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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西方美学史》是美学大师朱光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
的经典之作，是代表中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文化名著。

Page 5



《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

精彩短评

1、读美学一定要读朱光潜。
2、我所知道的美的历程。
3、　　惜字如金，精练！
　　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一感觉
　　
　　抱着粗览美学的“动机”，我从书架上取下它
　　读书，对于我来说，常常是囫囵吞枣，求量不求质。
　　我认为读书多了，自然看到所有书里的联系，比钻研一本，收获会更大。
　　所以常常对一本书进行标注的时候，大多是概括总结。
　　而这一本，我的总结总是不能表述清楚作者的内涵
　　那种“词不达意”的感觉令我很沮丧。
　　
　　不过也正因如此，我一反常态的把这本书读了两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
　　PS当然，读第二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嘿嘿，是我没记住各个时代美学家、哲学家那拗口的名
字！
　　
　　其实，对书的喜爱，正引证了对作者的崇拜
　　朱光潜，和南怀瑾，是我了解的学术研究者中，比较务实（手里有金刚钻）的两位。
　　所以，俩人的书，我认为，看看挺好的
4、朱光潜的文字和条理真的没话说。如果朱老能活到现在，什么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纷繁复杂的美
学现象一定逃不过他清亮的双眼~
5、上学期有美学课才读的这个
6、作为一部美学通史写的挺不错，但是每一段都要不由自主的扯到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确实无聊
，但是如果不这么写，估计也出版不了吧
7、朱老爷子总是用最简单的平实的话语解释相当深奥的事儿 大师！
8、这个版本比较可爱。
9、　　    一个老者，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坐在路边长椅上的老人。
　　  老人就这样坐着，在晨风里，在夕阳下。没有人知道老人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老人在关注着
什么。老人的眼神里充满平静，
　　  风烛残年的人，无关荣辱，没有什么值得在乎。风吹干了你的皮肤，吹走了你的青春。
　　  你为世界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
　　——以上是我对您的想象。
　　
　　  对《西方美学史》这本书向往已久。却没有刻意的寻找。
　　  学校的图书馆里没有。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书店里见到简易本，薄薄的小册子，有点儿灰尘
，没有购买的欲望。去厦门市图书馆，一个偶然，在特别推荐的书架上，见到了这本书的下卷。欣喜
，激动。
　　  下卷主要讲述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的美学发展史。
　　  
　　（未完待续）
10、放弃了下，以后再读吧
11、很喜欢，但是不太能读懂。
12、朱光潜将卢梭称为卢骚⋯⋯
13、思维的紧密性 思想的历史.
14、同林庚的《中国文学简史》一样，除去文学部分，单看对历史和思想史的梳理，也是非常清晰好
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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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这段时间读的书是我最不想读的了吧。我自己很明白我感兴趣的只有小说，连对诗都是很淡漠的
。朱老用马克思主义衡量美学观念，靠近马的就是进步的。感谢他不厌其烦的比较了！考研是不是自
觉接受思想改造啊？？ 
16、看得我有点晕
17、美学入门
18、第一遍
19、一部窥视美学发展历程的好书，值得反复品味。
20、实在是太红太专了啊！！！
21、美学入门书籍
22、这本书是再工作繁忙之余，借同事的。上大学时开过美学的课程。那老师讲的相当的不错，因为
再中国研究这个的刚起步，美学还没列入正式的课程中！所以值得学习！！

23、朱光潜简直红的发紫啊，哈哈^ω^，写到柏格森就停了，是因为实在没法和马克思主义好好玩耍
了么
24、里面经常出现的鉴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标准让我有点遭不住。。。
25、应该收藏的书，跟哲学史放在一起看。
26、很不错的~主旨和层次感很强~
27、终究是哲学史。。
28、我的美学入门书啊
29、我很喜欢
30、美學真的跟美差的好遠喔。~ ~
31、有点看不懂，陶冶个情操
32、非常棒的一本书！论述精准，作者灵性的天分完全融入其中．其中的插画作品大体也都选择不错
．现在的生活确实令人疲惫，但这本书绝对令你一生不会审美疲劳．小书摊上的奇遇，是一种缘分．
买下它！带走它！享受它！
33、初读觉得不难，不过后来意识到自己自己囫囵吞枣，
等全读完再来仔细想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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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1. 看戏是受教育，它是雅典公民的一种宗教和政治的任务。所以文艺在希腊人生活里远比在后来两
千多年中都较重要。2. 美学在西方一开始就是哲学的一个部门。3. 希腊文艺在公元前5世纪 伯里克斯
时代达到顶峰，传统思想统治转变为自由批判，文艺时代转变为哲学时代。三个原因：一 生产发展，
自然科学带动哲学。二 工商业发展，新兴阶级争夺政权，促成批判辩论风气。希腊思想的对象由自然
现象转变到社会问题。三 贸易战争，外来文化刺激。4. 希腊美学发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从自然科学
的观点看美学问题，多是数学家，认为数的原则统治着世界的一切现象。认为美就是和谐。音乐是对
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这是希腊辩证思想的最早萌芽。推广到建筑、雕刻及其他艺术，探求什么样的数
量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例如发现黄金分割，认为圆形最美。这种偏重形式的讨论是后来美学里形
式主义的萌芽。注意艺术对人的影响：听着性格偏柔，刚的乐调可以是他心情由柔变刚。艺术可以改
变人的性格性情，所以产生教育的作用。5. 赫拉克利特进步了一大步：他明确“差异的东西会相会合
，从不同的因素产生最美的和谐，一切都起于斗争”侧重和谐就是侧重平衡和静止，侧重斗争就是侧
重变化和发展，所以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量关系加以绝对化和固定化，而赫拉克利则强调世界的不断
变化和更新。这对于美学有重大意义：美就不是绝对永恒的东西。赫拉克利说过“比起人来，最美的
猴子还是丑的。”这就是美标准相对性的一句最简短形象化的说明。6. 德谟克利特“音乐并不产生于
需要，而是产生于正在发展的奢侈”第一，他开始从社会发展看艺术的起源。第二，他这个看法多少
含有近代席勒河斯宾塞的“余力说”萌芽。依这种余力说：人在满足直接生活需要而有余力时，才进
行自由艺术活动，创作出多少是超功利的美的作品。7. 苏格拉底，衡量美的标准是效用，有用就美，
有害就丑。阿斯木斯评论苏格拉底的观点“美不能离开目的性，即不能离开事物在显得有价值时它所
处的关系，不能离开事物对实现人的愿望它要达到的目的的适宜性。”8. 苏格拉底以石匠的身份学过
雕刻，所以对艺术创造有切身体会，他主张画家画像，雕刻家雕像都不应只描绘细节，而应“现出生
命”表现出心灵状态“，他还说艺术不应该奴隶地描摹自然，而应在自然中选择出一些要素去构成美
的整体。因此，他认为艺术家刻画出来的人物可以比原来的人物更美。9. 柏拉图：床有三种，第一是
床之所以为床的idea（不依存于人的意识存在），第二是木匠依据床的idea制造出来的个别的床，第三
是画家模仿个别的床所画的床。灵感的来源，一种解释是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的身上，使他处于
迷狂状态，把灵感疏松给他，暗中操纵着他去创作。第二种解释是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的回忆。10. 
亚里士多德，艺术的逼真并不是毕肖现象的浮面的真实，而是揭示现象内部所含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因此他的前提不妨是假设或虚构的，在历史事实上不可能的，但在假定这前提下，如果所写的都近清
近理，令人看到就起逼真的幻觉，这就尽了艺术的能事。假定a发生，b就发生，人们会产生错误的推
理：b存在，a就存在。因此，a不存在的时候，把b真实的写出，人们就会错误的感知a是存在的。11. 
节奏和音调不过是些声音，为什么能表现道德品质而色香味去不能呢？12. 文艺的目的是什么？快感？
教益？还是快感兼教益？13. 古典主义，在罗马时期开始形成，它广泛流行于文艺复兴时期，十七八世
纪的新古典主义。古典主义何以在罗马时期形成呢？民族间关系复杂斗争激烈，迫使他们倾力于军事
、交通、贸易、政治、法律、税收以及农业、水利、建筑之类的实际工作。没有余力也没有需要在哲
学和文艺方面开辟一个新的天地。在罗马本土和罗马统治地区，希腊语是广泛流行的，利用原有的统
一的文化作为思想上征服被统一的各民族的工具，是有利的。罗马文化对希腊文化的继承来看，符合
文化由成熟转向衰退的规律，原始的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容已不存在，人们醉心的是艺术的形式
的完美乃至前纤巧。希腊文艺落到罗马人手里，文雅化了，精致化了，但也肤浅化了，公式化了。14. 
中世纪在艺术上最大的成就要算建筑。这些建筑由早期的罗马式发展成为11世纪以后的哥特式，达到
西方建筑的高峰。随着大教寺建筑的发展，一些相关的艺术如雕刻、壁画、版画、着色玻璃、镶嵌图
案等也都逐渐繁荣起来，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光辉灿烂的艺术打下了基础。15. 他们对宗教并不存多大的
幻想，所以他们的作品在精神和风格上能超越宗教所限定的范围，表现出对现世美好事物的爱好。16. 
民间世俗文学的作者大半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民，不知道有希腊史诗和悲剧，也不知道有亚里士
多德和贺拉斯，所以他们不受古典传统中陈腐规则的束缚，在作品中能自由表现自己思想情感。18世
纪后期，文艺界对于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和娇柔造作的风格感到厌倦，掀起了一场反抗运动，叫做
浪漫运动。这个运动就是回头像中世纪民间文艺学习，要求情感和想象对自由表现的运动。17. 浪漫这
个词就是从中世纪传奇故事诗roman来的。18. 中世纪官方语言是拉丁语，民间文学大半是用本地方言
创作，口头流传，它是西方近代各国民族文学的起源。19. 如果古人比我们伟大，学他们的步伐也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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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们，如果我们比他们伟大，我们放慢步伐来迁就他们，不就显得蹒跚可笑吗？文风是应该随着时
代变迁的。20. 卡斯特尔维特罗认为美感的来源不外两种：一种是题材的新奇，另一种是处理的手法上
显出的难能多技巧。21. 洛克认为人生来就是一张白纸。22. 霍布斯 人性本恶论。23. 哈奇生认为，德行
起于荣辱感，而荣辱感起于自私。道德家谴责的恶劣行为也是社会所必需的，肯花钱过骄奢淫逸生活
的人越多，对货物的要求就越多，就业者就越多而工资就越高，因此社会就越繁荣。24. 哈奇生是一个
目的论者，他认为动物的身体结构美是我们发生快感，是由于这种结构适应该动物的“必需和便利”
，符合他的本质决定的目的。25. 同情（sympathy）在西文里原义不等于怜悯，而是设身处地分享旁人
的情感乃至分享旁物的被人假想为有的情感或活动。26. 休谟认为人和人之间在敏感上生来就有很大差
别，但是可以通过训练和学习来提高。27. 休谟对作品的评判提出两条原则：一条是要把作品摆到特殊
历史情景中去看，“每一部艺术作品，如果要产生应有的心理效果，必须从一定到观点去看它，如果
读者所处的情景不符合那作品本来需要情景，他们就不能充分的欣赏它。另一条是要了解作品的目的
”它的好坏程度就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于达到这个目的。28.康德认为崇高感是一种自我尊严和精
神胜利的感觉。29. 博克认为崇高的对象都有一个共同性，即恐怖性，凡是可恐怖的也就是崇高的。崇
高对象的感性性质主要是：体积巨大的、晦暗、力量、空无、无限、壮丽、突然性等等。30. 博克在论
文第一部分结尾写下这样的体会：一个人只要肯深入到事物表面以下去探索，哪怕他自己也许看的不
对，却为旁人扫清了道路，甚至能使他的错误也终于为真理的事业服务。31. 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愈文
明，愈彬彬有礼，它的风俗习惯也就愈没有诗意，一切都由于温和化而软弱起来了。诗需要的是一种
巨大的粗旷的野蛮的气魄。
2、惜字如金，精练！这是我对这本书的第一感觉抱着粗览美学的“动机”，我从书架上取下它读书
，对于我来说，常常是囫囵吞枣，求量不求质。我认为读书多了，自然看到所有书里的联系，比钻研
一本，收获会更大。所以常常对一本书进行标注的时候，大多是概括总结。而这一本，我的总结总是
不能表述清楚作者的内涵那种“词不达意”的感觉令我很沮丧。不过也正因如此，我一反常态的把这
本书读了两遍，每一遍都有不同的收获。PS当然，读第二遍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嘿嘿，是我没记住
各个时代美学家、哲学家那拗口的名字！其实，对书的喜爱，正引证了对作者的崇拜朱光潜，和南怀
瑾，是我了解的学术研究者中，比较务实（手里有金刚钻）的两位。所以，俩人的书，我认为，看看
挺好的
3、一个老者，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人来人往，没有人注意到坐在路边长椅上的
老人。老人就这样坐着，在晨风里，在夕阳下。没有人知道老人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老人在关注着
什么。老人的眼神里充满平静，风烛残年的人，无关荣辱，没有什么值得在乎。风吹干了你的皮肤，
吹走了你的青春。你为世界做出了如此大的贡献。——以上是我对您的想象。对《西方美学史》这本
书向往已久。却没有刻意的寻找。学校的图书馆里没有。曾经在中央美术学院的书店里见到简易本，
薄薄的小册子，有点儿灰尘，没有购买的欲望。去厦门市图书馆，一个偶然，在特别推荐的书架上，
见到了这本书的下卷。欣喜，激动。下卷主要讲述了18世纪至20世纪初西方的美学发展史。（未完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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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

章节试读

1、《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5页

        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基本原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一切现象。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萌芽。
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就是和谐。“小宇宙”类似“大宇宙”（内在和谐碰到外在和谐），同声相应。

赫拉克利特
朴素唯物主义，毕达哥拉斯侧重对立的和谐。赫拉克利特侧重对立的斗争。

苏格拉底
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美学问题，美和善两个概念是统一的

柏拉图
需要解决早期希腊遗留两个问题：文艺对客观现实的关系；文艺对社会的功用。
关系：三个世界，理式世界大于感性的现实世界大于艺术世界。只有理式世界才有独立存在。其他两
种都是感性的，低级的。艺术世界是模仿现实世界再模仿理式世界
他认为荷马与悲剧家们理由就是把神写的与人一样坏
他对于感性事物的美有三种不同看法，效用（有用）、模仿（艺术对理式模仿）、回忆（轮回）
功用：文艺必须对于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是西方第一个明确把政治教育效果定做文艺的
评价标准
认为文艺才能来源是灵感，神灵附身；不朽灵魂的回忆。

亚里士多德
毛病在于把认识、实践、创造看成三种分立的活动。
净化的学说

朗基努斯
崇高论

文艺复兴
古典的继承与批判：继承古典主义
文艺与现实的关系：阿尔贝蒂认为不必像真实人物的本来形象；像一般的人；再现某个别人“处在一
定情况中”的面貌和全体形状。体现了典型与个性的统一以及艺术必须理想化的道理
模仿对象或文艺题材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行动到达芬奇的模仿心理，再到弗拉卡斯托罗的诗的
对象时自然界的一切
对艺术技巧的追求：重视实践。是西方艺术史的转折点，由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请示劳动而轻视技
巧转到重视实践
文艺的社会公用：文艺对象为人民
把娱乐看做是的唯一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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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

2、《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264页

        康德：在他之前，西方哲学分为两派，一为以先天先验理性为客观世界和人类知识为基础，理性
主义；一类承认物质独立存在，主张一切知识从感性经验开始，经验派。理性主义唯物，主张目的论
。经验主义唯心，主张因果论。
  判断力的判断：他把认识功能局限于想象力（掌握物体形式）和知解力（逻辑分析、推断能力）。
理性才能掌握概念。他头两本书批判一个只涉及知解力和自然界的必然，一个涉及理性和精神界的自
由。而所谓的“判断力”就是两者之间的桥梁。讨论了审美和审美目的两钟判断力。而在英国经验主
义中，审美活动只带来感官的快感，理性主义认为审美知识一种低级认识活动只涉及概念。康德认为
审美判断归于判断力而不是单纯的感官（反经验），认为审美判断主要是情感情感而不是概念（反理
性）
 美的分析：质的放，质的方面；美感自身有特质，不能与一般快感完全等同。一般快感都要涉及利害
，主体对欲念的东西只关心存在而不是他的形式。审美活动不涉及利害不满足欲念，对象只是他以形
式而不是以他存在来产生美感。”审美趣味是一种不凭任何利害而单凭快感或不快感来对一个对象或
一种形象显现方式进行判断的能力“所以就质来说，美的特点在于不涉及利害，因而不涉及欲念和概
念
   量的方面；可以解决审美判断虽是单称的，主观的，而仍有普遍有效性的矛盾“美是不涉及感念而
普遍的使人愉快”
  关系方面：纯粹美与依存美，纯粹美是不涉及利害有符合目的性而无目的的纯然形式的美，依存美
涉及概念。利害、目的。美没有明确目的而又符合目的性的矛盾或二律背反。

 崇高的分析：
崇高与美的异同：美更多涉及质，崇高更多涉及量，美是单纯的快感，崇高是有痛感转化为快感。美
的主观的符合目的性见于想象力与知解力的和谐合作，崇高的主观的符合目的的性则是想象力遭到推
拒而理性来解围。
而崇高是在我们心中引起自己有足够的抵抗力而不受他支配的感觉。也就是人的自我尊严感。而崇敬
的对象，像是自然的对象，而骨子里却是人自己的人能凭借理性胜过自然的意识。
 天才和艺术
艺术创作与单纯的审美活动不同，不能不涉及意志，目的乃至于概念。他把自由看做艺术的精髓。笑
、诙谐、艺术都标志着活动的自由和生命力的顺畅。“自然只有在貌似艺术时才显得美，艺术也只有
使人知其为艺术而又貌似自然时才显得美”“审目的的判断成为审美判断的基础和条件”。康德的问
题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割裂。

歌德
做到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结合。歌德把古典的与浪漫的看做表现现实与表现理想之分。
认为应该由特殊到一般，而不是一般到特殊。一般到特殊是从一般概念出发，找出个别具体形象来表
现。特殊到一般是从特殊事例出发，由于表现真实而完整，所其中必定现实一般真理。为寓意和象征
的分别。
文艺应从主观概念还是客观事实出发的问题，是典型应该理解为抽象化和普泛化，还是理解为具体化
和个性化，也是古典与浪漫的分歧。
艺术要显出事物的特征，也就是说要抓住事物的本质和必然规律，显出理性。
典型就是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歌德与席勒都主张统一，席勒从一般性出发，歌德从特殊性出发。
理想的艺术作品，不仅是对自然的模仿，而且是从自然出发的创造，不但揭示事物的本质，也显示出
艺术家“自己心情深处。”
艺术家对自然双重关系，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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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

艺术应该是自然的东西道德的表现，同时涉及自然和道德两方的对象才最适宜艺术

3、《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454页

          他认为，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式代替关系，过分强调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艺术与现实的对立关
系，忽视了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历史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叙述特
殊的事情，诗把特殊提到一般，比历史更有普遍性。
  抛弃了别林斯基未能完全抛弃的艺术从理念出发的原则而代之以艺术从生活出发的原则。

4、《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333页

           席勒思想大半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始终徘徊与诗与哲学之间，与歌德的从实际出发不同。
   对于希腊文艺的精神继承了温克尔曼的“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本来硬而脆的大理石的性质必须沉没到软而韧的肌肤的性质里去，无论是感情还是眼睛都不应该
回到石头上去“（形式完全征服材料）
   正是因为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走向自由
   在当时，过分夸大艺术和美的作用是浪漫主义的通病，始作俑者正是席勒
   ”游戏“，与”自由活动“同义而与”强迫“对立的。感性冲动（使潜能变成实在）使人感到自然
要求的强迫，理性冲动（从世界现象归纳法则）又使人感到理性的要求与强迫。”游戏冲动“消除一
切强迫，使人恢复自由
   内容只能对个别功能齐作用，形式才能对认得整体起作用
   席勒所见的美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客观对象和主观的统一。
   ”依恋自然的情感是和我们追悼消逝的童年和儿童的天真那种情感密切相关。“就是这种情感产生
了感伤诗。
    ”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者追寻自然。前者成为朴素诗人（现实主义），后者成为感伤诗人（浪漫
主义）“
    人既与现实对立，又要追求与现实统一，所达到的就不复是素朴人的那种人与自然的天真协调，而
在失去协调之后努力恢复协调的有意识的道德的行为。
    素朴诗与感伤诗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纯粹客观，后者是表现诗人主观态度和情感。
   

5、《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下册

        西方美学史
下册
第三编

正因为通过美，人也可以走到自由。——席勒
感性冲动使人感到自然要求的强迫，而理性冲动又使人感到理性要求的强迫
当我们怀着情欲去拥抱一个理应鄙视的人时，我们就痛苦地感到自然的压力。当我们仇视一个值得尊
敬的人时，我们也就痛苦地感到理性的压力。——席勒
在他的审美状态里，他摆脱了自然的力量。
诗人或则就是自然，或则迫寻自然，二者必居其一。前者使他成为素朴的诗人，后者使他成为感伤的
诗人。
——席勒

Page 12



《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

凡是现实的都是理性的，凡是理性的都是现实的。——黑格尔
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黑格尔

在诗的表现里，生活无论好坏，都同样地美，因为它是真实的，哪里有真实，哪里也就有诗。
——别林斯基
最高的现实就是真理；诗既然以真理为内容，诗作品所以就是最高的真实。诗人并不美化现实，他写
人物并不按照他们应该有的样子，而是按照他们实在有的样子。
——别林斯基

使我愉快的并不是浮斯特的绝望，而是我对这绝望的同情。——利普斯
立普斯说美感就是“在一个感官对象里所感觉到的自我价值感”。
“一切艺术的和一般审美的欣赏就是对于一种具有伦理价值的东西的欣赏”。在这个意义上，美与善
是密切联系着的。

古鲁斯
游戏与艺术
　　内模仿说
　　精力过剩说
　　练习说
除掉在低级阶段，游戏只是遗传的本能冲动的满足以外，较高级的游戏“归根到底是我们惯常感到的
对力量的快感，觉得有能力扩张施展才能范围的那种欣喜”以及连带的“自我炫耀”的快感。

巴希
他认为审美的情感和一般的情感的区别在于：a、来自视听两种高级感官；b、起因是事物的形状；c、
直接的，即不假思索的；d、不受一般感官满足的条件约制；e、比一般情感较温和，对起实际行动的
意志影响较弱；f、较易丢开；g、它是一种同情的社会情感。在这些特点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最后一
个，即同情感。

审美的同情有解放自我和扩大心灵的作用。

我们所挑选的问题只有四个：（1）美的本质，（2）形象思维，（3）典型人物性格，（4）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我们将来会看到，这四个问题都是美学上的中心问题，不理解它们就不可能理解美学。

专就美的本质问题的历史发展来说，它主要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关系的问题。在西
方很长时期之内，内容与形式，理性因素与感性因素都是割裂开来的，各个美学流派各有所偏重。到
了十八九世纪，德国古典美学才企图达到这些对立面的统一。美学流派甚多，对美的本质的看法也言
人人殊。但是在一团乱丝中还是可以理出一些线索来。把次要的看法抛开，单挑出主要的看法就有五
种：（1）古典主义：美在物体形式；（2）新柏拉图主义和理性主义：美在完善；（3）英国经验主义
：美感即快感，美即愉快；（4）德国古典美学：美在理性内容表现于感性形式；（5）俄国现实主义
：美是生活。这五种看法的出现大致顺着时代的次序，在发展中当然有些交叉或互相影响。

就艺术来说，古希腊人一般把美只局限于造型艺术，很少有人就诗和一般文学来谈美，因为用语文来
描绘形象是间接的，不是能凭感官直接感受的，而是须通过理智的。由于这个缘故，古代人就想到美
只在物体形式上，具体地说，只在整体与各部分的比例配合上，如平衡，对称，变化，整齐之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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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

希腊人说“和谐”多于说“美”。和谐的概念是由毕达哥拉斯学派发展出来的。

博克认为人类有两种基本“情欲”或本能，一是自我保存的本能，一是种族保存的本能。自我保存受
到威胁就引起恐惧，恐惧就是崇高感的主要内容。种族保存的本能表现于对异性的爱，爱就是美感的
主要内容。

悲剧愈接近真实，离虚构的观念愈远，它的力量也就愈大。但是不管它的力量如何大，它也决比不上
它所表现的事物本身。
——博克

诗是生活的表现，或是说得更好一点，就是生活本身。——别林斯基
哪里有真实，哪里就有诗。——别林斯基
在诗里，生活比在现实本身里还显得更是生活。——别林斯基

车尔尼雪夫斯基    现实生活的美只在内容本质上而艺术的美则只在形式上，艺术与现实的区别只在形
式而不在内容。

6、《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490页

           基本概念：直觉既表现。
   我们说直觉反应客观事实，克罗齐否定客观事实，说直觉表现主观情感。
   克罗齐认为，大艺术家与平常人都是有直觉的艺术家，只有量的区别，没有质的分别。
   美是绝对的，丑是相对的，美是整一，丑却相对杂多。
   克罗齐的语言与艺术统一说侧重语言的直觉性或形象思维性。
   他否定艺术的“物理美”，进而否定艺术传达是艺术活动（承认构思，否定表达）
   艺术不是概念的或逻辑的活动。艺术既是直觉，直觉在定义上既先于概念而不依存与概念，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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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同时是哲学或科学活动。

7、《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128页

        新古典主义：一切都有一个中心标准，一切要有法则，一切要规范化，一切要服从权威
笛卡尔：一切要凭借理性去判断，二元论
布瓦洛：古典主义两个信条，文艺具有普遍永恒的绝对标准；久经考验的东西才是好的
文艺要表现的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偶然的。文艺的本领就是把人人都知道的东西很明晰的很正确的而
且很美妙的说出来，供人欣赏给人教育。

英国经验主义
霍布斯：一切人类思想起源于感觉。用想象力来求同，判断力来辨异
哈奇生：美的本质，休谟审美者的快感和美等同起来，时而把没看出快感时而又把美看成快感引起的
评价；休谟把美分为来自感觉（形式）和来自想象（利益）。
“同情”在西文里的意思等同于“移情做用”
审美趣味与标准，抽象思维没有主观，形象思维有主观。一方面认为审美趣味有很大个别分歧，一方
面强调他的基本一致。一方面指出天资终于一方面却强调修养。
博克：崇高感和美感的生理心理基础：一类为涉及“自体保存”：也就是崇高所涉及的，对生命受威
胁时产生的恐怖是崇高的主要心理内容，并不是单纯恐怖，而是夹杂快感。一类涉涉及”社会生活“
，美感涉及，美是一种社会属性，社会情欲又分为”同情“、”模仿“、”竞争心“。文艺欣赏主要
是基于同情。
崇高和美的客观性：崇高都有”可恐怖性“，；美与崇高对立，崇高基于人类保存生命的本能，他的
对象虽暗示危险但又不是紧迫的真正的危险，引起的情绪主要是惊惧，情感调质上本是痛感；美则基
于社会本能，对象一般是具有引诱力，引起的情绪是爱，调质上市愉快的。
美大半是物体这样一种性质，他通过感官的中介，在人心上机械的起作用
诗与画的区别：诗通过同情（移情），画通过模仿（反射）

8、《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469页

          利普斯：在审美的移情作用力，主观和客观必须有对立关系变成统一关系。
              对象的形式就表现了人的生命、思想和情感，一个美的事物形式就是一种精神内容的象征。
   古鲁斯的“内模仿说”侧重由物及我的一方面，而利普斯移情说则侧重由我及物一方面。

9、《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189页

        法国启蒙运动：反新古典主义
狄德罗：戏剧理论：悲剧，具有个性的人物；喜剧，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严肃剧所写的是“情境”。
强调情节“对比”，戏剧“布局”。
关于演剧：两种演员，听任感情驱遣；保持头脑清醒。
关于自然、艺术和美的看法：新古典主义崇奉“自然”是抽象化的人性，启蒙主义号召“回到原始生
活”。美在于情境。在人物性格与情境冲突中所显示的关系主要是社会关系。

德国启蒙
古今争论在于学习法国浪漫还是古典主义。新古典推崇理性，规定与明晰。理性与想象究竟侧重与哪
一边，这是古典和浪漫主义的分歧。
鲍姆嘉通：完善是一种属性，它可以凭理性认识到，也可以凭感觉认识到。凭感官认识到的完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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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学研究的美。
莱辛：市民剧理论基础：市民剧是反封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戏剧应引起人对人的同情，体现
人道主义。悲剧应该唤起人对同类人的同情，人仿佛通过戏剧把自己的小我和人类的大我同一起来，
对共同的命运运气共同的哀怜的和恐惧。主张诗以人物性格为纲，与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动作为纲不合

意大利哲学派。
维柯：凡事不过是他们在某种时代以某种方式发生出来的过程。美就是反映全民族共同理想，因而为
全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

10、《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360页

          “否定的否定”：第一是否定，既概念在他自身设立对立面来否定他的抽象性与片面性，其次是
否定的否定，概念与实在的统一来否定这对立。没有时间的先后的两个程序。
   美的定义：理念的感性显现。
   美定义中的“显现”与“存在”是对立的。在艺术作品中，人丛一种有限事物的感性形象直接认识
到无限的普遍真理。
   艺术的发展史：分为三种类型，既象征形，古典型，浪漫型。象征：最初的类型，用符号象征理念
。古典：精神才达到主客体的统一。浪漫：从物质界退回到心灵世界。象征艺术史物质溢出精神，浪
漫艺术是精神溢出物质。
   情致说：个人性格与一般深灰力量的具体的统一，人物性格的发展起于矛盾冲突，以及在这种发展
中，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
   黑格尔人为最适合的时代是“英雄时代”，（外在的自由与内心自我约束的不自由），在时代里，
每个人都要进行体力劳动，来生产自己生活必需品（自产自用）体现对自然的主宰性。而社会道德观
念还没有转化为法律秩序，个人就是自己的法律。
   冲突论与悲剧论：把悲剧看成一种矛盾由对立而统一的辩证过程。强调悲剧中冲突双方都代表普遍
性和理性的理想，而不是反面的，邪恶的力量。
   理想性格：丰富性（同时具有多种性格），明确性（反对抽象，不能丰富无重点）坚定性（忠实于
自己的情致）

11、《西方美学史-(上下卷)(插图典藏本)》的笔记-第506页

          美的本质：主要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关系问题。
   有五种看法：1.古典主义——美在物体形式2.新柏拉图和理性主义——美在完善3.英国经验主义——
美感既快感，美即愉快4.德国古典主义——美在理性内容表现于感性形式5.俄国现实主义——美是生活
。
    古典主义：只有可凭借感官感受的物体及运动才说的上美。古希腊人把美限于造型艺术，很少人就
诗和一般文学很少涉及。古希腊人说和谐多过于美。
   理性派认为美的事物符合他按本质所规定的内在目的，这一点上就有内容意义了，
  经验主义标志着近代自然科学的上升和经院哲学的下降。
  古典主义的席勒把生活看成艺术的内容，形象看成艺术的形式，美则在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体，既
活的形象上面。黑格尔的美的定义适用于艺术美，自然只处在自在阶段，还不能自觉，自然美是低级
美

     典型人物性格：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真实，因为诗揭示出普遍性和典型性；诗写得仍是个
别人物但须见出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是数量上的平均数。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典型与文艺的高度真
实性和整一性分不开。典型化所对立的是概念化和公式化。类型说和定型说不但反对个性反对变化，
要求规范化和稳定化。狄德罗认为理想人物的形象应显出同一类型人物最普遍显著的特点，而不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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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的精确画像。18世纪以前西方学者吧典型的重点摆在普遍性上，18世纪后则典型的重点逐渐主要
到个性特征上。典型作为“一般与特殊的统一”有两个问题，1.重点是摆在一般还是特殊上。2.典型化
应该从一般出发还是从特殊出发。歌德认为要从特殊（现实）出发，席勒认为从一般出发（概念）。
恩格斯认为，没有典型环境就没有典型人物。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最突出最本质的特征是他的主观性，浪漫主义在接受传统方面，特
别重视中世纪民间文学，浪漫主义回归自然的口号，主要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文化和工业
文化的厌恶。
    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客观性。现象的精确性和本质的精确性是两回事，自然主义看着前者，真正
的现实主义是后者。席勒的古典主义直接反映现实，浪漫主义则把现实提升到理想来表现。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同一位作家可能兼有浪漫与现实主义。
   只有消极的浪漫主义才坚持自我中心，蔑视客观，完全陶醉于主观情感和幻想而落到主观主义。只
有流于自然主义的现实主义才坚持对现实中浮现现象作为依样画葫芦的抄袭，蔑视主观，完全沉没到
细节而落到客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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