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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学研究的对象；美学由文艺批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解放后，五
十年代在党领导之下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讨论，引起了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和一般读
者对美学的浓厚兴趣和深入研究的要求。
参加这场批判讨论对我是一次深刻的教育。
我从此开始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进行一
些初步的分析批判。
一九六一年，北京大学哲学系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曾特设美学专业来训练预备开美学课的教师，我
参加了该专业的教学工作，开始编写西方美学史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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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部美学史并不单一的只是纯粹美学理论的历史，而且还是人类心灵自我展现的历史，或者说，在那
些看似抽象的理论背后，我们所感受到的乃是各个时代人类精神脉博的跳动，这是一种精神的还乡历
程——请跟随吴琼来一次西方美学的精神漫游吧。
     朱光潜，著名美学家。
本书是关于西方美学理论的专著，是中国人写的第一部西方美学史，在学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
自1963年出版以来，一直作为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1978年作者曾作过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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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美学家。
字孟实。
安徽桐城人。
安徽桐城人。
编著《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等，并有《美学》等翻译作品多部，出版有《朱光潜选集》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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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盛行于公元前六世纪。
他们都是些数学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
当时希腊哲学的主要对象还是自然现象，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稍后的赫拉克利特都主要是从自然科学
观点去看美学问题的。
在自然科学中当时哲学家们有一个普遍的企图，就是在自然界杂多现象之中，找出统摄一切的原则或
原素。
毕达哥拉斯学派大半都是数学家，便认为万物最基本的原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一切现象。
这样把事物的一种属性（数）加以绝对化，仿佛把它看成一种先于一切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就是客
观唯心主义的萌芽。
这个基本观点也影响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美的看法。
　　他们认为美就是和谐。
他们首先从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发见声音的质的差别（如长短，高低，轻重等
）都是由发音体方面数量的差别所决定的。
例如发音体（如琴弦）长，声音就长，震动速度快，声音就高，震动速度慢，声音就低。
因此，音乐的基本原则在数量的关系，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一定
数量上的比例所组成的。
这派学者是用数的比例来表示不同音程的创始人，例如第八音程是1：2，第四音程是3：4，第五音程
是2：3。
　　从音乐里数量关系的研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找到了一个辩证的原则，这个原则由这派门徒波里
克勒特在他的《论法规》里这样加以转述：　　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柏拉图往往采用这派的话），音
乐是对立因　　素的和谐的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不协调导致协调。
这是希腊辩证思想的最早的萌芽，也是文艺思想中“寓整齐于变化”原则的最早的萌芽。
　　毕达哥拉斯学派把音乐中和谐的道理推广到建筑，雕刻等其它艺术，探求什么样的数量比例才会
产生美的效果，得出了一些经验性的规范。
波里克勒特在前已提到的《论法规》里就记载了一些这样的规范。
例如在欧洲有长久影响的“黄金分割”（最美的线形为长与宽成一定比例的长方形）就是这派发见的
。
他们也有时认为圆球形最美。
这种偏重形式的探讨是后来美学里形式主义的萌芽。
　　这派学者还把数与和谐的原则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因而形成所谓“诸天音乐”或“宇宙和谐”
的概念，认为天上诸星体在遵照一定轨道运动之中，也产生一种和谐的音乐。
苏联美学史家阿斯木斯在《古代思想家论艺术》的序论里评论这种概念说，“音乐和谐的概念原只是
对一种艺术领域研究的结果，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它推广到全体宇宙中去⋯⋯因此，连天文学即宇宙学
在这派看来，也具有美学的性质”。
他们把天体看成圆球形，认为这也是最美的形体。
这里可注意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整个自然界看作美学的对象，并不限于艺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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