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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美育书简》、《没有地址的信》两部美学经典著作。
前者是德国启蒙文学家、戏剧家席勒的代表性作品，后者是俄国思想家、美学家普列汉诺夫的扛鼎之
作。
在美学史上，席勒是第一个将美及审美与艺术的建构同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联系起来的人，并为
后世的人文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树立了新的坐标。
相比而言，《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对我国文学界和艺术界的影响更巨。
我国凡是从事于文学或艺术的有识之土，几乎都看过这本巨著，并从中吸取了艺术营养；书中的有些
思想甚至成了指导文学艺术人士成长的圭臬。
要想了解我国建国以后的文学艺术的流变及文学艺术人士的思想脉络或思想架构，就需研究《论艺术
》。
基于此，我们决定新出版这两部美学巨著，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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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席勒 (俄)普列汉诺夫 译者：李光荣席勒，德国十八世纪伟大的启蒙主义戏剧家、诗人、美
学家。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将美、审美与艺术的建构同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相联系起来的人。
本书的著名论点是：审美自由是一切政治自由的基础。
作者由此设计出一个虚幻的、但可以自由进入的美学世界的人文主义美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树
立了新的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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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在各种“力”的权衡中人有审美的绝对自由　第五封信　　审美意识在人生中的作用　第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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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彼岸就是审美的自由　第二十封信　　审美状态是一种既实在又主动的可规定性状态　第二十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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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址的信　第一封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　第二封信　　原始民族的艺术　第三封信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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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准备工作（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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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命运待人是公正的吗？
“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
如《传道书》中所言。
命运的轮盘把许多人抛在了不占时运的一边，他们在苦难中经受煎熬，为贫困或疾病所缠绕。
随波逐流者，抱怨终生；抗争者，则逆流而上，无怨无悔。
曾经有这么一个人，命运多蹇、贫病交加，却才华横溢，为了自由，为了真善美，用他所有的生命激
情，与命运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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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师谈美》(全译彩图本)作者向我们证明了：艺术作品——这一民族精神的本性反映，并非是人的
本性（亦即一定的民族性格）直接的在向我们展示，而是通过"这样一种艺术"，向我们展示出了它的
历史和当时具备的诸多社会条件；阐明了"人是先有功利的思想并以此思想观点来观察事物，从而产生
了艺术；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从单纯的审美观点来看待这一系列的思想、事物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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