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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谈美书简》是朱光潜在82岁高龄的情况下写就的“暮年心血”之作，它既是对自己漫长美学生
涯和美学思想的一次回顾和整理，也是对青年们有关美学方面问题的一个回复。
全书由13封书信结集而成。
书中。
朱光潜先生就青年朋友们普遍关心的美和美感、美的规律、美的范畴等一系列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
探讨，同时也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的创作规律及特点作了详尽的阐释，是初涉美学者学习美学知
识的重要参考书籍。
全书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将许多深奥的美学知识通俗化。
　　在书中，朱光潜还以亲身的经验谈到了许多治学为人的道理。
对于怎样开展学术工作，他教导说：“是敷敷衍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
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
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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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年～1986年），安徽桐城人。
我国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
1925年起先后赴英、法等国学习，获博士学位。
1933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教授。
毕业从事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重要著作有《文艺心理学》、《西方美学史》、《悲剧心理学》等，并有多种美学译著行世。
朱光潜是我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广泛介绍西方美学的人。
他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之一。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五四”
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
的美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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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代前言：怎样学美学？
 二 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三 谈人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一些误解五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六 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
禁区七 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八 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九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地位十 浪漫
主义和现实主义十一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十二 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十三 结束语：“还须
弦外有余音”附录悲剧与人生的距离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诗人的孤寂刚性美与柔性美谈中西
爱情诗谈趣味音乐与教育消除烦闷与超脱现实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谈学文艺的甘苦理想的文艺刊物莱
辛的诗画异质说赋对诗的三点影响诗歌与音乐、舞蹈同源谈读书谈动谈静谈中学生与社会运动谈十字
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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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朋友们：　　在我接到心向美学的朋友们来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算美，“美的本
质”是什么？
　　提问“怎样才算美”的朋友们未免有些谦虚。
实际上这些朋友们每天都在接触到一些美的和丑的事物，在情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甚至激动。
例如一个年轻小伙子碰见一位他觉得中意的姑娘，他能没有一点美的感受吗？
一个正派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看见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斗争，不也是多少能感觉到美的确实是美，丑的
确实是丑吗？
在这种场合放过火热的斗争而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
一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些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
实生活和加强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
而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身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
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所谓“美的本质”。
法国人往往把“美”叫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Je ne sais quoi）。
可不是吗？
柏拉图说的是一套，亚里士多德说的又是一套；康德说的是一套，黑格尔说的又是一套。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他们都可一分为二，各有对和不对的两方面。
事情本来很复杂，你能把它简单化成一个“美的定义”吗？
就算你找到“美的定义”了，你就能据此来解决一切文艺方面的实际问题吗？
这问题也涉及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后还要谈到，现在只谈研究美学是要从现实生活中
的具体的事例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引起我先谈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老朋友的来信。
这位朋友在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和我打过一些交道。
他去年写过一篇题为《美的定义及其解说》的近万言长文，承他不弃，来信要我提意见。
他的问题在现在一般中青年美学研究工作者中有普遍意义，所以趁这次机会来公开作复。
　　请先读他的“美的定义”：　　美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相应的理想的那些
事物的，以其相关的自然性为必要条件，而以其相关的社会性（在有阶级的社会时期主要被阶级性所
规定）为决定因素。
矛盾统一起来的内在好本质之外部形象特征，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
　　既是客观规律，又是主观理想；既是内在好本质，又是外部形象特征；既是自然性，又是社会性
；既是一定人们感受，又是客观价值。
定义把这一大堆抽象概念拼凑在一起，仿佛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统一起来了。
这种玩弄积木式的拼凑倒也煞费苦心，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难道根据这样拼凑起来的楼阁，就可以进行文艺创作、欣赏和批评了吗？
　　“定义”之后还附了十三条“解说”，仍旧是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说来说去，并没有把“定义”
解说清楚。
作者始终一本正经，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
他是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听说搞过雕塑和绘画，但始终不谈一点亲身经验，不举一点艺术实践方面的
例证。
十九世纪法国巴那斯派诗人为着要突出他们的现实主义，曾标榜所谓“不动情”（Impassivite）。
“定义”的规定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文章里怕犯“人情昧”的忌讳，阉割了自己，也阉割了读者
，不管读者爱听不爱听，他硬塞给你的就只有这种光秃秃硬梆梆的枯燥货色，连文字也还似通不通。
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文风改变过来呢！
　　读到这个“美的定义”，我倒有“如逢故人”的感觉。
这位故人乃是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的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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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党的工作重点实行了转移，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各条战线正在热火朝天
地大干快上，文艺界面貌也焕然一新。
但这一切在这位搜寻“美的定义”的老朋友身上，仿佛都没有起一点作用，他还是那样坐井观天，闻
风不动！
　　十三条“解说”之后又来了一个“附记”。
作者在引了毛泽东同志的研究工作不应当从定义出发的教导后，马上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
“然而”：“然而同时并不排除经过实事求是的研究而从获得的结论中，归纳、概括、抽绎出定义。
”是呀，你根据什么“实事”，求出什么“是”呢？
你这是遵循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路线”吗？
　　接着作者还来了一个声明：　　以上“美”的定义，无非自己在美学研究长途中的一个小小暂时
“纪程”而已。
以后于其视为绊脚石时，自己或旁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无所爱惜地踢开它！
　　这里有一个惊叹号，是文中唯的一动了一点情感的地方，表现出决心和勇气。
不过作为一个老友，我应该直率地说，你的定义以及你得出定义所用的方法正是你的绊脚石。
你如何处理这块绊脚石，且观后效吧！
　　读过这篇“美的定义”之后不久，我有机会上过一堂生动的美学课，看到新上演的意大利和法国
合摄的电影片《巴黎圣母院》。
听到那位既聋哑而又奇丑的敲钟人在见到那位能歌善舞的吉卜赛女郎时，结结巴巴地使劲连声叫“美
！
美、美⋯⋯”我不禁联想起“美的定义”。
我想这位敲钟人一定没有研究过“美的定义”，但他的一生事迹，使我深信他是个真正懂得什么是美
的人，他连声叫出的“美”确实是出自肺腑的。
一听到就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悲喜交集，也惊赞雨果毕竟是个名不虚传的伟大作家。
这位敲钟人本是一个孤儿，受尽流离困苦才当上一个在圣母院里敲钟的奴隶。
圣母院里的一个高级僧侣偷看到吉卜赛女郎歌舞，便动了淫念，迫使敲钟人去把她劫掠过来。
在劫掠中敲钟人遭到了群众的毒打，渴得要命，奄奄一息之际，给他水喝因而救了他命的正是他被他
恶棍主子差遣去劫夺的吉卜赛女郎。
她不但不跟群众一起去打他，而且出于对同受压迫的穷苦人的同情，毅然站出来救了他的命。
她不仅面貌美，灵魂也美。
这一口水之恩使敲钟人认识到什么是善和恶，美和丑，什么是人类的爱和恨。
以后到每个紧要关头，他都是吉卜赛女郎的救护人，甚至设法去成全她对卫队长的单相思。
把她藏在钟楼里使她免于死的是他，识破那恶棍对她的阴谋的是他，最后把那个恶棍从高楼上扔下摔
死，因而替女郎报了仇、雪了恨的也还是他。
这个女郎以施行魔术的罪名被处死，尸首抛到地下墓道里，他在深夜里探索到尸首所在，便和她并头
躺下，自己也就断了气。
就是这样一个五官不全而又奇丑的处在社会最下层的小人物，却显出超人的大力、大智和大勇乃至大
慈大悲。
这是我在文艺作品中很少见到的小人物的高大形象。
我不瞒你说，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
　　我说这次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美学课。
这不仅使我坚定了一个老信念：现实生活经验和文艺修养是研究美学所必备的基本条件，而且使我进
一步想到美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
首先是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和区别问题。
现实中有没有像敲钟人那样小人物的高大形象呢？
我不敢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我只能说，至少是我没有见过。
我认为雨果所写的敲钟人是艺术创造出来的奇迹，是经过夸张虚构、集中化和典型化才创造出来的。
敲钟人的身体丑烘托出而且提高了他的灵魂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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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然丑本身作为这部艺术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转化为艺术美。
艺术必根据自然，但艺术美并不等于自然美，而自然丑也可以转化为艺术美，这就说明了艺术家有描
写丑恶的权利。
　　这部影片也使我回忆起不久前读过的人民美术出版社一九七八年印行的《罗丹艺术论》及其附载
的一篇《读后记》。
罗丹的《艺术论》是一位艺术大师总结长期艺术实践的经验之谈，既亲切而又深刻，在读过《罗丹艺
术论》正文之后再读《读后记》，不免感到《读后记》和正文太不协调了。
不协调在哪里呢？
罗丹是从亲身实践出发的，句句话都出自肺腑；《读后记》是从公式概念出发的，不但蔑视客观事实
，而且帽子棍子满天飞。
　　过去这些年写评论文章和文艺史著作的都要硬套一个千篇一律的公式：先是拼凑一个历史背景，
给人一个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假象；接着就“一分为二”，先褒后贬，或先贬后褒，大发一番空议论
，歪曲历史事实来为自己的片面论点打掩护。
往往是褒既不彻底，贬也不彻底，褒与贬互相抵消。
凭什么褒，凭什么贬呢？
法官式的评论员心中早有一套法典，其中条文不外是“进步”、“反动”、“革命”、“人民性”、
“阶级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世界观”、“创作方法”、“自然主义”、“理想主
义”、“人性论”、“人道主义”、“颓废主义”⋯⋯之类离开具体内容就很空洞的抽象概念，随处
都可套上，随处都不很合适。
任何一位评论员用不着对文艺作品有任何感性认识，就可以大笔一挥，洋洋万言。
我很怀疑这种评论有几个人真正要看。
这不仅浪费执笔者和读者的时间，而且败坏了文风和学风。
现在是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读后记》的作者对罗丹确实有褒有贬，不过贬抵消了褒。
我们先看他对罗丹所控诉的罪状，再考虑一下如果这些罪状能成立，罗丹还有什么可褒的？
为什么把他介绍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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