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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外国文艺理论丛书》的选题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由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全国外国
文学专家数十人共同研究和制定，所选收的作品，上自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印度，下至二十世纪初，
系各历史时期及流派最具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二十世纪以前文艺理论作品的精华，曾对世界文
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该丛书曾列入国家“七五”、“八五”出版计划，受到我国文化界的普遍关注和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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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克罗齐（1866-1952），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
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因其家境富裕，得以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晚年创建“意大利历史研究
院”，一生著述颇丰。
《美学原理美学纲要》是其第一部著作，作品对二十世纪初欧洲出版的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及文学作
品均有评论，同时对其“精神哲学”进行系统的阐述。
它所讨论的不只是普通的美学问题，尤其涉及美学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审美活动与其他心灵活动的
区分和关系。
作者反对从作为经验科学的心理学观点去研究美学。
他把精神活动分为认识和实践两类，称认识活动是美学和逻辑学的对象，实践活动是经济学和伦理学
的对象。
他的全部美学都从一个基本概念出发，那就是：直觉即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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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美学原理　　修正版译者序　　第一版译者序　　第一章　直觉与表现　　第二章　直觉与艺术
　　第三章　艺术与哲学　　第四章　美学中的历史主义与理智主义　　第五章　史学与逻辑学中的
类似错误　　第六章　认识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　　第七章　认识的活动与实践的活动的类比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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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章　结论：语言学与美学的统一　　注释　　　　美学纲要　　意文版序　　英译者序　　第一
章　“艺术是什么？
”　　第二章　关于艺术的一些偏见　　第三章　艺术在心灵和人类社会中的地位　　第四章　批评
与艺术史　　第五章　美学史的起源、阶段和特征　　第六章　艺术表现的整一性　　法文版序　　[
附编]两门世俗的科学：美学和经济学　　注释　　[附编]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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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直觉与表现　　[直觉的知识]知识有两种形式：不是直觉的，就是逻辑的；不是从想像
得来的，就是从理智得来的；不是关于个体的，就是关于共相的；不是关于诸个别事物的，就是关于
它们中间．关系的；总之，知识所产生的不是意象，就是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用到直觉的知识。
人们说，有些真理不能下界说，不能用三段论式证明，必须用直觉去体会。
政治家每指责抽象的理论家对实际情况没有活泼的直觉；教育理论家极力主张首先要发达学童的直觉
功能；批评家在评判艺术作品时，以为荣誉攸关的是撇开理论和抽象概念，只凭直接的直觉下判断；
实行家也每自称立身处世所凭借的，与其说是理智，不如说是直觉。
　　直觉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虽然得到这样广泛的承认，在理论与哲学的区域中却没有得到同样应得
的承认。
理性的知识早就有一种科学去研究，这是世所公认而不容辩论的，这就是逻辑；但是研究直觉知识的
科学却只有少数人在畏缩地辛苦维护。
逻辑的知识占据了最大的份儿，如果逻辑没有完全把她的伙伴宰杀吞噬，也只是悭吝地让她处于侍婢
或守门人的卑位。
没有理性知识的光，直觉知识能算什么呢？
那就只是没有主子的奴仆。
主子固然得到奴仆的用处，奴仆却必须有主子才能过活，直觉是盲目的，理智借眼睛给她，她才能看
。
　　[直觉知识可离理性知识而独立] 现在我们所要切记的第一点就是：直觉知识并不需要主子，也不
要倚赖任何人；她无须从旁人借眼睛，她自己就有很好的眼睛。
直觉品固然可与概念混合，但是也有许多直觉品毫没有这种混合的痕迹，这就足见混合并非必要。
画家所给的一幅月景的印象，制图家所画的一个疆域的轮廓，一段柔美的或是雄壮的乐曲，一首嗟叹
的抒情诗的文字，或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疑问，下命令，和表示哀悼所用的文字，都很可能只是直
觉的事实，毫不带理智的关系。
但是不管你对这些事例怎样看，并且姑且承认文明人的直觉品有大部分含着概念，也还有一个更重要
更确定的论点须提出：混化在直觉品里的概念，就其已混化而言，就已不复是概念，因为它们已失去
一切独立与自主；它们本是概念，现在已成为直觉品的单纯原素了。
放在悲喜剧人物口中的哲学格言并不在那里显出概念的功用，而是在那里显出描写人物特性的功用。
同理，画的面孔上一点红，在那里并不代表物理学家的红色，而是画像的一个表示特性的原素。
全体决定诸部分的属性。
一个艺术作品尽管满是哲学的概念，这些概念尽管可以比在一部哲学论著里的还更丰富，更深刻，而
一部哲学论著也尽管有极丰富的描写与直觉品；但是那艺术作品尽管有那些概念，它的完整效果仍
是_个直觉品的；那哲学论著尽管有那些直觉品，它的完整效果也仍是一个概念的。
例如“约婚夫妇”一书含有许多伦理的议论，但它并不因此在全体上失去一个单纯故事或直觉品的特
性。
同理，一部哲学著作，例如叔本华的著作，里面有许多片段故事和讽刺隽语，这也不使它失去说理文
的特性。
一个科学作品和一个艺术作品的分别，即一个是理智的事实，一个是直觉的事实。
这个分别就在作者所指望的完整效果上面见出。
这完整效果决定而且统辖各个部分；这各个部分并不能一一提出而抽象地就它本身去看。
　　[直觉与知觉] 只承认直觉可独立不靠概念，还不能尽直觉的真义。
有一派人承认这种独立，或是至少不彰明较著地使直觉靠理智，但却仍不免犯另一种错误，以至不明
直觉的真相。
这就是把直觉认成知觉，认成对于现前实在的知识，即说某某事物是实在的那种认识。
　　知觉的确是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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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在里面写作的这间房子，摆在我面前的墨水瓶和纸，我用的笔，我所接触的和用来做我的工具
的种种事物，以及既在写作，所以是存在的我自身——这一切知觉品都同时是直觉品。
但是我现在忽然想起另一个我，在另一城市中另一间房屋里用另一种纸笔墨写作，这意象也还是一个
直觉品。
这可见实在与非实在的分别对于直觉的真相是不相干的，次一层的。
如果我们假想人心第一次有直觉品，那就好像只能是关于现前实在界的，这就是说，它除实在界以外
不能对任何事物起直觉。
但是因为对于实在界的知识须根据实在的形象和非实在的形象的分别，而这种分别在最初阶段还不存
在，这些直觉品就不能说是对于实在判别是非的，就还不是知觉品而是纯粹的直觉品。
在一切都实在时，就没有事物是实在的；婴儿难辨真和伪，历史和寓言，这些对于他都无分别。
这事实可以使我们约略明白直觉的纯朴心境。
对实在事物所起的知觉和对可能事物所起的单纯形象，二者在不起分别的统一中，才是直觉。
在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成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
象（外射我们的印象），无论那印象是否是关于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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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学科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满足文艺理论界的迫切需求，人民文学出
版社决定对这套，“丛书”的选题进行调整和充实，并将选收作品的下限移至二十世纪末，予以继续
出版。
首批推出的第一辑，有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亚理斯多德的《诗学》、贺拉斯的《诗艺》、爱克
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和维柯的《新科学》等十部多为初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作品。
这些论著的译者主要有知名学者朱光潜、杨周翰、罗念生等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老前辈，作品的译
文忠实准确，编校质量精益求精，堪称名著名译名编，故此次重版，除《诗的艺术》等个别作品内容
上有增补外，其余仅对文中个别明显有误的字句加以修改，书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等尽量不作改
动，前言、后记、题解、注释等，亦多按当时的顺序和形式置放，以保持其历史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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