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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来读《庄子》，有一些新的感悟，也觉得其要义与生存论哲学有相通处。
庄子昭文鼓琴的寓言，实质上涉及人的认识和生存的基本问题：“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
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
他所谓亏，是相对于他想象中的声音全体而言的。
一旦鼓琴，使一些声音凸显出来了，尽管声音可能很美妙，却使更多可能存在的声音处于不显状态。
人的认识也是如此，当我们的意识去关注世界，显现世界时，一方面是对世界某些东西的凸显，是对
这些事物的某些方面的凸显，但另一方面是对其他事物、这些事物的其他方面的遮蔽。
譬如我们的意识关注眼前一本特定的书——《南华真经注疏》——的时候，此书的封面特征比较清晰
地显示出来了，但此书封面以外的一切成为它的背景，成为意识的边缘性因素，相对比较模糊，甚至
不能显现，不管是与这本书摆在一起的其他书，还是这本书所放置的书桌及整个房间，还是不在现场
的与此书有关联的研究著作或没有直接关联的其他著作以至语言、文化、社会、自然的所有存在，甚
或此书的实际内容，都处于不被充分显现的状态。
而我们对于世界，对于意识对象的这样一种显现过程，又是我们自己开创、显现自己的过程，这一过
程一方面开显了自己在某些方向上生存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也阻塞了生存开展的其他可能性
。
按庄子昭文鼓琴的寓言这样去理解世界，则我们对于任何对象的研究，都是我们生存开显可能性的封
畦，我们只能为保存混沌完整的发展可能性而寂寞无为了。
然而，如果仅仅这么去解读《庄子》文本，则又背离了庄子选择以重言、寓言、卮言的方式来进行言
说的用意，更背离了庄子以不断超越的眼光来理解、言说世界的根本精神了。
庄子的文本表达及其寓意与他选择文本表达的这种以言为行之间似乎存在着相当复杂的纠结甚至悖反
，我们只有以超越任一特定立场的眼光去领悟，才能把握其精神。
如果说声成则声亏，那么庄子的文字表达就不具有显现世界的价值，而庄子恰恰选择了以文本的方式
开显他自己以及他所理解的世界，事实上成就了中国文化的深弘与超越，对于提升人生境界具有相当
积极的意义——当然，在不同的文本解读者中，也有可能产生消极的后果。
所以，任何对于对象的显现，对于自己的开显，都是有意义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去超越既成的一切
显现方式，达到知通为一、与道一体的境界，才是庄子的理想。
我也想这么看待我的朱光潜研究。
    朱光潜研究已经构成我学术生存历程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虽然在我自己看来，并非最重要的部分
。
在这部我较全面地理解、叙述朱光潜一生的《朱光潜传》出来的时候，我也想回顾一下自己与朱光潜
遭遇的因缘。
    我最早接触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是1980年代。
他当时因为重提人性论话题，又当选为影响甚大的美学学科的第一届中华美学会会长，在学术界声名
鼎盛。
他的《西方美学史》作为高校美学史统一教材，是中文系必读书。
我看了这部书关于康德、黑格尔、歌德等的几章，觉得他的阐述清晰透彻，明白易懂，有大家风范。
只是对于他总是“辩证地”评价他们的观念略觉不甚称意。
他之美在主客观统一的观点，是通过讲授美学的教授知道的——那位老师在美学界亦称名家，不过却
是朱光潜美学的严厉批评者，举出朱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论作为靶子，不提其实践论美学，也不谈其早
期的观念，宣称朱光潜的观点绝非马克思主义。
他认为朱光潜喜欢从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德文原本寻找根据，一些关键词翻译与已有权威译本每不相同
，所以朱的研究方法肯定有问题，不可信。
显然，这位老师不相信权威译本竟然会有错误，朱光潜又总会发现问题。
我只听了两三次美学课，就退堂了。
其时，读到才出版不久的朱光潜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本为英文著作）的中文译本，觉得辞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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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论断谨严，没有当时国内一般理论著作的陈腐气，眼界为之一新。
不过那时我对朱光潜的个性、人生经历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所以也不可能充分理解其著作中显示的生
存状态以及这部著作的话语方式与其学术话语背景之间的关系。
    约1994—1995年间，我处于博士论文选题阶段。
当时与同门师兄弟张洁（昌切）、王毅时相谈论。
昌切先生正在作晚清思想的论题，对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甚感兴趣，倾向于从思想史的角度
去看他们的成就，谈起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章太炎尤为推许。
而我更倾向于从学术史、从西学东渐史的角度去看待近现代学术人物。
章太炎学术确有可观，且颇受西方近代哲学影响，也多独见，其佛学渊源甚深，每每借佛家名相表达
思想，我不敢去碰繁复深奥的佛学典籍，所以仅读了《章太炎全集》四、五两卷，有所感想而已。
先是，读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对乾嘉朴学略有兴趣，选读了几部朴学名著如段玉裁《说文
解字注》，更读王国维《观堂集林》，也觉深有趣味，只是知道并非自己专业，不可能去研究。
后来读单行本《静庵文集》、《人间词话》，对王国维美学与西方哲学、美学的关系有一些想法，王
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颇具影响，而学界对境界说的实质性内涵甚
多误解，因此想在与西方美学的比较中澄清其内涵，并以王国维为代表，探讨晚清以来中国学人对西
方文化的接受方式及其学术史意义。
记得最初想就王国维接受康德、席勒、叔本华、尼采等几人进行具体研究。
开题时，导师陆耀东先生指出，王国维属于近代，与博士点专业方向有一定距离，可再选一两个现代
文论家作研究，这样也可以显示中国近代以来接受西学方式的变化趋向。
孙党伯、陈美兰等老师一则肯定选题价值，二则也赞同陆师意见，他们还建议可选蔡元培、朱光潜、
宗白华等人。
我因朱光潜是研究西方美学最有成就的大家，此前也多少接触过，对《悲剧心理学》还颇有好感，很
自然地选定他作为研究对象。
没有想到，阅读朱光潜著作，尤其是读他被一般人视为代表作的《文艺心理学》，过程非常痛苦。
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论述难懂——朱光潜的行文风格是文论家中少有的平易浅近、明白易懂，说理也非
常清晰——而是由于他接受了各种互不相容的观念，如克罗齐的直觉概念和叔本华的纯粹直观概念，
克罗齐的唯理论美学和立普斯的经验论美学，西方观念和中国传统观念，把它们糅合在一起，这就造
成了不少在我看来似乎很明显的逻辑矛盾，让我觉得他并没有确立自己的独立立场。
一位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美学大家，出现这样的问题，确实令我感到痛苦，而仔细体察其根源，发
现这是他承受了西方文化强势的文化语境和中国现代主流学术话语影响的结果，他内心真实的价值、
审美取向相当程度地被压抑、扭曲，从而造成他理论上的不一致。
所以我在博士论文《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中
，明确地陈述了朱光潜学术中的这种情形，并略带针砭，措辞上亦不无过激之处，这正是我当时文学
生存状态的真实显现，那时在我看来，似乎没法以其他方式来呈现我的痛苦。
令我深怀感激的是，当时参与博士论文评审和答辩的乐黛云、陆耀东、黄曼君、陈鸣树、王先霈、颜
雄、陈美兰、孙党伯、易竹贤、王富仁、刘纳、邓晓芒等诸位先生都以宽厚的学术胸怀，包容了我特
殊的生存状态和表达上的不够平和处，给予了充分肯定。
邓晓芒等先生尤为激赏，推荐到三联书店，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
出版后也得到一些学者欣赏，其中赵园先生等人对我的鼓励尤大。
完成博士论文后，戴逸、郑大华等先生主编“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罗成琰先生推荐我写
了《朱光潜学术思想评传》，因此尽量搜集了更多的材料。
我与朱光潜哲孙宛小平先生联系后，他托卢风先生带给我一批朱光潜的手稿及1930—1940年代与学者
作家的来往信件、互赠诗词法书的复印件，其中有些还从来没有发表过。
可惜因时间较仓促，虽然注意到了以前没有充分关注、解读的一些文本和事件，对朱光潜学术也有了
更全面一点的描述，但在总体理解的深度上，相对于博士论文，并没有太大的超越。
    2005年，因钱理群等先生鼎力推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的编辑丁宁女
士，约我撰写《朱光潜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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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话约稿中，她特意嘱咐我别写成评传——理论性的著作，宜着重传主的人生历程和生活场景的复
原。
这一次，我不拟仓促成稿，而是细细梳理了朱光潜从读中学时期开始直到晚年的交游，对于和朱光潜
交往较密、友谊较深或具有某种特殊关联价值的一些学者、作家如徐中舒、高觉敷、匡互生、方东美
、郭斌和、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叶圣陶、吴宓、胡适、梁宗岱、李健吾、周作人、沈从文、废
名、常风、张颐、叶麐、卞之琳、王星拱、陈源、凌叔华、刘永济、王世杰、熊十力、马一浮、钱穆
、程千帆、贺麟、胡乔木、周扬、蔡仪、柳鸣九、朱虹、李泽厚、张隆溪等，我都尽可能阅读他们的
文集，阅读关于他们的传记材料和研究成果。
如果能够找到他们的日记、书信，还特别细致地寻找与朱光潜有关的一切直接记录和背景材料，朱自
清、叶圣陶、吴宓、周作人等人的日记，朱光潜未刊的一些书信和友朋互赠法书，为我追寻相关材料
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
有时朱光潜自己的书信没有保留或公开，但从别人给他的书信中，可以较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情谊和交
往语境。
我曾读过《马一浮集》中马一浮致朱光潜的信，记得大意，但写作时一时不易找到《马一浮集》，与
李清良教授谈及，承他热心过录原信，使我更准确地理解了他们的关系。
朱光潜在乐山武汉大学期间，萧军游历到乐山，专门去拜访他——可能因为1937年评1936年《大公报
》文艺奖金时，萧军《江上》被包括朱光潜在内的评委会拟定为获奖作品——但《萧军日记》没有公
开出版，我专门托葛涛博士到鲁迅博物馆查了《萧军日记》复印件，有两处涉及他与朱光潜的交往，
记录甚为细致，对于理解朱光潜之为人颇有助益。
另外还请熊权博士在北京大学档案馆查了朱光潜的档案——这一过程让她很费了周折——这也是相当
有价值的材料。
我为了解朱光潜的生活环境，还到武昌、成都、乐山、北京等朱光潜学习、工作、居住、游玩过的地
方探访，有具体的场景，想象朱光潜的生活变得更容易、更生动一点。
因为近些年的学术积累，我看待世界、看待学术的眼光也有所变化，再读朱光潜本人的著作，读得也
更深透一些了，写作本书时，自己觉得已经比较透彻地理解了朱光潜的学术和人格，他每一步人生抉
择，每二次学术转向的个人处境、学术话语和意识形态背景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因果关联，都清清
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当然，写作中也有一些我反复思考，至今尚未解决的难题。
例如要不要为了场景、性格的生动，移用、虚构对话和细节的问题。
我的基本原则自然是力求真实，但是真实是有不同层面的，即使有非常充分的史料，要复原某些对话
场景，仍然需要细节的虚构，庄严如正史，人物生动传神的《史记》，取材措辞谨严的《三国志》等
，也不无细节、对话的移用、虚构。
写传记实际上不止是写传主，也应通过传主写出他所生活的时代甚至某个特殊环境或场所的氛围、特
点，而这些是作为理论家的朱光潜自己的文本很少提供的，因此颇需借助他的朋友或同时代人的叙述
。
经过反复权衡，在不背离我对人物个性、精神的理解，也不影响准确理解书中其他人物的情况下，笔
者偶尔采用了一些虚构的细节和对话——其中大多数是有文本根据的——希望由此能够为我枯涩的笔
墨，增添一点点活力。
同时，朱光潜毕竟是学者，是美学家，其理论上的成就，他的学术思路、方法，对于特定的学术话语
方式的选择和运用，他几次重要的学术转向及其语境，也是叙述评说的重点，我颇有不同于他人的理
解。
不过，时过境迁，出版行业的目标和运作规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08年我快写成书稿时，和丁宁
女士联系出版事宜，不料出版社已经停止出版“中国现代作家传记丛书”了。
    2009年，我把基本完成的《朱光潜传》书稿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根据申报
要求，请钱理群、邓晓芒、阎真先生写了专家推荐意见。
令人欣慰的是，书稿得到了评委们的充分肯定，得以顺利立项，因此，我对至今尚不知其名的所有评
委心怀感激，尤其感到高兴的是在学术评价体系受到学界普遍质疑的语境中，毕竟存在着超越个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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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的评价程序。
    去年年底，全书完成，妻子贝京细读一过，补正了不少行文疏漏，甚至还发现了个别引述文字原文
的错漏。
    感谢责任编辑陈鹏鸣先生、孙牧女士为本书所作的认真编校。
    深深感激所有奖掖、帮助过我的人，也诚恳希望读者指正本书疏误不当之处。
    王攸欣    2011年5月16日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光潜传>>

内容概要

　　新生儿的父亲朱子香，疾步走到厅堂，告诉早在那儿等待消息的祖父朱文涛，父子满心欢喜，满
脸放光，他们不约而同的期待是，已近衰落的朱家，会由于这个新生的长孙长子而家道中兴，以至昌
盛发达。
他们早就考虑，给新生儿取一个吉祥的名字。
以他们的人生经验，觉得名字不能太露锋芒，祖父从书箱内抽取《南史》一册，翻到《王昙首传》，
看到名士袁淑品评王昙首之子王僧虔，中有“卿文情鸿丽，学解深拔，而韬光潜实，物莫之窥”等语
，眼前一亮，与儿子商量，为新生儿取名光潜——光潜寓韬光潜实，即光芒潜藏之义—
—后来又字之日孟实，“孟”指在家排行老大，“实”则寓老实、踏实、务实之义，也有本真、充实
之美的意思。
《朱光潜传》讲述了朱光潜成为美学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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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攸欣，湖南湘乡人，1966年生。
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南大学升华学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著有《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等。
从事中国文学、学术史研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光潜传>>

书籍目录

自序
小引
第一章  人文化成（吴庄、孔城、桐城、武昌，1903—1917）
  一、私塾发蒙
  二、学作古文
  三、体会文学与文化
  四、武昌求学
  五、价值观初成
第二章  西学洗礼（香港，1918—1923）
  一、生活与交谊
  二、新文化运动冲击
  三、初涉西学
  四、寻求超脱现实之路
第三章  教育实践（上海、上虞，1923—1925）
  一、中国公学
  二、白马湖边
  三、立达学园
第四章  学术转型（爱丁堡，1925—1929）
  一、赴英旅程
  二、学术选择
  三、生活与交往
  四、初获声名
第五章  学术树立（伦敦、巴黎、斯特拉斯堡，1929—1933）
  一、《文艺心理学》
  二、交游与爱情
  三、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
  四、受聘返国
第六章  京派学者（北平，1933—1937）
  一、旧雨新朋聚故都
  二、执鞭北大清华
  三、慈慧殿沙龙——读诗会
  四、是非纷纭
  五、主编《文学杂志》
第七章  辗转巴蜀（成都、乐山，1937—1946）
  一、逃难成都，掀起风潮
  二、乐山交游
  三、参与校务
  四、向传统寻资源
  五、《诗论》
  六、涵泳陶渊明
  七、克罗齐译介中的自我超越
第八章  转折关头（北平，1946—1949）
  一、重返北平
  二、民族性反省
  三、卷入政治旋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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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生选择：去与留
第九章  顺应调适（北京，1949—1976）
  一、“洗澡”
  二、屈辱中调适
  三、美学大论争
  四、《西方美学史》
  五、“文革”磨难与学术坚守
第十章  晚年风范（北京，1976—1986）
  一、突破禁区
  二、倡导新风与奖掖后进
  三、老骥伏枥
  四、回顾一生
  五、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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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论证朱光潜的文艺观，就是“为文艺而文艺”，割断了文艺与人生的关系，并且充满了矛盾
和模糊之词。
他倒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朱光潜寻求话语权诉求的实质，但他最后鼓励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对以往
美学做出批判，再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
1950年春夏间，北京高校里开始清理历史遗留问题，朱光潜因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发表过反
对学生运动和共产党的一些政论，被要求到公安局进行国民党军政人员登记，并宣告脱离国民党，同
时接受政治管制。
管制时间延续了约8个月。
在此期间，朱光潜暂不担任教学工作，并被反复要求就自己的问题做出交代。
这样一种处理，与当时的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相比，应该说是较严厉的，但站在新政权的立场来看
朱光潜的历史问题，似乎还是相当宽容的，而且是要改造他的思想和立场。
在此期间，朱光潜对自己抗战中在武大任教务长时加入国民党，后来又以高级职员身份调到重庆国民
党中央训练团接受过训练，并且替《中央周刊》、《周论》等所谓反动刊物写过政论，并于1947年被
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北平参加过蒋介石举行的招待宴会等事，一一交代清楚，并承认错误。
他对自己不支持学生运动的态度，也进行了检讨。
这些朱光潜既不觉得是什么重大错误，也无意隐瞒，所以历史事实很快就查清楚了，只是面临着如何
改造的问题。
朱光潜自己想尽快重新建立起在美学领域的话语权。
一方面，开始学习俄语，以便了解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另一方面，积极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
成果。
1950年夏，有位留美学生带回一些纽约国际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朱光潜辗转从他那里
得到一本才出版不久的路易·哈瓦那著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如获至宝。
该书作者是美籍犹太裔，曾任哈佛大学图书馆哲学部门主任，专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艺术理论和艺术
史，朱光潜认为他是“苏联以外的一位重要的马列主义文艺批评家”。
于是，立即着手翻译，很快就译成，交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以为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
了较深入的了解，赎去了以前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美学”的部分罪责，并获得新政权下的话语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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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光潜传》是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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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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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