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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的流淌，留给

世人难以计数、浩如烟海般的书籍。其中最为璀璨夺目的，是

那些古今中外久经时空考验的名家传世著作。这些名著都凝

聚了人类思想的精华，深入并改变着我们的言行与思想，成为

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不朽佐证。

世事境迁，斗转星移，这些名著创作的时代与我们已经相

去甚远。我们如何在当今的社会情况下解读这些宝贵的精神

财富，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为社会生活服务，已成为今天

人们思考的一个问题。为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中外名著

解读丛书》。

本套丛书共分３８册，都是从人类历史上流传广泛、影响

深远的中外名著中精选而出的。在各个分册当中我们设置了

多个栏目，例如必读理由、作者小传、写作背景、内容概要、精

彩篇章、妙语佳句、作品解读、作品影响、名家评论、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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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书中图文并茂，语言通俗易懂，内容深入浅出，力求多

角度地解读这些中外名著，提炼出作者创作的主旨，为广大读

者提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本套丛书在选编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广，时间仓促，有误之

处，欢迎广大的读者朋友们指教批评，以便今后修订完善。

编　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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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必读理由

对于广大青年朋友以及美学爱好者来说，《谈美书简》

不可或缺。它是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八十二岁时写就的

“暮年心血”之作。《谈美书简》既是先生对自己一生美学生

涯的回顾和对美学思想的梳理，也是“给来信未复的朋友

们”，尤其是青年朋友们的一次回复。全书由十三封书信结

集而成。书中，朱光潜先生就青年朋友们普遍关心的美和

美感、美的规律、美的范畴等一系列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同时也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的创作规律及特点作

了详尽的阐释，既是思想上的，又是方法上的，是初涉美学

者学习美学知识的重要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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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

一、基本情况

朱光潜（公元 １８９７．９－

１９８６．３）笔名孟实，安徽省桐城

县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

家、翻译家。我国现代美学的

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他学

贯中西，博古通今。

我国对美学进行专门的

研究，是从近代开始的。王国

维、蔡元培、鲁迅、周扬等为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但是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学还没有成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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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独立的学科。这时朱光潜发表的《文艺心理学》《谈美》

《诗论》等美学专著，对于我国美学的发展及专业化具有重

大意义。这些著作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较为详备的介绍，

对于美学的基础知识及基本观点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在

《文艺心理学》这本书中，作者先分析美感经验，然后深入到

美的本质的讨论，再联系艺术的起源和艺术的创造，最后阐

述美的范畴。书中还介绍了西方现代美学的流派、观点，并

把它们纳入各章加以介绍，旁征博引，沟通中西。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文学和比较美学的拓荒者。

《诗论》是他的一部很具代表性的作品，他用西方诗论来解

释中国古典诗歌，用中国诗论来印证西方著名诗论，触类旁

通，潇洒自如，美不胜收，成为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

朱光潜认为：“在我过去的写作中，如果说还有点什么自己

独立的东西，那还是《诗论》。《诗论》对中国诗的音律，为什

么中国诗后来走上律诗的道路，作了一些科学的分析。”此

外，他的《文艺心理学》也是融贯中西的经典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对自己的美学思想进行了一番

反思和调整，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并以

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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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

后，朱光潜又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１８４４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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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自然辩

证法》等进行系统研究，对一些译文提出了有重大价值的修

改意见，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

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西方美学史》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是朱光潜一部

最重要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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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黑格尔《美学》的翻

译，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

朱光潜还有《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变态心理学派别》

《变态心理学》《谈修养》《克罗齐哲学述评》《美学批判论文

集》《谈美书简》《美学拾穗集》《艺文杂谈》等著作。他翻译

了很多柏地耶、哈拉普、柏拉图、克罗齐、黑格尔、莱辛、维柯

等人的论著。他的数量众多的译著和译文为我国的美学研

究和文艺理论研究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二、治学精神

朱光潜对待学术研究极其认真、态度极为严谨，这也是

他在美学方面取得极高成就的原因之一。他的的治学精

神，主要有以下几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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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我析剖，自我批判

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

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

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

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

自己，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二）治学严谨、学风端正

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

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他在近六十

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

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

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

神的具体体现。

（三）“三此主义”，忘我精神

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

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

来。”“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

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像中另一地位去做。”这是朱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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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三、一生成就

朱光潜先生是中国２０世纪最杰出的美学家之一。他

的美学思想博大精深、特点鲜明。从１９３１年撰成《文艺心

理学》一书开始，他在美学领域不断地探索、不断地进取，辛

勤耕耘了五十多个春秋，几乎涉猎了审美心理学、审美社会

学和审美哲学等各个领域。

朱光潜先生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向中国介绍西方美学的

人。从介绍西方美学的代表人物尼采、克罗齐，到黑格尔、

马克思，再到撰写出版《西方美学史》，朱先生一生都在孜孜

不倦地做着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在研究西方美学的过程中

注意选择、吸收、消化，使之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从而形

成了自己的一系列重要美学见解。

朱光潜是继梁启超、蔡元培和王国维等人之后中国二

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学家之一。他的美学思想中西贯通，既

得到西方现代美学的启发，又受到中国传统美学的影响。

在朱先生的美学观点里面，非常强调美育，认为美是生活的

艺术化、情趣化，美是一种人生境界。

朱光潜先生的早期美学思想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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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确切地说是一种前后承传的关系。他们的美学研究

都受到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他们都认为美是超功利无目

的的。他们身上又都存在着这样的一种人生论调，即认为

人生是痛苦的、是牢笼，而美的境界正是对这种人生痛苦的

“解脱”或“超越”。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朱先生的这种美

学观念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是格格不入的。但作为一种

精神文化现象也不失为是对功利主义美学的一种有益的

补充。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自由主义思

想非常浓厚的知识分子，朱先生开始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

义思想，用其来修正自己的美学观点，并习惯于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独立地、辩证地、全面地思考问

题，同机械唯物论作不懈的斗争，提出了许多独到深刻和发

人深省的见解。正是由于朱先生的辛勤努力和精湛研究，

才使得中国当代美学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侧面、繁荣发展

的大好局面。作为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是中国美学

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厚重“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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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之窗

边读边想：朱光潜一生经历了哪些坎坷？他的一生对

于我们有什么启示？

相互比较：说说你还知道哪些美学大家？并分析朱光

潜和他们之间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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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５年，朱光潜到英国留学，这一去就是八年。到英

国不久，他就开始为刊物《一般》撰稿。《一般》是面向中学

生和一般青年发行的。他以书信的方式，结合文艺、美学、

哲学、道德、政治等，给青年谈论修养，指点迷津，语言平易、

口吻亲切，深受学生青年朋友欢迎。１９２９年，他把其中的

十二封信结集成书出版。这本书一版再版十分畅销，因为

它所说的问题贴近青年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很多思想方面

的各种迷茫、彷徨、苦闷。三年之后，也就是１９３２年，他又

以这种平易亲切的书信形式为青年朋友写了一本美学方面

的入门书《谈美》。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和《谈美》可以说是针对青年人进

行美学教育的姊妹篇，前书从文艺美学入手，着重谈人生修

养；后书从艺术和美入手，主要着眼于美化人生。两书一脉

相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两本书中，作者以一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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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平等的对话形式，以青年人的亲密朋友的方式表达了对

年轻朋友们的理解、同情，以心换心，来探讨人生、谈文说

艺。平实的书信方式最能深入读者肺腑。如，“谈摆脱”，书

中举了“禾”、‘属”等自己的朋友的事例，使人感到十分亲

近；“谈升学与选课”，作者以自己当初读高师选国文科的经

历说明要适合个人的兴趣与爱好；“读人生与我”展开两种

看待人生的态度，或把自己摆在前台或摆在后台，读者能直

接洞察作者的心灵，与之交流、沟通。朱光潜先生以青年学

生为朋友，平等相待、促膝谈心，是一种对读者的可贵真诚，

是一份浓浓的理解与爱护。

这两本书极富趣味，读起来情、美、趣共存，不仅可以获

得知识的启迪，还能够得到精神方面的享受。人之所以为

人，除了工作与物质享受外，还有精神与情趣的需求与享

受，否则就会感到生活单调枯燥寂寞。有情趣也是高质量

生活的一个方面。历代中国文人都很讲究生活情趣。中国

传统诗歌、书法、绘画、音乐都讲究趣味，与趣味相关的是旨

趣、情趣、意趣、风趣、兴趣等等。朱光潜受中国传统影响很

深，在两本书中反复提到人生要有情趣，艺术要有情趣。作

者强调：“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

的生活”，“情趣愈丰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

就是人生的情趣化。”朱光潜主张人生的情趣化，他的这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