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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朱光潜先生代表作《西方美学史》，从西学原始文献出发，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美学资料，体验美学原
典的基本精神，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从古希腊到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其文字平易、说理透彻、材
料丰富。
本书为典藏本，邀请专家学者，全面整理、精心核对全书文字，增补原始材料，校正原文错漏，统一
结构体例，规范译名数字，并根据内容关联和历史背景，配以100余幅经典而精美的插图。
本书为全彩印刷，是一部完备、权威、精美的艺术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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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
基者之一。
早年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留学欧洲，熟练掌握英、德、法、意、俄多种语言，获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大学、中央艺术学院、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抗战后到1986年逝世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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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关于市民剧狄德罗在文艺方面最关心的是戏剧。
他要用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市民剧来代替17世纪主要为封建宫廷服务的新古典主义的戏剧，作为反封
建斗争的一种武器。
随着资产阶级力量的上升，古典型的悲剧和喜剧以及它们的传统的规则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要求。
这种情形在较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早已显得很突出。
例如在英国，伊丽莎白时代标志着英国戏剧的高峰。
当时戏剧家虽然仍沿用悲剧和喜剧的名称，却完全不理睬这两个剧种的传统规则，内容主要反映资产
阶级的人生理想和现实社会矛盾，所以只是用旧瓶装新酒。
有时候他们发现旧瓶不能装新酒，便索性创造新剧种。
莎士比亚所常用的悲喜混杂剧便是一例。
我们在第六章已提到瓜里尼在意大利所作的同样的改革。
这种悲喜混杂剧的成功打破了戏剧体裁须依传统定型的迷信。
到了17、18世纪之交，英国又发展出另一新剧种，叫做“感伤剧”(sentimentaldrama)，进一步打破古
典剧种的框子，用日常语言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调大半是感伤的，略带道德气味的，法国人把它
取了一个诨号“泪剧”(Ledramelarmoyant)。
它不像悲剧那样专写上层社会，也不像喜剧那样谑浪笑傲，目的总是在宣扬资产阶级所重视的道德品
质，所以又叫做“严肃剧”，其实就是市民剧，也就是话剧的祖宗。
在启蒙运动的初期，法国新古典主义戏剧的影响还很顽强，一般理论家不大瞧得起这个新剧种，从“
泪剧”的诨号上就可以见出，上文已提到过伏尔泰对“泪剧”的鄙视。
狄德罗对新事物的敏感比较强，新古典主义的成见比较浅。
他对古典戏剧的态度多少是辩证的：一方面肯定了高乃依和拉辛的卓越成就，另一方面也反对古典戏
剧的矫揉造作和清规戒律。
他感觉到英国的新剧种更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当时资产阶级常针对着封建贵族的豪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夸耀本阶级的道德品质，来降低敌对阶级的
地位。
这种斗争方式广泛地反映在当时新型剧本和小说里。
正是这种倾向投合了狄德罗的口味。
他明确地提出文艺要在听众中产生道德的效果，要使“坏人看到自己也曾做过的坏事感到愤慨，对自
己给旁人造成的苦痛感到同情”，“走出戏院之后，作坏事的倾向就比较减少”⑩。
戏剧要宣扬德行，而德行就是“在道德领域里对秩序的爱好”。
因此，戏剧在题材上应有现实社会内容。
其次，狄德罗认为如果要戏剧产生道德效果，就必须从打动听众的情感入手，而为了打动情感，戏剧
就要产生如临真实情境的幻觉，使听众信以为真。
他说：“戏剧的完美在于把情节摹仿得精确，使听众经常误信自己身临其境。
”根据这个要求来看，法国古典戏剧就太不自然，太不热情，不能产生逼真的幻觉，引起深刻的情感
，起戏剧所应起的教育作用。
因此，狄德罗在英国感伤剧的启发之下，建议创立较适合时代要求的介乎悲剧与喜剧之间的新剧种，
总名为“严肃剧种”（Lesgenresserieux），其中又分“家庭悲剧”和“严肃喜剧”两种。
他在《和多华尔的谈话》里这样说明了他的新剧种的理想：在戏剧如在自然里，一切都互相联系着的
。
如果我们从某一方面接触到真实，我们就会同时从许多其他方面接触到真实。
既然用了散文，我们就会在戏台上看得到一般礼貌(这是天才与深刻效果的敌人)所禁用的自然情境。
我要不倦地向法国人高呼：要真实！
要自然！
要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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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索福克勒斯！
要菲罗克忒忒斯那样的人物！
诗人替他所布置的场面是睡在一个岩洞口边，身上盖着一些破布片，在剧疼之下辗转反侧，放声哀号
，吐出一些听不清楚的呻吟。
布景在荒野，用不着什么排场就可以表演。
服装真实，语言真实，情节简单而自然。
如果这种场面不比那些穿着华丽衣服，打扮得矫揉造作的人物所出现的场面，更能使人深受感动，那
就只能怪我们的审美趣味已腐朽透顶了。
狄德罗在这里把他的理想剧种和新古典主义的戏剧作了一个对比，只要自然，宁可粗野一点，决不要
虚伪腐朽的“文明”。
他把这个新剧种的性质界定为“市民的，家庭的”，他的政治意图也是很明显的。
市民与贵族中伟大人物对立，家庭与宫廷对立，他要求戏剧抛开贵族中伟大人物而表现市民，抛开宫
廷生活而写家庭日常生活。
这就要求戏剧接近现实，更好地为新的阶级服务。
所以他力劝作家们深入生活，“要住到乡下去，住到茅棚里去，访问左邻右舍，最好是瞧一瞧他们的
床铺、饮食、房屋、衣服等等”。
这种呼声在当时还是“空谷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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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美学史》：史上取权威、最完备、最美的《西方美学史》新中国60年最具影响力的备选书目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定大学生必读书目全国名牌大学文艺美学、艺术史、文学史、文艺学、文艺批评专
业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必读书《西方美学史》是朱光潜先生，1949年后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中国，学
者撰写的第部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丰厚的史料价值，代表中国
，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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