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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内容概要

《朱光潜谈美》(彩色图文本)美感的世界纯粹是意象世界，超乎利害关系而独立。在创造或是欣赏艺
术时，人都是从由利害关系的实用世界搬家到觉悟利害关系的理想世界去。艺术的活动是“无怕为而
为”的。我以为无论是讲学问或是做事业的人都要抱有一副“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把自己所作的学
问事业当作一件艺术品看待，只求满足理想和情趣，不斤斤于利害得失，才可以有一番真正的成就。
伟大的事业都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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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家。1903年（六岁）开始接受传统的封建
教育，能背“四书五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读过《史记》、《通鉴辑览》，1918年
入武昌高等师范中文系读书，1919年经考试被选送香港大学文学院深造，1925年入英国爱丁堡大学，
获硕士学位，1931年入德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其间写就《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
》、《诗论》、《谈美》，1933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37年任四川大学教授，1938年任武汉大学
教授，1946年重返北京大学任教授，1949年北平解放，继续留任北大教授，1956年译出柏拉图《文艺
对话集》，1959年译出黑格尔《美学》（第1卷），1963年《西方美学史》出版，1970年续译黑格尔《
美学》（第2、3卷），1977年译出莱辛《拉奥孔》，1978年译出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1980年出
版《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1983年译出维科的《新科学》，1986年3月6日逝世，终年8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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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书籍目录

作者自传    卷一  无言之羹    什么叫做美    无言之美        自然美与自然丑        刚性美与柔性美    卷二  美
学妙悟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        “情人眼底出西施”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依样画葫芦”卷三  美的境界    我在《春天》
里所见到的        永恒的《蒙娜·丽莎》        诗的境界        诗的意象与情趣        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诗的严肃与幽默        诗的隐与显        诗与画        诗与乐        诗的无限        山水诗与自然美        从生理学观
点谈诗的“气势”与“神韵”        诗人的孤寂    卷四  美学懿步    “慢慢走，欣赏啊!”        悲剧与人生
的距离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从“距离说”辩护中国艺术        乐的精神与礼的精神        音
乐与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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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章节摘录

书摘如果“美”的性质不易明白，“丑”的定义更难下得精确。“美”字的相反字是“不美”，“不
美”却不一定就是“丑”。许多事物不能引起我们的好恶，我们对于它们只是漠不关心，它们对于我
们也只是不美不丑。所以在美学中，“丑”不完全是消极的，应该有一种积极的意义。它的积极的意
义是什么呢?    一般人所说的丑大半不外指“自然丑”的两种意义。它或是使人生不快感，如无规律的
线形和嘈杂的声音；或是事物的变态，如人的残缺和树的臃肿。我们已经见过，这两种意义的“丑”
与“艺术丑”之“丑”应该有分别，因为这些自然丑都可以化为艺术美。    此外“丑”对于一般人也
许还另有一个意义，就是难了解欣赏的美。一位英国老太婆看见埃及的金字塔，很失望地说：“我向
来没有见过比它更丑拙的东西!”一般人的艺术趣味大半是传统的，因袭的，他们对于艺术作品的反应
，通常都沿着习惯养成的抵抗力最小的途径走。如果有一种艺术作品和他们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反应格
格不入，那对于他们就是丑的。凡是新兴的艺术风格在初出世时都不免使人觉得丑，假古典派对于“
哥特式”(gothic)艺术的厌恶，以及许多其他史例，都是明证。但是这种意义的“丑”起于观赏者的弱
点，并非艺术本身的“丑”。    我们所要明白的就是艺术本身的“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问题
为许多近代美学家所争辩过。据克罗齐说：美是“成功的表现”(successful expression)，丑是“不成功
的表现”(unsuccessful expression)。这两句结论中第一句是我们所承认的，但是第二句关于“丑”的话
却有一个大难点。把“丑”和“美”都摆在美学范围里并论时，就是承认“丑”和“美”同样是一种
美感的价值。但是“不成功的表现”就不算是艺术，就是美感经验以外的东西，那么，“丑”(美感经
验以外的价值)就不能和“美”(美感经验以内的价值)并列在同一个范围里面了。换句话说，是艺术就
必定是美的，艺术范围之内不能有所谓“丑”。“艺术丑”这个名词就不能成立。如果我们全部接受
克罗齐的美学，势必走到这种困境，因为克罗齐把美看成绝对的价值，不容有程度上的比较。    英国
美学家鲍申葵在他的《美学三讲》里把这个困难说得最清楚：    情感表现于形象，于是有美。一件事
物与美相冲突，或产生一种影响与美的影响恰相反者一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丑一一它自身不是有表现
性的形象，就是没有表现性的形象。如果它是没有表现性的形象，那么，就美感说，它就没有什么意
义。如果它是有表现性的形象，那么，它就寓有一种情感，就落到美的范围以内r。    依鲍申葵说，丑
的形象须同时似有表现性而实无表现性。它好像是表现一种情感，但是实在没有把它表现出来。它把
想象引到一个方向去，同时又把想象的去路打断，好比闪烁很快的光，刚引起视觉活动，马上就强迫
它停住，所以引起失望与不快感。有心要露出有表现性的样子，而实在空洞无所表现，于是有丑，所
以丑只可以在虚伪的矫揉造作、貌似神非的艺术里发现。自然中不能有这种意义的丑，因为自然不能
像人一样，有意地作表现的尝试。    依我们看，鲍申葵虽然明白“丑”的问题难点，他的答案却仍不
甚圆满，因为他没有见到似有表现性而实无表现性的东西究竟还不是“表现”或艺术。既不是表现或
艺术，它就要落到以讨论表现或艺术为职务的美学范围以外了。这种困难根本是从价值问题来的。如
果承认美的价值是绝对的，那么，一个形象或有表现性，或无表现性。有表现性就是美，否则就只是
“不美”，“丑”字在美学中便无地位。如果承认美的价值是有比较的，则表现在“恰到好处”这个
理想之下可以有种种程度上的等差。愈离“恰到好处”的标准点愈远就愈近于丑。依这一说，“丑”
、“美”一样是美感范围以内的价值，它们的不同只是程度的而不是绝对的。我们相信这个解释是美
丑问题难关的唯一出路。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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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编辑推荐

《朱光潜谈美》(彩色图文本)：什么叫做美？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但
这种关系并不如康德和一般人所想象的，在物为刺激，在心为感受；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
世间并没有天生自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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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精彩短评

1、真正好书是指一辈子在不同的年龄段看，都能得出不一样的收获。这是高中语文老师唐涤之说的
，感觉适用于这本书。
2、我的美学启蒙老师
3、朱的深度和文字都是国内美学第一人。
4、他教你用别样的心灵领略周遭，教你用赏析的心态对待万物。若你顿悟，那么人生，在你眼中便
是万种风情。只是书页在我的翻阅之下，已然筋骨分离、散架零落，装帧水平实在有待提高。
5、文字简单，却讲出了美学的大道理，非常精彩！常常看得拍案叫好哩，呵呵
6、当我读到了此文时，让我认识到，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
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
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保暖。后者
是俗人，前者是艺术家，情趣越丰富，生活也愈美丽，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他的许
多观点新鲜独到：“离开人生便无所谓艺术；离开艺术也便无所谓人生。”、“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
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他引导我们由艺术走向人生
，再将人生纳入到艺术中去！他所主张人生的情趣化、艺术化。不仅传授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启迪，更
是人获得美的享受。
7、是时候重读了！
8、语言优美，好似一个老者在对着我絮絮的说着，很棒的散谈
9、不仅仅是文学理论，
10、什么是美的人生？---不是用脑子，而是用心去过生活
11、装订有问题，掉页严重！这么贵的书，质量问题太大了！
12、同时拥有实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人生才完整。
13、谈美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好书!无论我去哪,我的行李箱里唯一不能忘携带的就是这本书.朱光潜先生
从艺术和人生谈起,如何规划自己的人生,生命的价值所在,由此书,打开了我的视野,开拓了我的思维,他
引领着我重新走进了人生走进了知识海洋,他让我重新面对自己,面对人生,面对
14、内容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有机会再看一次，写的很好。
15、很好，很有营养
16、需要一遍遍读，是值得深思的书
17、第一次在卓越买书出现这种情况，收到书的时候将近一百多页都已经掉了。一本好书就这么糟蹋
了。。。
18、值得一读，大多数观点受益匪浅。
19、　　       看完这本书，深深感觉到，文字是美的，画是美的，大自然是美的，诗句是美的，心灵是
美的⋯⋯原来，生活中处处都是美，处处都有美，如果一直以来你总觉得自己和美沾不上什么边，那
么，你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还有一颗爱美的心！
20、　　这本书是朱光潜先生解放前出版的《谈美》的修订版，重新编排，也加入了一些章节。原版
的《谈美》我从图书馆借回来，已经读过两次了，也都相应做了笔记。这次，我是自己买了一本回来
，因为我觉得它值得收藏，值得常读。
　　
　　内容提要：
　　    卷一，无言之美。主要论述了美的“来源”。
　　    卷二，美学妙语。从多角度对比分析美的本质。其中提到很多美学大师的一些理论，并对其进
行了批判。
　　    卷三，美的境界。这一卷主要着重于诗歌的欣赏。这是《谈美》里所没有的。
　　    卷四，美学散步。这一卷的内容很散，应该是朱光潜先生的一些短文的集合。
　　
　　我的感悟：
　　    “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先生的目标。在第一次阅读时我就想到，艺术化的人生是一个高层
次的精神层面的人生了，与神很近。我读这本书，主要是想陶冶一下情操，也开拓一下视野。我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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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人生除了热血、奋斗、亲情爱情友情、成就等的这些目的性比较强的活动，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例
如消遣。当下社会，人们都吃饱穿暖了，所以娱乐行业很发达。那是一种消遣。艺术欣赏也算是一种
吧，可能这么说有点不太负责任。起码艺术创作不是为了消遣，它要有深意得多。
　　    Anyway，我们都是想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这本书带给我的，更多的是一种愉悦的体验，
也教会了我怎样在平常生活中体验更多的愉悦。就这样。艺术化的人生，还是算了吧，对我来说太遥
远。
　　
　　读书笔记：
　　    A、艺术美不就是自然美，研究美不能像研究红色一样，专门在物本身着眼，同时还要着重观
赏者在所观赏物中所见到的价值。
　　    B、我们只问“物本身如何才是美”还不够，另外还要问“物如何才能使人觉到美”或是“人在
何种情形之下才估定一件事物为美”？
　　    C、我们的学说否认创造和欣赏有根本上的差异。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
。
　　    D、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
　　    E、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当的距离之外去看。
　　    F、“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
　　    G、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
　　    H、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心，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
　　    I、美的欣赏极似“柏拉图式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恋爱”对于所爱者也只是无所为而为
的欣赏，不带占有欲。
　　    J、文化渐进，三种艺术分立，音乐专取声音为媒介，趋重和谐；舞蹈专取肢体形式为媒介，趋
重姿态；诗歌专取语言为媒介，趋重意义。三者虽分立，节奏仍然是共同的要素，所以它们的关系常
在藕断丝连。
21、语言很平实，生活中带些眼光去欣赏，做个有些趣味的人，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都知晓些才
好
22、美学大师
23、朱先生的美学素养真的很高
24、这是朱光潜老先生美学著作中比较耐读易读的一本 它既是《文艺心理学》通俗版 探讨美学概念 
语调亲切如长者  但同时相比后期的《美学拾穗集》更易引起年轻人的共鸣  诚如老先生所言 后者著书
时已是暮年心态当然无法体察当代年轻人 而前者却于此显得更贴近我们
25、偶然发现，认真阅读，深入浅出，回味无穷。
好的文章，不是教会你什么，不是在说教，应该是是帮助你建立一种途径，发现生活是如此多彩多样
的。
26、第一次阅读此类书，给我以强大的震撼。
27、教材的感觉，
28、有审美的眼睛才能见到美
29、抱歉，想给6颗星
30、我觉得这本书就此改变我的人生。
31、　　我从去年才接触了这门学问，美学，，这门学问很深，但也很浅，很好理解，也很难理解，
怎的说，是修身养性的好学问。
　　而中国的美学史上，朱光潜先生定是开山之人，如果中国能出生更多的朱光潜，那么，我相信中
国的文学、文艺界必会走向历史高峰
32、在我看来是文艺理论的基础。
33、光阴之美，不舍昼夜。
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封面语，莫名觉得是看完先生的书的感受。
34、观点不错，论证欠佳，总体而言文学性和学术性都很高。
35、经典之作,值得收藏,朱先生的文字的确值得细细品尝
36、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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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37、大师之作。强烈推荐。但不知道是不是我看太多遍，前面掉页了>&lt;.
38、写的很好，讲的美学浅显易懂，而且慢慢走欣赏啊，富有人生哲理，果然读大师的作品，就像是
和大师交谈一样
39、第一次看是因为同学介绍，真的是一本很好的书，人爱不释手，只是翻着翻着就散开了，一页一
页的，左看右看，纸质这么好，为什么装订这么差？希望厂家解决下这个问题！
40、温柔的大师
41、慢慢走，欣赏啊！用有趣的语言阐述了美的哲学，入门必看。
42、手感很好，也是个好书。又长知识了
43、美学 美感 每次读都有新感
44、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45、记不清太多那时，心智不熟，必得重读
46、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47、先生深入浅出，在艺术启蒙方面的介绍真的很精彩。那书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所著，不简单，很
敬佩！
48、书翻多了容易开裂，但排版还不错
49、【补签】力荐。
50、绝对要仔细阅读的一本书，颠覆审美观的一本书。
51、大学上美学课时候买的。记得当时在书店，我问售货员：朱自清的谈美有吗？
52、大师级别
53、我美学的启蒙书。
54、读这本书的本身就是美的享受
55、用美的眼睛看世界，世界也会愉悦人的心灵
56、→→
57、是本好书,读之收益颇丰
58、生活艺术化，在生活中去掉让自己不舒适的快感，寻找优美，宁静，长久的幸福来源。道德的意
义或许不在于他的正确性，而在于他在人们遵从以后所带来的美感。生活艺术化，生活道德化，第一
个哲学人文的研究生或者phd。
59、讲得挺通俗易懂的，但学术性比较强，还是不太明白怎样培养美感，我觉得美，其他人不觉得那
又怎么办呢？
60、我果然是什么书都看⋯
61、　　 
　　   很多人忙于追求文学，追求绘画，追求创作，但无论是哪方面的艺术创作， 最不该忘却的就是
对于美学的研究了。朱光潜作为中国近现代的美学研究者，他的书对于美学的研究可读性是很大的。
　　
　　   他所谈及的无言之美，正是脱俗的心境，是一种沉默之美。很多事物，当你用语言抑或是声音
打破了这沉寂，就会破坏了这份儿美感，国人讲究的意也就是此意吧。与其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
其吐肚子把一切都说出来， 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
说的越多，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
　　
　　    在影视作品中，就莫过于谈及影视作品的留白。开放式的结局，留给观众无尽的心里蒙太奇，
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己去弥补影像的空白。我喜欢留白。
　　
　　    美感又在于残缺，现实变得尽善尽美了，我们的奋斗从何而来？我们的骄傲又从何而来？人生
最可乐的莫过于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的快慰。
　　
　　   艺术与实际人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朱光潜说，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但艺术又与
实际人生有着距离。物与人关系也是非常美妙的。
　　朱光潜从快感与美感，创造与感情，天才与灵感，创造与格律以及人生的艺术化等多方面来论述
美的所在。语言通俗，也在无形中以谈话的形式向读者表述自己的美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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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谈美》

　　
　　   读美学类的书，给人注入了新的鉴赏能力，起码不至于在这商品泛滥，各种文化泛滥的年代迷
失了自己寻找艺术的方向。
62、　　     得自嘲下，自己才疏學淺、孤陋寡聞竟不祥識朱光潛先生、這本“談美”可說是從友人那
兒無意觀摩到的。翻開此書對標題不甚瞭解，難不成是講美學的，吾本凡夫俗人，頓失興致啊。
　　     可友人推薦，還得意思翻翻，首先看序。序為朱自清先生所作，這本也提不起我的興致，可序
后還有單獨一節為作者所作之“開場話”，這個結構我到是見得少，算是一文兩序吧。
　　     話不多說，開場話第一段讓我想去讀讀“十二封信” ；第二、三段關於作者寫此書意向的論述
讓我不再忘卻美學的概念；之後關於“談美”要點的論述更是突出了孟實先生文理學的造詣，文字的
邏輯性很強。強烈激起了讀此書的慾望，回后立即購了一本，好好拜讀學習。
63、百年前的牛人，美学观念至今仍不过时！
64、好像是有门选修课需要了解下，所以就看了。觉得文字很美，朱光潜一代大师，不愧是教科书中
推荐书目。
65、将高深的理论通俗化，简单化，让人能够理解。不愧是大师。
66、理论性较强，接受起来比较困难。
67、恐惧引发美？和谐塑造美？实用即是美？悲剧的美，喜剧的美，在这个美趋于统一的时代中，什
么才是真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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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到这本书之前，我自己心中“美”的概念不过就是“好的、我喜欢的、看着舒服的”，至于美
感是什么、怎么认识美、怎么创造美我并没有留心。这本书中作者朱光潜先生在这本书里的论证十分
严谨，对诸如“美感”“美感经验”“意象”“形象”“自然美”“艺术美”都给出了严格的解释，
一步一步地得出：从美感从何而来，到美感与快感、联想的区别，再到如何欣赏美、创造美，可以说
是给“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本书以十五封信的形式对“美”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大体可以
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前三封信，解释的是“美感的来源”这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对待一种事
物有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其中，前两种所得到的事物的意象都不是独立的、绝缘的
；而以美感的态度认识一个事物时，观者的注意力都专注在所观事物本身上面，所得到的意象可以是
孤立绝缘的。通过无意志和无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也就是直觉）所得到的意象叫“形象”，而我们
所说的美感就是单纯的来源于形象的直觉。尽管“美”是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活动，但是它是满足
人类的精神需求所必不可少的。“美”和实际人生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当我们执着于一件事物的实用
价值时，它的美就被掩藏了，所以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就一定要从实用世界跳出来。艺术家在写其
切身的情感时，也要把经验都放在一定距离将其客观化后，再进行表达。我们认识任何一样未知的事
物都是通过已有的经验，同样我们认识美的过程就是一个把宇宙人情化的过程，即把自己的性格与情
感赋予物，同时自己又被物的姿态所影响，最终达到一个物我同一的境界的过程，美就是这个过程中
的产物。第二部分则对美感进行了具体的辨析，比较了历史上对美学的各种观点。首先是“美感”与
“快感”区别，“快感”是一种满足人的实际需求、给人带来满足感、使人愉悦的一种感受；而美感
是于实际活动无关的，仅仅来源于事物本身所产生的直觉的一种感受，是单纯的。然后书里辨析了“
美感”与“联想”，作者认为美感起于直觉，不带思考，而联想却使注意力不专一，故是妨碍美感的
，所以某件事物可以唤起甜美的联想并不能说明事物的美（但是个人认为认识一件事物联想是第一个
步骤）。接着又对“考证”“批评”“欣赏”这三个动词进行了比较，其中前两个只能称之为“考究
”，对某个事物的背景进行了解，真正可以看到美的必须通过“欣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考据、批
评与欣赏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前者是发现美的必要基础，后者是必要途径。第三部分所谈的是美的本
质。因为美感来自于直觉，而直觉是我自身对物的感觉，所以我们认为一个事物美或者不美，不完全
来自于这个事物，也不完全来自于内心，而是两者兼有。美的欣赏就是把自然艺术化，所有的直觉都
包含着主观因素，所以审美观各有不同。我认同作者艺术和自然的美丑是两个分开的概念和艺术美不
是模仿自然美得来的这两个观点，但是对于“自然美”自相矛盾的论证个人认为有一点矫情了。“艺
术”和“游戏”的对比很有趣味，两者都是创造出了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都令人享受其中；不
同在于艺术具有社会性，表达之外还具有传达某种精神的性质，而且艺术具有产物，游戏只是单纯的
表达，不需要顾及媒介和技巧。第四部分以几首诗为例子，谈了谈美的创造。创造不外乎将平常的材
料进行新的结合，用具体的意象代替抽象的事物，使读者更容易地想象出所要表达的事物。任何一种
创造都需要情感，所谓的“超以象外，得环其中”指的是既要有客观的眼光，跳出自己的经历，也要
设身处地地体会到别人的感受，诗中的情感可以将各个零散的意象合在一起。对于格律，它将诗词趋
于整齐，虽说使人受约束，但是真正的大艺术家都可以做到脱化格律的境界，从束缚中挣扎得自由，
从整齐中酝酿出变化。第五部分所谈的主要是美之于人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没有不用努力
的天才，各个方面知识见识的积累都会成为自身的财富，说不定就会在未来的道路上大放异彩。人生
也是一种广义的艺术，懂得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懂得留心身边的美，对各
种事物充满兴趣，把自己的事业当成艺术品来看待，抱有“无所为而为”的心态，不去计较得失，这
样才能摆脱俗滥，成为一个有情趣的生活艺术家。这是一本很好的美学的启蒙读物，里面的论证严谨
，其严谨程度甚至让我觉得像理论推导，一步接着一步，专用名词一个接一个，层层迭出最后得出结
论，让人无法不信服。书中的语言不乏趣味，事例也贴近生活，很容易理解。朱光潜先生谈美的过程
没有过多的对艺术的基础知识的要求，不了解艺术的人也可以看懂，其中的道理甚至让我觉得他与其
说是在谈“美”，不如说是在借“美”谈“生活”。以美感的态度面对生活，便抱有着一种无所为而
为的态度，不计较实用，没有意志和欲念地看待生活，专注于生活的情趣而不是利益的得失。当在自
己的生活中迷失的时候要跳出自己的困境，以旁观者的态度客观地审视自己的处境。书到最后，“真
善美”三者合为一体，实用、科学、美感之间并没有绝对的隔阂，我想，辨析清楚这些美学的概念并
不是朱光潜先生写下这本书的真正用意，我们真正要知道的是不要沉沦在实用的生活中忽略掉美的存

Page 11



《朱光潜谈美》

在，而应该懂得专注于某一件事物的本质，看到其孤立绝缘的美；懂得在生活中不去斤斤计较得失，
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玩索”的心态去寻找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美。
2、读朱老的《美学》，畅快淋漓之感，从未接触美学，读来大多思想却又不谋而合，当然虽有意识
，却不成体系。其中有些思想是我常日疑惑却又醍醐灌顶般得到解答，有些思想我却觉得有失偏颇，
便辩证看待。下就此论述，并上我的思考，成读书笔记。读来畅快之处总共有三，凭记忆论述，不免
有失。一处，物我相融及人情化，不细讲，每个人有自己独立的世界，然个人性情取之对自然的体悟
，以景人情化入形象的直觉，因敏感的心可体物入微，舍身处地，可感同身受，因此可达到交感共鸣
，引起美的意象。第二处，创作，来源于幻想和联想，加以创作，分想（挑拣重要），联想是错乱的
，联想是想象的基础，却也是创造的基础。艺术怕抽象和空泛，象征，免除抽象和空泛的无二法门。
想来我联想太泛太多，更显示分想的重要性了。固然创作难拘于形态，另一方面，幻想和联想却也是
我灵感的来源，情感的饱和，创作必然是进去，出来，本就是客观刮的过程。我的灵感以性灵为著，
是的，我不够努力刻苦。不过体察自然生活入微，也算是触类旁通，分外刻苦（围笑）精神寓于物挑
拣客观于形放得其道。第三，潜意识，在停止一样东西的学习后，停滞一段时间，技艺却又进步了。
原是潜意识的积聚，灵感亦如此，对生活的体悟。还有许多精彩之处，不加论述。如心理学中情感作
用于行动反映。读诗就如再作诗，赤子之心是创作的源泉，本色之美，俗人，伪君子之丑，快感的实
用等，讲的也都是极好的。不足之处，其一，美要隔一段距离看，距离不是源头，欲望才是，我们要
舍掉的是欲望，是一时的快感，并不是凡事隔个距离，未免有逃的意味了。这就如情人间的距离般，
如若过近，就会参杂欲望和功力心，这时候撤去一段距离却又察觉到美感了。问题是欲望和功利心，
而情人间弱时时如此不免丑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去除欲望，快感，功利心。追寻心的本质的同源和纯
粹。其二，艺术世界和实用世界并不矛盾，且是互相融合和蔓延的的。若是明确加以区分，不免有了
好次之分，我极不喜欢里面的朱老的一句，农夫说：“门前的海是不错，后园子里的瓜也是极不错的
。”朱老进行批评，言农夫不识真正的没，却是朱老之失，海固然是自然美，但后院的瓜凝集了瓜农
一年幸苦耕耘于爱护期盼，日日照看，瓜于院中安然，喜悦款待客人之乐。精神之美不缔于门前海的
美。这是其二。其三，美不带分辨客观的的分辨且又沉进去。不带占有欲得失心，却又人情化。似乎
是矛盾的。人情话，必然带有情感，占有欲若是无的话，又何必铭记珍爱且时常把玩，可见还是带了
占有欲的。其实朱老复杂了些，讲的其实是佛学的空，空且有大欢喜，佛并提倡人学这种大欢喜，并
推崇保护自然。可见这种占有欲实非占有欲的丑，却是去除了丑的占有欲并符合自然的情意了，我读
傅雷家书里对婚姻如是说，性情和志趣相投且有共通追求，常常辨，且越辩越明，越辩越清是为夫妻
自然之道。除去快感占有欲，这种大的欢喜的“占有”却可欢喜的流于自然。总之，美也要批判的看
待，迷信似的形象的直觉容易误入歧途，用纯粹的美加以鉴证，且时时以欲望和愚蠢加以检验。美来
自于精神和心灵，不是盲目的。宏，你跟我讲心灵之源，我看过美学得出这个感知，不知是否对。心
灵是源头，是生生不息且满怀爱的，却也是意识的杂乱无章的。精神和美是形象话的，具体的。若是
你在身边，尚可对其中疑惑之处加以伦道分析，如此更清晰明了。不明之处入书内翻看查找，自己一
人却没那个心力，书也未在身边。哲学和美学书籍，确实是要前进一步退两步，但是你未加祥注。前
进一步，忘掉，回想自己，矛盾，相融，往后退一步。忘掉，入于生活，矛盾，相融。在这个过程中
，深入自然加以深化和反思。且在生活和自然时时强化。实为进。且我觉得不止退两步，而在于忘，
忘而不忘实为大成。和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一个意思。文风读什么变什么，我这人情化，进去的
程度也太大。若不落到创作不免可惜。我应该不适合搞研究，这些咬文嚼字之事太过固话，我读朱老
，起先觉得没不应有导师，法官和舌人，朱老后来教人不正是法官，导师，舌人之语吗？然后来一细
思，不是如此。原因懒得打字了。文字因有人的固见或者说偏见使研究文学之人陷于迂腐陈旧，因注
重科研，文学著作和电影却偏于精神和心灵，因为这种美4D，且循环往复，深于人心，难以言说的感
动和爱只由得我讲整段给你看你自己感知。关于自身：写作不能为写而写，因来源于自然和生活之美
，这些美走进去，分拣，客观加以再创造文字化。中间技巧为辅。下为看书时散乱的笔记（为以后翻
看灵感之用）：美感的态度不带意志，所以不带占有欲。性欲当是一种快感，当变成实用主义时，便
失去了美感。而当变成形象的直观，美感的态度。其实是欲望每个人都有独自的世界。心灵交通，人
与人，人与物之间都有互相感通之点。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满足于实际要求的需求。美感和
快感。美，物我两生。朱光潜《谈美》距离只说我并不认同，距离不是源头，欲望才是，我们要舍掉
的是欲望，是一时的快感，并不是凡事隔个距离，未免有逃的意味了。我原想这样说下来，普通人艺
术和实用的世界并不矛盾，道德和艺术并不矛盾。快感和精神。文艺是创造的，谁能拿死纪律来范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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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法官：美丑有普遍的标准，导师。舌人：科学的，客观的。印象派：艺术的：欣赏，主观，味
道的。批评，有美的亦有丑的。批评以美的角度作为考究。欣赏的批评，预防心有特一的标准。考据
，批评不是欣赏。到欣赏不可无考据与批评。好奇心和创造力道德，情怀产生的美感独立于事物本身
，而是心的感动，欢喜，忘我。形象的直觉，形象属物而完全不属物。因为非我非非我。直觉属我却
又不完全属于我。物我相融。心灵是源头，精神和美是泉水。源头是杂乱无章的。恋爱中的对象是已
经艺术化的自然。无占有欲的爱啊。对事物欣赏，美是经过人情话的。涉及人情，而我认识的美来源
于精神和心灵是可以心生爱的。而精神涉及到自由，平等。我觉得把这些艺术家丢到世俗人群中，他
们的思想理论必然更剩一筹。人情化，艺术化赤子之心是创造的源泉读诗就是再作诗，精神的继承吧
人情化是幻想，是怡情作用，是好奇心，童心和创造力。大人者不失其赤字之心。创作，分想（挑拣
重要）联想是错乱的，联想是想象的基础，却也是创造的基础。艺术怕抽象和空泛，象征，免除抽象
和空泛的无二法门诗人和艺术家都有设身处地和体物入微景人于诗句中互相烘托，情以景。写作进去
出来。上为看书时来不及记的段落（同学的书，我在路灯下2小时读完，我真棒，主要因为书不厚。
手真黑）朋友们，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命之树常青。
3、得自嘲下，自己才疏學淺、孤陋寡聞竟不祥識朱光潛先生、這本“談美”可說是從友人那兒無意
觀摩到的。翻開此書對標題不甚瞭解，難不成是講美學的，吾本凡夫俗人，頓失興致啊。可友人推薦
，還得意思翻翻，首先看序。序為朱自清先生所作，這本也提不起我的興致，可序后還有單獨一節為
作者所作之“開場話”，這個結構我到是見得少，算是一文兩序吧。話不多說，開場話第一段讓我想
去讀讀“十二封信” ；第二、三段關於作者寫此書意向的論述讓我不再忘卻美學的概念；之後關於“
談美”要點的論述更是突出了孟實先生文理學的造詣，文字的邏輯性很強。強烈激起了讀此書的慾望
，回后立即購了一本，好好拜讀學習。
4、我从去年才接触了这门学问，美学，，这门学问很深，但也很浅，很好理解，也很难理解，怎的
说，是修身养性的好学问。而中国的美学史上，朱光潜先生定是开山之人，如果中国能出生更多的朱
光潜，那么，我相信中国的文学、文艺界必会走向历史高峰
5、很多人忙于追求文学，追求绘画，追求创作，但无论是哪方面的艺术创作， 最不该忘却的就是对
于美学的研究了。朱光潜作为中国近现代的美学研究者，他的书对于美学的研究可读性是很大的。他
所谈及的无言之美，正是脱俗的心境，是一种沉默之美。很多事物，当你用语言抑或是声音打破了这
沉寂，就会破坏了这份儿美感，国人讲究的意也就是此意吧。与其流露，不如稍有含蓄，与其吐肚子
把一切都说出来， 不如留一大部分让欣赏者自己去领会。换句话说，说出来的越少，留着不说的越多
，所引起的美感就越大越深越真切。在影视作品中，就莫过于谈及影视作品的留白。开放式的结局，
留给观众无尽的心里蒙太奇，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己去弥补影像的空白。我喜欢留
白。美感又在于残缺，现实变得尽善尽美了，我们的奋斗从何而来？我们的骄傲又从何而来？人生最
可乐的莫过于活动所生的感觉，就是奋斗成功的快慰。艺术与实际人生的关系是怎样的？朱光潜说，
艺术本来是弥补人生和自然缺陷的。但艺术又与实际人生有着距离。物与人关系也是非常美妙的。朱
光潜从快感与美感，创造与感情，天才与灵感，创造与格律以及人生的艺术化等多方面来论述美的所
在。语言通俗，也在无形中以谈话的形式向读者表述自己的美学观点。读美学类的书，给人注入了新
的鉴赏能力，起码不至于在这商品泛滥，各种文化泛滥的年代迷失了自己寻找艺术的方向。
6、注：○结构：按目录顺序组织，每节下分两部分：“要点小结”（总结文章论点）、“思考小结
”（表达对文本的思考，以问答形式进行）。其前后重复的观点，不再赘述；○语言：表述尽量简洁
准确；○注解：“要点小结”部分一律引原文，不附注出处；若有小部省略，尽量不改原意；“思考
小结”部分凡有引申他人作品处，尽量著明出处。卷一 无言之美○什么叫做美一 要点小结：1 美在心
与物的关系上，是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2 美是情趣意象化（创造——艺术的特质）或意象情趣化
（欣赏）时心中所感到的“恰好”的快感；3 美是艺术的直接目的，美感是艺术的间接目的；4 离“恰
到好处”的标准点愈远，则愈近于丑。二 思考小结：1 金字塔丑拙源于观者本身的弱点，此观点是以
判定“金字塔是美的”为主观前提，是否绝对?美丑界定之标准是私人性的还是集体性/权威性的?朱光
潜在这里批判的是无美学常识，无依据，即对艺术品妄加评判的现象。无需执着其字面含义。美丑界
定之标准根本上说是私人性的，这并不意味着否认美的客观性（具体见问题2）。引申问题：欣赏美
一定需要美学常识吗?不一定，美实质上是一种感觉，美学常识实质上是一类知识，知识无法完整阐释
感觉，无法完全代替感觉，更无法凌驾于感觉之上。美感源于本性，寓乎于心。一旦外物触发，即可
油然而生，无需依赖于美学常识。乡下老农、村中顽童看似无知无识，却常出异语箴言，盖因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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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真、体味尤切之故，远胜于大部分闭门读书的书斋学者。龙应台：“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
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
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亲爱的安德烈·对玫瑰花的反抗》）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美学教育应传授美学知识，但
更应引导学生感知自己的美。学科一旦过于学术化，大多与初衷背道而驰，应纯粹分析。2 美的客观
性体现在哪儿?体现于①抽象之美需借客观物质方能体现；②主体对于美之理解受客观世界影响。（所
以，我们应历史的、客观的审视美与美学）○无言之美一 要点小结：1 文学是以言达意的美术（此处
应泛指美的艺术，下文亦然）；2 美不以尽量表现为可贵，美在未表现而含蓄无穷的一大部分，亦即
无言之美；3 美术是帮助我们超现实而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其价值高低，取决于其能否借极少量的
现实界的帮助，创造极大量的理想世界出来。二 思考小结：1 似有表现性而实无表现性——丑；未表
现而含蓄无穷之部分——美。那么，如何界定实质是否具有表现性？从作者角度看，观者实际上无法
判定其作品是否有表现性，因为实质的表现性在于作者本人是否倾注情感与生命，作者外无人能知，
与观者能否感觉无关（若观者无法感觉到美，可能与作者功力不济，或观者审美弱点有关）；对于读
者而言美是一种私人性感觉，无需过分执着于作者原意，有自己的合乎情理的判定与理解即可，美丑
的判定归根结底是观者自己的事。2 未表现而含蓄无穷之处为美，尽表现而求酣畅淋漓之处不为美？
含蓄是美，直白非美？直白美无想象空间？含蓄直白有无明确分野？直白与含蓄均为美，两者高下依
各人审美观念而定。含蓄偏宁静内敛，直白偏热烈奔放。给人的观感亦有动静之分，想象空间含蓄较
直白为大。但两者渐进过渡，只有程度与侧重的不同。此篇作者观点较为片面，受地域影响较大，偏
属于东方唯美之哲学，而忽略了热烈奔放之美学。3 要点小结第三条——“美术是帮助我们超现实而
求安慰于理想境界的。”艺术作品之功用仅在于消极求安慰？是否片面？艺术作品可大致分为两类—
—理想型、现实型。前者求安慰于理想境界，后者却求真善于现实世界，批判揭露现实之丑，非求安
慰。作者受文革时代影响，以致片面。4 “相片只能抄写现实界，不能创造理想界”（P23）?理想界
根植于现实界，非空中楼阁，无现实界则无理想界。所以反映甚至抄写现实界与创造理想界无碍，此
说法片面。相片并非一味抄写现实界，摄像者亦有自身的主观选择倾注于其作品之中，不应片面否定
。○自然美与自然丑——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错误一 要点小结：1 自然即现实世界，是感官所接触
的实在的人和物，自然美具有客观现实性（艺术美具有主观理想性）；2 对自然的两种态度：“自然
主义”（naturalism）和“理想主义”（idealism）3 自然主义（写实主义）：自然界的泛神主义，自然
尽善尽美，模仿整个自然是艺术家成功的唯一捷径。艺术家丝毫不用选择，妙肖自然是艺术的最高成
就；4 理想主义：艺术忽略个性，侧重类型；5 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均承认自然中固有美，艺术美是自
然美的拓片；6 自然主义忌选择性模仿，理想主义重选择性模仿——理想主义是精炼的自然主义；7 批
驳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错误倾向：真正的艺术极自然，但非自然拓本，而是改变自然，补充自然，
锤炼自然。艺术美丑不同于自然美丑，亦非模仿自然美丑而来；8 自然美与自然丑的意义：①美引发
快感，丑引发不快；②美是常态，丑是变态。二 思考小结：1 “‘美’是事物的常态，‘丑’是事物
的变态。”此说法是否绝对？此说法与美的私人性相违背，不具有普遍性。衡量美丑的标准只有一个
，即是否引起美感。而能否引发美感，取决于个人。这一标准平衡了美的普遍性与私人性，具有一定
科学意义。○刚性美与柔性美一 要点小结：1 美感或为刚性美，或为柔性美，或为两者调和；2 刚性
美（雄伟）是动的，柔性美（秀美）是静的。动如醉，静如梦；3 雄伟之美，不仅在体积，而尤在精
神；不可测量，更未经测量；不惟容纳美，亦要驯服丑（惊→畏→喜）4 秀丽之美，源自于筋力的节
省（物理的同情），产生于欢爱的表现（精神的同情）；是物理的同情引起了精神的同情，且侧重于
精神的同情（喜→静）二 思考小结：1 斯宾塞的“筋力节省说”是否是否过于表面化？以此理论阐释
秀丽之美的起源是否不够直接有力，是否失于真实？只需简单的看，即可发现筋力节省说存在明显缺
陷，因为其不符普遍事实——我们感知事物是否秀美，起于审美直觉，而无需反省其是否节省筋力。
斯宾塞一时迸发灵感，即认定此灵感必定正确，反复推演，走入了死胡同。却不曾回到源头审视此观
点的合理性，导致显而易见的片面性错误。这提醒我们，进行理论的分析与推导，在走到尽头、得到
结论后，不要忘记回头验证其合理性，以防思路走岔。2 对于秀美的产生，是否有更纯粹的解读？秀
美是宁静之美的物化特征的总和，物化到具体事物因人而异。卷二 美学妙悟注：以上五篇，综论美感
○我们对于一颗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何为美感）一 要点总结：1 经验→直
觉→态度；2 科学态度：客观抽象思考、专注互相关系——真；3 实用态度：意志思考、专注利害关系
——善（useful）；4 美感态度：直觉思考（意象孤立绝缘）、专注事物本身（注意力集中）——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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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三者具备才算完整的人：无善，为物质饥渴；无真、美，为精神饥渴；6 较真与善，美与美感
经验是事物最有价值的一面。二 思考小结：1 我们应持何种态度看待文学？如何看待红学的过于学术
化?持审美态度看待文学更适宜，因为该态度摒弃了非文学性的杂质，更接近于纯粹的文学本质，因而
更易窥见文学的意义。红学的学术化本身没有错，其初衷在于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红楼梦文本本身，
但其过度发展却导致了红楼梦文本与大众的分离，阻碍了红楼梦的普及，反而背离了其初衷。其研究
内容多围绕于文本外围展开，而对文本的私人性解读与鉴赏则流于空白。寻求欣赏与研究的平衡，应
是当代红学进一步发展的新方向。2 引申阅读，以下文字引自金庸《神雕侠侣·后记》：朱光潜先生
谈美学中的“距离说”，我一向很是尊崇。年轻之时，一读之下便即信服，后来多读了一些中外的美
学与哲学书，仍觉朱先生的说法简明易解，很能说明问题。朱先生主要说，以审美眼光欣赏艺术品，
要撇开功利性的、知识性的观点，纯以审美性的眼光去看，譬如说，欣赏一幅“游鱼图”，要看图中
游鱼姿态之美、运动之美，构图、色彩和线条之美，全心投入，以致心旷神怡。功利观点则要想这条
鱼从哪里买来，要多少钱，这条鱼重几斤几两，市场上卖多少钱一斤，可以在水里养多少时候不死，
如请上司、父母、朋友或爱人吃饭，把这条鱼杀了请他吃，他是否会十分喜欢等等。知识观点则要研
究这条鱼属于什么类、什么科、叫什么名字，拉丁文学名是什么，是淡水鱼还是海水鱼，主要生产于
什么水域，这条鱼是雌的还是雄的，如是雌的，在什么季节产卵，它以什么东西作食物，能不能人工
饲养，它的天敌是什么。即使是渔市场商人或古生物学家，观赏游鱼图时也应纯用审美观点，不要混
入自己的专业观点。⋯⋯阅读小说，最合理的享受是采审美态度，欣赏书中人物的性格、感情、经历
，与书中人物同喜共怒，同哀共乐，既打成一片，又保持适当的观赏距离（观看从小说改编的电影、
电视连续剧也是一样），可以欣赏（或讨厌）书中文字之美（或不美）、人物遭遇之奇（或不通、故
事结构之出人意表（或糟不可言广人物性格之美（或丑恶）⋯⋯我看小说、看电影、电视一向是用这
种态度的。有一段时期中，我在报纸上专门写电影评论，每天一篇（香港放映的电影极多，每天评一
部根本评不完），后来又进电影公司专业做编剧和导演，看电影时便注意镜头的长短和衔接（蒙太奇
）、色彩配搭、镜头角度及长短、灯光明暗、演员的表情和对白等等，看电影的审美乐趣便大大减少
了，理智的态度多了，情感的态度少了，变得相当冷静，不大会受感动，看大悲剧时甚至不会流泪。
在电影中听交响乐、看芭蕾舞时甚至不会心魂俱醉、魂不附体，艺术欣赏的意义就大大减少了。读小
说而采用功利观点（这小说是否合于无产阶级斗争的革命思想？合不合革命现实主义的理论指导？对
人民群众的教育作用怎样？）或知识观点（小说中所写是不是符合历史记载？物理学上有无可能，某
本权威哲学书中是这样主张的吗？这种毒药能毒死人吗？能把尸体化为黄水吗？一个人手臂给人斩落
了，重伤之后还能骑马出奔而不死吗？鸟类智力这样低，能与人拆招而显示武功么？鲁智深能连根拔
起一株大杨树吗？没有东风时可以筑坛行法而借来东风吗？戴宗腿上缚了有符咒的甲马，就可日行八
百里，去参加奥运马拉松赛岂非稳得金牌？根据历史，关羽并没有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搡，《三国演义
》这样写，岂非把三国的历史全改变了？），读小说时的趣味大减。当然也可以这样持批判的态度来
读，然而已不是审美的态度，不是享受艺术、欣赏文学的好态度了。所以，忽必烈的真正性格怎样，
杨过是否在襄阳城下飞石掷死蒙古大汗蒙哥，我想在小说中最好不讨论，我会在另外写的历史文章中
谈论，那是知识性的文章，便该用知识性的态度去阅读。（例如，我在小说《碧血剑》中，写袁承志
有很大自由，他要爱青青便爱青青，要爱阿九便爱阿九。在历史文章《袁崇焕评传》中，任何史实写
错了，都须设法改正。）⋯⋯○“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美感要素之一
——距离）一 要点总结：1 适当的距离产生美——既要把人从实际生活中解放，又要使人了解、欣赏
；2 反对以道德观点谈文艺。二 思考总结：1 韩愈的“”文以载道说”的得与失?得：延续了文学道统
；失：过分强调了文学道统，引发对私人情感的压抑。这是一个矫枉过正的过程，这是任何改革者或
革命者（文学、科学、社会等）都必须注意的问题，不忘初心亦张弛有度，努力挣脱时代局限性。○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宇宙的人情化（美感要素之二——移情）一 要点总结：1 移情作用（
美感经验）：将我的情趣移注于物，将物的姿态吸收于我，造成物我情趣的往复回流，达到物我合一
的境界。——人情的宇宙化，宇宙的人情化二 思考总结：1 如何理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物我合一的境界?“悠然见南山”的“见”读[jiàn] 更合适还是读[xiàn]更合适?2 引申理解物我合一
，以下文章自引自《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真实的世界》：我：“你得到超脱的状态了？”     她：“比
这个还强大。”     我：“难道说，用完全不带思维和主观意识的眼光去看，还看不到真正的世界？” 
   她：“对啊，那不是真正的世界。”     我：“那究竟什么是？”     她掐了烟笑了：“如果你带着自
我意识去看，根据我前面说的，你看到的其实是你自己，对吧？你想过没有？真正要做的，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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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放弃了，不是无任何态度去看，那不是超脱，那是淡漠了，就是俗话说的：没人味了，那种状态根
本看不到，顶多目中无人而已，差得远了。”     我：“可是你说了半天，到底是怎么能看到呢？”     
她得意的笑了：“想看到真正的世界，就要用天的眼睛去看天，用云的眼睛去看云，用风的眼睛去看
风，用花草树木的眼睛去看花草树木，用石头的眼睛去看石头，用大海的眼睛去看大海，用动物的眼
睛去看动物，用人的眼睛去看人。”     我认真的听着，傻了似得的看着她，但大脑是沸腾的状态。○
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美感与快感（关于美感的误解——快感）○“记得绿罗裙
，处处怜芳草”——美感与联想（关于美感的误解——联想）一 要点总结：1 综上三节所述：美感起
于形象的直觉，有两个要素：①意象与实际人生有适当距离，排除思考欲念（反快感原则、享乐主义
）②自由的移情作用2 美感（直觉，无所为而为）→快感（反省，有所为而为）二 思考总结：1 快感
一定带有实用性?从本质上讲美感是否是一种快感?此问题歧义，源自对快感的理解不同，快感有两解
：①存乎心灵的快乐；②诉诸感官的快乐。前者为精神层面，后者为肉体层面。前者不一定带有实用
性。从本质讲，美感是快感的一种。快感亦包括其他感受。2 联想愈多，美感愈少?联想亦可有序且纯
粹，当欣赏艺术品时，我们不应完全否定反省的美感（亦即快感）。美不只是直觉的感性，亦需反省
的理性，反省之理性，会赋予人更多的思考与共鸣。美应是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情人眼底出西施
”——美与自然一 要点总结：1 美的欣赏将自然（现实世界）艺术化，即人情化、理想化；2 美感态
度：①“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老子；②柏拉图式恋爱，不带占有欲。
7、看完这本书，深深感觉到，文字是美的，画是美的，大自然是美的，诗句是美的，心灵是美的⋯
⋯原来，生活中处处都是美，处处都有美，如果一直以来你总觉得自己和美沾不上什么边，那么，你
缺少的是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还有一颗爱美的心！
8、美和艺术的关系：美是创造创来的，它是艺术的特质。（注：自然之美也是自然被艺术化想象或
者表现之后产生的；否则，所谓的美丑，如清澈的湖水是美的，一只眼睛的人是丑的，是基于是否利
于生存、是否符合常态来判断的，区别于狭义的艺术性的美丑）文学和艺术的区别：艺术是直觉的、
感官的、审美的；而文学具有概念性的，要有思想性。（在我看来，写景诗就偏于艺术，而写实咏志
诗就偏于文学）生存的欲望导致对实用的需要，进而需要“善”；求知的欲望导致对科学的需要，进
而需要“真”；美的嗜好导致对美感的需要，进而需要“美”。艺术之美不在于其实用性，也不在于
其真实性。艺术之美的特性：与实际人生有距离，超于不完美的现实的自然和人生，描绘了理想的境
界，使人得到安慰。艺术之美的特性：美感经验是不假思索的，是直觉的，不建立在概念之上，尽管
他们可以蕴含意义。（注：欣赏《哈姆雷特》时，会直接感受到美感，而不会首先想到它的”自由“
、”无限“的意义）艺术之美的特性：欣赏艺术之美是主观的，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在心与物的
关系。艺术的创作：是主观的，包含作者情感，但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注：披头士如果没有音乐
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即使情感再丰富，也不可能创造出令人传唱的作品）秀丽的美（grace）和雄伟的
美（sublime）：秀丽的美，在于使人轻松愉快，和人亲近。雄伟，不仅在于体积之大，更在于精神之
伟。人们面对雄伟之物，感到震撼，感到霎时的抗拒，它唤起内心的自觉，是我们隐约想到外物的力
量和体积尽管巨大无比，却不能压服我们内心的自由。因此，外物的”雄伟“适足激起自己焕发振作
。”霎时的抗拒“有”突然性“，这种”突然性“常常用缺陷来表现。比如，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往
往留有一片不加雕琢的顽石，这种粗枝大叶的做法最易产生”雄伟“的印象，也最易让人嫌它不”完
美“，不”精致“。黑格尔以为形式不称精神、精神不范于形式而泛滥横流，才有”雄伟“。（还是
”自由“）因此，”雄伟“是美之难者，因为它不像平易的美只容纳一些性质相同的单调的成分。它
不仅容纳美，还要驯服丑，把美和丑放在一个炉子里锤炼。美感和快感的区别：美感是”无所为而为
“的欣赏，不带占有欲；快感是实用活动中达到欲望的快乐。（比如：看见一朵美丽的小花，是要站
在一旁欣赏它还是把它摘下来戴在头上）从生理学的观念谈美的感受：节奏感（音乐、舞蹈、绘画、
建筑如果有和谐的节奏，就会产生美感）；移情带来的心情起伏（肌肉的活动、激素的变化）。。。
写景诗的高境界在于景（意向）与情（情趣）的融合，”不隔“。艺术与人生：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
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缺乏本色，伪君子则
极力遮盖本色。俗人蜜语名利，与世沉浮，心里没有”天光云彩“，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
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这有包含关系的也能做分类？！不科学
）无论是俗人还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是”生命的机械化“，只能做喜剧中的角
色。（生活活动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艺术创造之中都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
人对于一种言行常喜欢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然有几分那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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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不能彻底，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
活的人则非常认真。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在艺术的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
肃不过的。艺术家评定事物的价值，标准通常跟一般人不同。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看轻一
件事物时，他知道摆脱。在执着时见他严肃，在摆脱时见他豁达。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同时并
有严肃和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宋朝理学又大半只知道严肃。（苏轼也许是个艺术生
活的好典型）音乐是最完美的艺术：其他艺术的实质和形式多少分别出来（比如写景诗要靠意象来表
达），但是音乐的形式即实质，实质即形式。我们听到音乐，立马就有心理感受。因此音乐可以普及
深入一般民众，从根本上陶冶人的性格。音乐的好处，在于可以表现和宣泄情绪，使人感动，长期以
往起到教化的作用。
9、这本书是朱光潜先生解放前出版的《谈美》的修订版，重新编排，也加入了一些章节。原版的《
谈美》我从图书馆借回来，已经读过两次了，也都相应做了笔记。这次，我是自己买了一本回来，因
为我觉得它值得收藏，值得常读。内容提要：卷一，无言之美。主要论述了美的“来源”。卷二，美
学妙语。从多角度对比分析美的本质。其中提到很多美学大师的一些理论，并对其进行了批判。卷三
，美的境界。这一卷主要着重于诗歌的欣赏。这是《谈美》里所没有的。卷四，美学散步。这一卷的
内容很散，应该是朱光潜先生的一些短文的集合。我的感悟：“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先生的目标
。在第一次阅读时我就想到，艺术化的人生是一个高层次的精神层面的人生了，与神很近。我读这本
书，主要是想陶冶一下情操，也开拓一下视野。我觉得，人生除了热血、奋斗、亲情爱情友情、成就
等的这些目的性比较强的活动，应该还有另外一些。例如消遣。当下社会，人们都吃饱穿暖了，所以
娱乐行业很发达。那是一种消遣。艺术欣赏也算是一种吧，可能这么说有点不太负责任。起码艺术创
作不是为了消遣，它要有深意得多。Anyway，我们都是想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这本书带给我的
，更多的是一种愉悦的体验，也教会了我怎样在平常生活中体验更多的愉悦。就这样。艺术化的人生
，还是算了吧，对我来说太遥远。读书笔记：A、艺术美不就是自然美，研究美不能像研究红色一样
，专门在物本身着眼，同时还要着重观赏者在所观赏物中所见到的价值。B、我们只问“物本身如何
才是美”还不够，另外还要问“物如何才能使人觉到美”或是“人在何种情形之下才估定一件事物为
美”？C、我们的学说否认创造和欣赏有根本上的差异。创造之中都寓有欣赏，欣赏之中都寓有创造
。D、有审美的眼睛才能看到美。E、美和实际人生有一个距离，要见出事物本身的美，须把它摆在适
当的距离之外去看。F、“移情作用”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
感。G、美感与实用活动无关，而快感则起于实际要求的满足。H、美不完全在外物，也不完全在人
心，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I、美的欣赏极似“柏拉图式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恋爱”
对于所爱者也只是无所为而为的欣赏，不带占有欲。J、文化渐进，三种艺术分立，音乐专取声音为媒
介，趋重和谐；舞蹈专取肢体形式为媒介，趋重姿态；诗歌专取语言为媒介，趋重意义。三者虽分立
，节奏仍然是共同的要素，所以它们的关系常在藕断丝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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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1页

        吖

2、《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11页

        艺术美不就是自然美，研究美不能像研究红色一样，专门在物本身着眼，同时还要着重观赏者在
所观赏物中所见到的价值。

3、《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99页

        翻出了很久以前的笔记，不得不感慨那时候我的字可真美啊！

1 毕达哥拉斯：企图用数解释一切；勾股定理；音乐理论鼻祖，阐明了单弦乐音与弦长的关系；首创
地圆说 （BC580-BC500）
2 希腊三贤：苏，柏，亚
3 柏：“甲为乙”是虚构，诗无真理；亚：“若甲为乙，则甲为丙”，诗的真理
4 美就是个别事物所现出的“永恒的理性”。美的特质为“无限”和“自由”
5 柏：第一个使唯心论哲学体系化的人
   亚：开创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和生物学。希腊哲学集大成者
6 康德学说：一. 美感判断与名理判断不同，名理判断以普泛的概念为基础，美感判断以个人的目前感
觉为基础，故前客后主； 二. 一般主观感觉完全是个别的，随人随时而异
7 克罗齐：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
8 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9 尼采：德哲。他宣称上帝已死，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要使人类走向“超人”的境界。以独特的方
式预见了现代西方社会中深刻的精神危机
10 米开朗琪罗：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卫》——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力量。美蒂奇陵墓雕像《晨》《
暮》《昼》《夜》具冷静而沉郁的悲剧性质
11 康德：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德国哲学家。以《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批判力批
评》三大批判著作而知名，开创了“批判哲学”的系统。人们将他的哲学比作一座桥，想入哲学之问
就得通过康德之桥。

大概初中的时候看的，所以现在印象也不是很深了。不过倒是又有很多好书可以看了~开心开心|~

4、《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12页

        美是概念的具體化。概念有三種：

    一，“先經驗的”。即康德所說的“範疇”，如時間、空間、因果、偏全、肯否等等，為一切知覺
的基礎，有它們才能有經驗。

    二，“後經驗的知覺的概念”，如人、馬、黑、長等等。想到這種概念時，心裡都要想到它們所代
表的事物，所以不能脫離知覺。它們是知覺個別事物的基礎，例如知覺馬必用“馬”的概念。

    三，“後經驗的非知覺的概念”，例如自由、進化、文明、秩序、仁愛、和平等。我們想到這些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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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時，心中不必同時想到它們所代表的事物，所以是“非知覺的”，遊離不著實際的。這種“後經驗
的非知覺的概念”表現于可知覺的個別事物，於是有美。

    無論是自然或是藝術，在可以拿“美”來形容時，後面都寫有一種理想。不過這種理想需與它的符
號（即個別事物）融化成天衣無縫，不像寓言中符號和意義可以分立。
      英國學者Stace在《美的意義》中的觀點，摘選備用。

5、《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1页

        美和艺术的关系：美是创造创来的，它是艺术的特质。（注：自然之美也是自然被艺术化想象或
者表现之后产生的；否则，所谓的美丑，如清澈的湖水是美的，一只眼睛的人是丑的，是基于是否利
于生存、是否符合常态来判断的，区别于狭义的艺术性的美丑）

文学和艺术的区别：艺术是直觉的、感官的、审美的；而文学具有概念性的，要有思想性。（在我看
来，写景诗就偏于艺术，而写实咏志诗就偏于文学）

生存的欲望导致对实用的需要，进而需要“善”；求知的欲望导致对科学的需要，进而需要“真”；
美的嗜好导致对美感的需要，进而需要“美”。

艺术之美不在于其实用性，也不在于其真实性。

艺术之美的特性：与实际人生有距离，超于不完美的现实的自然和人生，描绘了理想的境界，使人得
到安慰。

艺术之美的特性：美感经验是不假思索的，是直觉的，不建立在概念之上，尽管他们可以蕴含意义。
（注：欣赏《哈姆雷特》时，会直接感受到美感，而不会首先想到它的”自由“、”无限“的意义）

艺术之美的特性：欣赏艺术之美是主观的，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在心与物的关系。
艺术的创作：是主观的，包含作者情感，但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注：披头士如果没有音乐方面的
知识和技能，即使情感再丰富，也不可能创造出令人传唱的作品）

秀丽的美（grace）和雄伟的美（sublime）：秀丽的美，在于使人轻松愉快，和人亲近。雄伟，不仅在
于体积之大，更在于精神之伟。人们面对雄伟之物，感到震撼，感到霎时的抗拒，它唤起内心的自觉
，是我们隐约想到外物的力量和体积尽管巨大无比，却不能压服我们内心的自由。因此，外物的”雄
伟“适足激起自己焕发振作。”霎时的抗拒“有”突然性“，这种”突然性“常常用缺陷来表现。比
如，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中往往留有一片不加雕琢的顽石，这种粗枝大叶的做法最易产生”雄伟“的印
象，也最易让人嫌它不”完美“，不”精致“。黑格尔以为形式不称精神、精神不范于形式而泛滥横
流，才有”雄伟“。（还是”自由“）因此，”雄伟“是美之难者，因为它不像平易的美只容纳一些
性质相同的单调的成分。它不仅容纳美，还要驯服丑，把美和丑放在一个炉子里锤炼。

美感和快感的区别：美感是”无所为而为“的欣赏，不带占有欲；快感是实用活动中达到欲望的快乐
。（比如：看见一朵美丽的小花，是要站在一旁欣赏它还是把它摘下来戴在头上）

从生理学的观念谈美的感受：节奏感（音乐、舞蹈、绘画、建筑如果有和谐的节奏，就会产生美感）
；移情带来的心情起伏（肌肉的活动、激素的变化）。。。

写景诗的高境界在于景（意向）与情（情趣）的融合，”不隔“。

艺术与人生：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种是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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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俗人根本缺乏本色，伪君子则极力遮盖本色。俗人蜜语名利，与世沉浮，心里没有”天光云彩“
，他们的大病是生命的干枯。伪君子则于这种俗人的资格之上，又加上”沐猴而冠“的伎俩。（这有
包含关系的也能做分类？！不科学）无论是俗人还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是”生
命的机械化“，只能做喜剧中的角色。（生活活动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艺术创造之中都
必寓有欣赏，生活也是如此。一般人对于一种言行常喜欢说它”好看“、”不好看“，这已然有几分
那艺术欣赏的标准去估量它。但一般人不能彻底，他们的”人格“观念太淡薄，所谓”好看“、”不
好看“往往只是敷衍面子。善于生活的人则非常认真。一般人常以为艺术家是一班最随便的人，其实
在艺术的范围之内，艺术家是最严肃不过的。艺术家评定事物的价值，标准通常跟一般人不同。看重
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看轻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摆脱。在执着时见他严肃，在摆脱时见他豁达。
伟大的人生和伟大的艺术都同时并有严肃和豁达之胜。晋代清流大半只知道豁达，宋朝理学又大半只
知道严肃。（苏轼也许是个艺术生活的好典型）

音乐是最完美的艺术：其他艺术的实质和形式多少分别出来（比如写景诗要靠意象来表达），但是音
乐的形式即实质，实质即形式。我们听到音乐，立马就有心理感受。因此音乐可以普及深入一般民众
，从根本上陶冶人的性格。音乐的好处，在于可以表现和宣泄情绪，使人感动，长期以往起到教化的
作用。

6、《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105页

        如果文艺作品中可悲的比可喜的情景较多，唯一的理由就是现实原来如此。......不过悲剧和悲剧性
的小说所以崇高，并不在描写黑幕，而在达到艺术上一种极难的成就，于最困逆的情境见出人性的尊
严，于最黑暗的方面反映出世相的壮丽。

7、《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9页

        因為科學的目的在於雜多的現象中尋求普遍原理，普遍原理都有幾分客觀性，美既然是主觀的，
沒有普遍原理可以統轄它，它自然不能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了。但是事實又並不如此。關於美感，分
歧之中又有幾分一致，一個東西如果是美的，雖然不能使一切人覺得美，卻能使多數人覺得美。所以
美的審別究竟還有幾分客觀性
       我覺得大師之所以為大師，不在於他豐富的知識儲備，而在於他嚴密的邏輯分析和優秀的表達能
力。

8、《朱光潜谈美》的笔记-第14页

        朱光潛先生本身對“美”這一概念的闡述：
美不僅在物，亦不僅在心，它在心與物的關係上⋯它是心借物的形象來表現情趣。世間並沒有天生自
在、俯拾即是的美，凡是美都要經過心靈的創造⋯⋯創造是表現情趣于意象，可以說是情趣的意象化
；欣賞是因意象而見情趣，可以說是意象的情趣化。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時心中所覺到的
“恰好”的快感。
       看到這兒，美是快感這個定義不很認同，我覺得很多時候心受到物的刺激會帶來痛苦，然而我覺
得這種痛苦也是很美的⋯⋯額，這算不算痛苦給我帶來的快感？或許這樣還是可以說得通的。

Page 20



《朱光潜谈美》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