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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

前言

收入本卷的，是《破门而入》。本书初版于2005年1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四个月后，中央电视
台《百家讲坛》开始播出我的《汉代风云人物》。之后，又有《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从此，我的生活变得不同以往。所以，2005年是一个“拐点”，本书则是过去生活的一个“终结”。  
 所谓“过去生活”，是指1981年以后。这年，我完成了在武汉大学的学业，通过了硕士论文的答辩，
并留校任教。答辩的通过很顺利，留校却大费周折。当时毕业生的去向，不是现在的“双向选择”，
而是“国家分配”，要由教育部下文件的。对于“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教育部规定，边疆地区
来的，原则上回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原则上回少数民族地区；已婚的，原则上回配偶所在
地区；带薪学习的，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这“四项基本原则”，每一条都能管住我。按照规定
，应该回新疆工作。    导师们都很遗憾，系领导也想留住我。我的导师之一胡国瑞先生，作为系里的
学术带头人，更是希望能跟校长刘道玉谈一谈。当时，刘道玉先生是全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作
风非常民主。他马上表示：我去看胡先生，我到胡先生家里去听意见。刘道玉说，校长是为教员和学
生服务的。只有官员拜学者的规矩，没有学者求见官员的道理。    结果，是刘校长听了胡先生的意见
后，通过当时的教育部部长蒋南翔，跟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协商，把我留在了武
汉大学。可以说，没有胡国瑞先生和刘道玉校长的这番努力，我的人生将是另外一种情况。所以，我
将终生感谢这两位先生。我筹集善款设立“胡国瑞奖学金”，多次向“刘道玉教育基金会”捐款，就
是为了报恩。    留校以后的日子，艰苦而快乐。艰苦，是因为大家都困难。刘校长自己一大家子，也
只有小小的两房一厅。因为他坚持，教员的住房条件改善之前，自己决不搬家。所以，像我这样刚刚
毕业、没有职称的“青年教师”，能有一间房就算不错。有段时间，我跟曾庆元、於可训等同事，都
住在湖滨宿舍的“筒子楼”。平时，洗澡只能去公厕，做饭只能在走廊。每到中午傍晚，整栋楼烟熏
火燎。正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苦，我们这帮家伙倒也“不改其乐”。    快乐，是因为
自由。当时武汉大学上下，思想都很解放，环境十分宽松。教员上课，讲什么，怎么讲，领导基本不
管。干部也没有架子。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如有口碑不错的课程或
者讲座，管教学的童懋林副校长会去旁听。事先并不打招呼，一个人悄悄地坐在后排，教员和学生也
视而不见，因为都知道她意在发现人才，以便培养扶持。因此，那时的武大课堂，真可谓“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登上大学讲台的。第一门课，是《文艺审美心理学》，时间
则是在1983年。课程表排出后，报名选修者多达数百，创下历史纪录。学校安排了当时最大的教室(教
三楼001)，仍是人满为患。外校和晚来的学生，便只能站在走道，挤在窗台。其“盛况”，远远超过
后来录制“百家讲坛”。    从此，我在大学讲台讲了二十多年。先是在武汉大学，后是在厦门大学；
先是给本科生讲，后是给研究生讲。课程，也五花八门。收入本卷的《破门而入》，就是这二十多年
教学的成果之一。它的正式写作，是在2004年；但要追根溯源，还得从1983年算起。所以，我把那时
的备课笔记照片附在卷首，以为纪念。    实际上我写本书，也有把课堂扩展到社会上的意思。那时还
不知道有“百家讲坛”，更不知道后来会上“百家讲坛”。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写这样一种“演讲
体”的书。演讲体的好处，是亲切自然、通俗易懂，便于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接受。接受是很重要的
。对方不接受，你这课就白上了。这就一要让人产生兴趣，二要让人听得明白。拽，端着，卖关子，
故弄玄虚，那是唱“空城计”时使的招。真有“雄兵百万”的，不这么着。    再就是如何入门了。我
的主张，是抓住两个环节，一是问题，二是历史。所以本书的副标题，便叫《美学的问题与历史》。
在我看来，好的教案，就像好的剧本，也要有悬念和动作。问题，就是悬念；历史，就是动作。有悬
念，有动作，就好看。好看，就吸引人，也就能达到传播效果。1983年我第一次在大学上课，就是这
个路子。2005年上“百家讲坛”，仍然是这个路子。至于这种入门方式，算是一脚踹开，还是念了“
芝麻开门”之类的咒语，倒其实是无所谓的。    2010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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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

内容概要

自央视“百家讲坛”热播以来，易中天便一跃成为电视传媒观众眼中的“明星学者”，其畅销作品如
《品三国》系列，“品读中国”书系、《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及续篇《中国智慧》、《国的惆怅》、
《帝国的终结》等，深受全国广大读者的欢迎。
    《易中天文集》除了全部收入上述经典作品之外，还将易中天在学术耕耘领域重要的代表作《〈文
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和《破门而入》一举囊括。此外，以《高高的树上》为代
表的文学创作，以《书生傻气》、《公民心事》为代表的现实关注，全方位地展现了易中天为人为文
的神采全貌。本书是《易中天文集》第四卷《破门而入》。
    《易中天文集》第四卷《破门而入》是易中天教授多年教学经验，模拟课堂实况、精心撰写的一部
美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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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

书籍目录

一脚踹开，还是念个咒语破门而人自序第一讲  性质与方法  一  并不提供通用门票的美学  二  最没用的
和最有用的  三  真正意义在于启迪智慧  四  美学就是美学史，美学史就是美学  五  呆气与灵气第二讲  
美的研究  一  柏拉图定的调子  二  第一乐章  三  走向主观美学  四  走向神学目的论  五  走进死胡同第三
讲  审美的研究：康德  一  美学的教父与父亲  二  美感的特征  三  审美的原则  四  美的秘密  五  康德给
我们的启迪第四讲  审美的研究：审美心理学  一  直觉  二  移情  三  心理距离  四  格式塔  五  精神分析
第五讲  艺术的研究：黑格尔  一  美学，还是艺术哲学  二  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显现  三  艺术的阶段与
类型  四  艺术的门类与特征  五  对黑格尔美学的反思第六讲  艺术的研究：一般艺术学  一  模仿说  二  
表现说  三  游戏说  四  形式说  五  走出美学的迷惘第七讲  美学问题的历史解答  一  艺术是情感的对象
化形式  二  艺术是情感的传达  三  艺术是人的确证  四  美感与审美  五  美与丑附录一  西方古典美学史
纲  总论  一  古希腊罗马客观美学  二  中世纪神学美学  三  近代人文美学附录二  中国古典美学史纲  总
论  一  先秦两汉艺术社会学  二  魏晋南北朝艺术哲学  三  唐宋元明清艺术心理学附录三  西方现代美学
史纲  总论  一  自然科学的形式主义  二  非理性主义的表现主义  三  理性主义的表现主义  四  社会科学
的形式主义  五  美感经验论  六  艺术社会学附录四  推荐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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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

章节摘录

同学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美学。照例，先讲绪论，就是讲“什么是美学”(笑)。大家觉得有点
可笑是不是？我也觉得可笑(笑)。因为这很老套，而且有点呆气。现在不时兴这个了。现在时兴的是
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就像搞“一夜情”一样(大笑)。可惜学术不是“一夜情”(笑)，它是“谈婚论
嫁”(大笑)。谈婚论嫁么，就得把对方的家底都弄清楚了。比如姓甚名谁，何方人氏，有无兄弟，家
财几何等等。要不然，嫁错了人，可得后悔一辈子(笑)。老话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当然，
这是老话。现在不怕了。选错行可以改行，嫁错郎可以改嫁(笑)。不过改嫁总归是件麻烦事，再说，
学术上嫁错了郎，也没人付你青春赔偿费(大笑)。    学术为什么是“谈婚论嫁”呢？因为学术是这样
一种工作，它主要是人类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当然学术研究也是要创新的。但它首先是积累与传承，
在积累与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如果只是为了解决当下的问题，那么，有技术就行，用不着学术。技术
当然也有一个积累与传承的问题。不过对于掌握技术的人来说，这个过程是可以压缩或者省略的。比
如我们用电脑，有奔3就用奔3，有奔4就用奔4，用不着从286用起。这是技术和学术的不同。人类之所
以要有学术，就因为人类有文化，而文化是需要一点一点积累，一代一代传承的。学术要做的，主要
是这个工作。所以它不能只求“曾经拥有”，还得追求“天长地久”。(笑)    同学们或者要说，你老
先生有没有搞错(笑)？我们并不是要搞学术，要跟着你研究美学。我们来上美学课，是为了“学以致
用”。比方说，学会买衣服，挑女朋友(笑)，至少也要学会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什么的
吧！我们用不着搞清什么是美学，也用不着知道美学的来龙去脉，你把结论直接告诉我们就行了，用
不着那么麻烦啦(笑)！    如果是这样，如果你学美学，只是为了学会买衣服，挑女朋友，那么，我想
你是走错门了。因为这个我不会(笑)。不光是我不会，我想其他的美学家，比如鼎鼎有名的朱光潜老
先生，大约也不会。我见过朱先生的一张照片，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他哪里会买什么衣服，挑什么女
朋友(笑)？当然，朱先生是有太太的，但这和他是不是美学家没有关系。历史上最伟大的美学家康德
就没有太太，一辈子单身，也不会欣赏女人或者艺术品。你要是向他打听这个，那可真是问道于盲。 
  至于看电影、听音乐、欣赏绘画和雕塑，这个事情，美学倒是要管一管的。不过它的管法，和电影
学、音乐学、美术学不一样。比如一幅画画得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又在哪里，这里头就有个标准
问题。这些标准往往是很具体的，比如中国画的“笔墨”。很多人主张看国画要看笔墨。我们知道，
中国画的工具和材料，主要是毛笔和水墨。笔可钩、勒、皴、点，墨有烘、染、破、积。笔立形质，
墨分阴阳，这样就构成了中国画特有的视觉形象。所以中国画很讲究笔墨。如果你学会了看笔墨，那
你就算是多少懂点行了。    但也有人反对，说“笔墨等于零”，也就是不要笔墨的意思。另一派立即
反唇相讥，说“没有笔墨等于零”。这样一来，笔墨就成了一个学术问题。可以争论，也应该争论。
但这个问题不是美学的，而是美术学的。为什么不是美学的呢？因为美学不管这些具体问题。它不管
国画要不要笔墨，也不管西画要不要笔触。它甚至不管色彩、线条、构图这些中西绘画都有的“共性
”的问题。它不管这些“琐事”，只管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即艺术标准是否可能和怎样可能。说得
白一点，就是艺术品的鉴赏到底能不能有一个标准？如果能，那么，这个标准应该按照什么样的原则
来设立？    还说笔墨。前面说了，一派说“笔墨等于零”，另一派说“没有笔墨等于零”。不管他们
怎么争，都是美术学范围内的事。但是，如果有个人忽然跳出来说，你们说的这些都等于零！因为一
幅画画得好不好，根本就没什么一定之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好就好，觉得不好就不好，
哪有什么标准？比如达·芬奇，──顺便说一句，我们这位大画家的名字，准确地说应该是莱昂纳多
·达·芬奇。因为“达·芬奇”的意思是“来自芬奇”或“芬奇人”，“莱昂纳多”才是他的名字。
所谓“莱昂纳多·达·芬奇”，也就是“来自芬奇的莱昂纳多”，有点像我们中国把项城人袁世凯叫
做“袁项城”，南皮人张之洞叫做“张南皮”。那时人们都这么叫，比如“佛罗伦萨来的米开朗琪罗
”。所以，把莱昂纳多·达·芬奇叫做达·芬奇是不对的。要么叫莱昂纳多，要么全称莱昂纳多·达
·芬奇。P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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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

后记

本书承蒙复旦大学出版社贺圣遂社长慧眼垂爱，骆玉明教授鼎力促成，宋文涛君精心编辑，乃得以面
世，在此谨致谢忱！    易中天    2004年7月5日于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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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

编辑推荐

《破门而入》是易中天教授多年教学经验，模拟课堂实况、精心撰写的一部美学著作。体系井然，自
成一家，兼具专著、教材、演讲之特点，风趣幽默，引人入胜，可供本科生、研究生和美学爱好者阅
读。    本书所用，为“破门而入法”。破，就是批判，也就是清算或清理。这就要围绕问题讲历史，
或历史地讲问题，故本书又名《美学的问题与历史》。历史讲完了，问题搞清了，结论也就顺理成章
地得了出来。这就叫“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至于使用“讲演体”成文，无他，教书匠习性使然故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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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文集》

精彩短评

1、好久没读大本命了，甚是想念。这几日又把这本启蒙书翻出来读，依旧有趣。感谢天哥，带我开
眼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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