诗、论美、论学、论人生以及怀人忆旧的短文63篇，内容分为“青
春书简”“美学拾穗”“生之花会”三辑。
文情并茂，摇曳生姿。
从早期的《给一个中学生的十二封信》，到晚年的《怎样学美学》，篇篇都是大师金针度人之作，曾
使一代青年学子受益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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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尉宣，广州中山大学研究生毕业，编审。
曾任湖南文艺出版社副副长，并兼职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外国文学出版委员会，湖南现代文学学会
。
现为湖南省版协理事、湖南文艺出版社审编委员，编著专集有《老编风景》《柔情与艳丽》《搜神记
评注》《英汉对照中国世界遗产大观》《诗苑译林·徐志擎泽诗集》《潇洒的人生》《丁玲女性小说
全作》等十一种，发表过《论徐志摩的诗歌》等文章及著译作品投十万字。
从业迄今所编文艺类图书获个央及省部级图书评奖近三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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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辑　青春书简　给一个中学生的十二封信　给《申报周刊》的青年读者　谈立志　个人本位
与社会本位的伦理观　谈英雄崇拜　谈交友　谈冷静　谈学问　谈价值意识第二辑　美学拾穗　无言
之关　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　两种美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长篇诗在中国何以不发达　我与
文学　谈学文艺的甘苦　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　悲剧与人生的距离　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　从
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　眼泪文学　与梁实秋先生论“文学的美”　理想
的文艺刊物　谈晦涩　谈书评　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　流行文学三弊　人文方面几类应读的书
　音乐与教育　谈读书　文学的趣味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关于作品内容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
（下）：关于作者态度　咬文嚼字　具体与抽象　谈文学选本　诗的严肃与幽默　自由主义与文艺　
新诗从旧诗能学习得些什么　关于美感问题　了解了艺术美，有助于了解现实美　漫谈说理文　怎样
学美学　访谈录：朱光潜教授谈美学第三辑　生之花会　悼夏孟刚　放英杂记　《雨天的书》　露宿
　慈慧殿三号　后门大街　《望舒诗稿》　花会　丰子恺先生的人品与画品　回忆二十五年前的香港
大学　论自然画与人物画　生命　旧书之灾　敬悼朱佩弦先生　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
　回忆上海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作者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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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谈静朋友：前信谈动，只说出一面真理。
人生乐趣一半得之于活动，也还有一半得之于感受。
所谓“感受”是被动的，是容许自然界事物感动我的感官和心灵。
这两个字涵义极广。
眼见颜色，耳闻声音，是感受；见颜色而知其美，闻声音而知其和，也是感受。
同一美颜，同一和声，而各个人所见到的美与和的程度又随天资境遇而不同。
比方路边有一棵苍松，你看见它只觉得可以砍来造船；我见到它可以让人纳凉；旁人也许说它很宜于
入画，或者说它是高风亮节的象征。
再比方街上有一个乞丐，我只能见到他的蓬头垢面，觉得他很讨厌；你见他便发慈悲心，给他一个铜
子；旁人见到他也许立刻发下宏愿，要打翻社会制度。
这几个人反应不同，都由于感受力有强有弱。
世间天才之所以为天才，固然由于具有伟大的创造力，而他的感受力也分外比一般人强烈。
比方诗人和美术家，你见不到的东西他能见到，你闻不到的东西他能闻到。
麻木不仁的人就不然，你就请伯牙向他弹琴，他也只联想到棉匠弹棉花。
感受也可以说是“领略”，不过领略只是感受的一方面。
世界上最快活的人不仅是最活动的人，也是最能领略的人。
所谓领略，就是能在生活中寻出趣味。
好比喝茶，渴汉只管满口吞咽，会喝茶的人却一口一口的细啜，能领略其中风味。
能处处领略到趣味的人决不至于岑寂，也决不至于烦闷。
朱子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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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光潜集》从朱光潜先生一生数百万言著作中反复筛选，精选出63篇文章，内容分为“青春书简”
“美学拾穗”“生之花会”三辑，时间涵盖作者的整个写作生涯。
就一生而言，朱光潜不仅是一位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更是一位胸怀自由主义人文理想的教育家，崇
尚自由的新文化大师；他不光是学术中人，也是性情中人，笔底流淌着关心时政、热爱人生、讴歌青
春的激情。
他的学术光华，折射出他个人人格的光辉。
他的美学，不同于抽象的理念，它是极具亲和力的学理和思辨，是育人的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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