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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仰抚和体验大师的思想，是一场历险，是一次震荡，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一种拷问。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模式下，准确地说是在机械复制时代或文化工业时代的后现代生活情景下，反
观大师可以暂时找回已被瓦解的自己。
从拜金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技术主义的废墟上重识主体的面容，虽然看上去过于沧桑，但这
却是我编译黑格尔这部西方美学经典的动力和原因。
那些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大师，并不是每一位都会受到特定人群的喜爱和认可。
从个人经验出发的判断与选择，引导着个人前进。
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选择性喜好，决定了人们不能以同一的态度对待每位大师，但对于自己不
太喜欢的一类大师怀有慎重的敬畏之心，大抵是正确的态度。
黑格尔就是我不太喜欢的大师，正因为如此，它成为我编译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
    黑格尔以一种进步的线性历史观点，拉开了他对人类艺术的哲学叙事：从史前的早期艺术到19世纪
早期他生活的时代的全部人类艺术，包括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艺术流派，并含盖了诗、音乐、绘
画、雕刻、建筑等各类专门艺术。
在他的定义里，象征型艺术是人这一主体对要表达的理念尚没有清晰界定，被所利用的材料压制得仅
可苟延残喘时的产物；古典型艺术从象征型发展而来，是主体既明晰了灵魂中的理念又找到了完全适
合的材料，把材料紧紧地掌控在艺术技巧之下的产物，是最完美的艺术。
黑格尔所谓的这一类型，主要是指古希腊的人体艺术。
浪漫型艺术从古典型台阶上一跃而起，不屑于围困灵魂的物质材料，它更关心崇高的灵魂本身。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本书使用了大量插图，以诠释“深奥而难懂的黑格尔思想”（罗素语）。
作品的选择，是按照他的三大类型归类的，读者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通常说的艺术流派如象征主义、
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与黑格尔使用的三大类型的划分是不同的。
黑格尔并没有自己动笔写作这部《美学》，他只是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授这门课程。
黑格尔逝世以后，他的历届学生把自己的听课笔记聚集到一起，编辑成了《美学讲演录》，后来黑格
尔的儿子又进行了重编。
我国的中译本，是朱光潜先生在文革期间译出的。
本书在编译的过程中，参考了各种版本，删除了重复和自相矛盾的内容，保留了原作的风貌。
由于水平有限，疏漏和贻误肯定存在，希望读者指正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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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是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扛鼎之作，是黑格尔对艺术美和艺术形象创造等领域的尖端阐
释。
在《美学》中，黑格尔把人类全部的艺术叙述成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系统，以缜密的逻辑，探讨了自然
美、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等艺术体系，及文学、诗、音乐、绘画、建筑、雕刻等众
多门类，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美学体系。
《美学》以令人惊叹的黑格尔式才智，结合叙述的精确性、可靠性与文化的深广性，历经百余年的考
验，始终屹立在美学领域的学术前沿，黑格尔也因之成为美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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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德国伟大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少年时代酷爱古希腊文化与
莎士比亚，对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推崇备至。
受到柏拉图、荷马、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深刻影响。
一生沉浸于思考与写作，其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源头。
黑格尔不仅开创了辩证法，还创立了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不朽人物。
    黑格尔一生著作丰厚，主要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学原理》《历史哲学演
讲录》《哲学史演讲录》《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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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编译者语导读第一章 美学基本概念　自然美是无用的，艺术家是神的代言人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
现　艺术是人生的奢侈　艺术美的时代底蕴　理性艺术的“终结”　心灵的最高旨趣　绝对心灵　艺
术的“医生”及柏拉图的空洞　静穆的艺术　天才与才能　复现自我　康德、席勒的艺术原本　艺术
的目的　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中心　对费希特观点的批判　内容决定形式　从象征到浪漫　象征型
艺术　古典型艺术　浪漫型艺术　各门艺术的划分　当艺术面向观众　论感觉　论起源第二章　象征
型艺术和古典型艺术　象征型艺术概况　不自觉的象征　意义和形象的直接统一　象征艺术中的崇高
　象征的主要因素　论比喻　象征型艺术的消逝　论古典型艺术　古典型艺术的形成过程　古典型艺
术的理想　古典型艺术的解体第三章　浪漫型艺术　浪漫型艺术是精神与内在的深刻和解　宗教里的
艺术　宗教艺术中的神与人　基督教的爱与其他本质　论浪漫型艺术的特质　论骑士文化　浪漫艺术
的解体第四章　建筑篇　论建筑的起源及特性　象征型建筑　独立的建筑到古典型建筑的过渡　古典
型建筑　论浪漫型建筑　哥特式建筑　基督的寺庙　尖顶　浪漫型建筑的各种风格第五章　雕刻篇　
雕刻与建筑及其他艺术的精神差异　雕刻与诗和绘画　雕刻的精神和理想境界　论希腊的雕刻　论雕
像的生命　雕刻的面部五官与头发　身体的姿势和运动　雕像的服装　雕刻的表现方式　雕刻的材料
　雕刻的历史发展第六章　绘画篇　浪漫型艺术的主体性　绘画的概念　绘画的一般本质　绘画空间
的压缩　浪漫型绘画与绝对精神理想　光与色　着色　绘画与诗和音乐　布局　拜占庭绘画　意大利
绘画　荷兰和德意志绘画　内心与外界的原则　觉陀后时代　世俗生活的绘画第七章　音乐篇　音乐
的哲学分界　诗与音乐　时间之于音乐　音乐的效果　旋律　节拍　和声　振动数　音阶　伴奏的音
乐　艺术的演奏第八章　诗歌篇　诗是语言的艺术　诗的艺术本质　诗的艺术特征　诗人的角色转换
　音律　史诗　史诗的发展　抒情诗　抒情诗与民歌　抒情诗人　抒情诗的种类　诗与歌　抒情诗的
发展　戏剧体诗　戏剧体诗的发展附录 黑格尔美学的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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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艺术美的时代底蕴    个体独立自足性的英雄时代    艺术的理想时代是具有独立自足性的英雄时代。
因为在这个时代，理想本身就是统一，不仅是形式的外在的统一，而且是内容本身固有的统一，而且
这种统一的独立自足性是我们可以从形象上直接可见的统一。
古代英雄都是个人根据自己性格的独立自足性，服从自己的专断意志，承担和完成自己的一切事物。
如果他们实现了正义和道德，那也显出只是由于他们个人的意象。
这种有实体性的东西与个人的欲望、冲动和意志的直接统一就是希腊道德的特点。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个人意志就是法律，无需受制于另外一种独立的法律、裁判和法庭。
希腊英雄们都出现在法律尚未制定的时代，他们自己就是国家的创造者，正义和秩序、法律和道德，
都是由他们制定出来的，作为和他们分不开的个人工作而完成的。
在古希腊时代，赫刺克勒斯就是作为这样的英雄而受到古代人的赞扬，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原始英雄道
德的理想。
他本着个人意志去维护正义，与人类和自然中的妖怪作斗争，他的这种自由的独立自足的道德并不是
当时的普遍情况，而只是他所特有的。
像我们现代那样的普遍性的法律道德和个人意志的对立、冲突和分裂，在英雄时代是没有的。
    在英雄时代里，个人在本质上是个整体，客观行动既是由他做出来的，就始终是属于他的，主体也
愿意要把他所作的事看成完全是由他做的，对他的后果负完全的责任。
希腊神话故事中，俄狄浦斯王去求神降预言的途程中和一个人发生了争执，就把他打死了。
在那个好勇斗狠的时代，这种行为并不算什么罪行，但是那人正是他的父亲。
他和一位王后结了婚，这位妻子就是他的母亲，他在不知不觉中犯了乱伦的罪过。
但是知道真相之后，俄狄浦斯王完全承认了这宗罪行，把自己当作一个弑父娶母者来惩罚，尽管这种
行为是出于他的无知，非他的意志所主宰。
独立自足的坚强而完整的英雄性格就不肯推卸自己的责任，也认识不到主观意图与客观行动及其后果
之间的这种矛盾。
而在近代，每一个人的行动都和旁人有千丝万缕的纠葛和牵连，他就尽可能把罪过从自己身上推开。
    英雄时代的个人也很少和他所隶属的那个伦理的社会整体分割开来，他意识到自己与那整体处于实
体性的统一。
现在的我们会把个人与家庭区别看待，而在远古的英雄时代，人们却不知道有这种分别。
祖先的罪过连累子孙，整族的人都要为第一个犯罪的祖先遭殃。
在古代富有弹性的整体里，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他的家族和他的种族中的一员。
因此，家族的性格、行动和命运就是每一个成员的份内事。
每一个人绝不推卸他的祖先的行为和命运，而是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行为和命运，这对现
在的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散文气味的现代    当前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散文气味的枯燥时代，理想形象的范围极为狭窄。
因为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广度上，近代个人自作决定的独立自足性可以自由发挥效用的领域非常局促
。
在这种情形下，主要的题材只有家庭题材，他们的意志和行为都只能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里。
只有在狭窄的范围以内，人作为个别主体才可以自由行动，才可以按照自己个人的意愿成为他所想的
人，做他所做的事。
但是这种理想毕竟没有深刻的内容，所以只有主体方面的心情才成为真正重要的因素。
比较客观的内容是由当前各种既定关系定出的，这种内容的主要兴趣只在于它显现于个人生活和他的
内在主体性。
    在现代世界中，主体取此舍彼，固然可以自作抉择，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不管他向哪一方转动
，他都隶属于一种固定的社会秩序，显得不是这个社会本身的一种独立自足的个别的生灵，而只是这
个社会中的一个受局限的成员。
所以他只能困在这个社会圈子里行动，这样一种形象以及它的目的与活动的意义所能引起的兴趣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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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个别的。
归根结底，这种兴趣只限于要知道个人的遭遇如何，他是否侥幸地达到了他的目的。
    近代的人格，作为主体来说，在情绪和性格方面虽是无限的，它虽然显现于它的动作和经历，以及
法律和道德等方面，但是在这个人身上的法律的客观存在是受局限的，正如这个人本身是受局限一样
，它并不是有普遍性的法律道德和规章的客观存在，像在真正英雄时代的情况里那样。
现代个人已不再像在英雄时代那样可以被看成这些普遍力量的体现者和唯一现实了。
    个别的具体情境    艺术有别于散文气味的现实，它的使命在于表现理想的世界情况。
作为一般世界情况，艺术还没有显示出个别人物在现实生活的活动。
就个别人物来看，这普遍的世界情况就是他们面前原已存在的场所或背景，但是这种场所必须经过具
体化，才能见出情况的特殊性。
就这一点来看，艺术所要描绘的就不仅是一种一般的世界情况，而是要从这种无定性的普泛观念过渡
到描绘有定性的人物性格和动作。
这种和个别人物更切近的具体机缘，有定性的环境和情况就是情境。
情境是艺术更特殊的前提，使本来在普遍世界情况中还未发展的东西得到真正的自我外现。
这种情境使总的世界情况经过特殊化而具有定性，这种定性就如一种推动力，使艺术所要表现的那种
内容得到有定性的外观。
所以艺术除了表现一般世界的理想情况外，更要寻找可以显现心灵方面的深刻而重要的旨趣和真正意
蕴的具体情境。
    几个特殊的情境    第一，个人仅凭他的心灵方面的优点就已经可以超越自然障碍的情境。
比如一个仆人只有一个仆人的教养和才能，如果爱上了一个公主或贵妇人，或是一个公主或贵妇人爱
上了他，这种爱情只能是荒谬的、低级趣味的，不管这种情欲在艺术表现中显得多么深厚而热烈。
这里真正的分界因素并不是所谓出身地位的分别，而是一整套较高的旨趣，广泛的教养。
生活的目的和情感方式都使得一位在社会地位、财产和交友各方面都很高的贵妇人有别于一个仆人。
这种爱隋如果是双方结合的唯一桥梁，如果不同时按照他的精神教养和社会地位关系所应有的生活方
式，那就是空洞的、抽象的、只关性欲方面的。
爱情要达到完满境界，就必须联系到全部意识，联系到全部见解和旨趣的高贵性。
    第二，出身地位的依存性成为一种法定的起妨碍作用的枷锁，套在本身自由的心灵以及它的正当的
目标上面。
例如生为印度最下等级的人或犹太人之类，从一方面看，他们完全有理由凭他的内心的自由去反抗这
种障碍，使自己可以不受它约束。
他有绝对的权利和这种障碍作斗争。
但是如果由于当前情境的关系，这种界限变成不可超越的，凝定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必然状态，这就形
成一种不幸的本身错误的情境。
有理性的人就会安安静静地忍受这种不可避免的局面，放弃这种界限所不容许的旨趣和要求，用忍耐
的勇气去忍受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境。
在斗争不发生效用的地方，合理的办法就在于放弃斗争，这样至少可以恢复主体自由的形式的独立自
足性。
反之，如果他硬要抵抗它，他就必然见到他完全要受它的统制。
但是无论是抽象的纯然形式的独立自足，还是无结果的斗争，都不能算真正的美。
    P11-14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诞生以前，虽然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书籍数不胜数，但真有价值而且影响深远的
仅有两部，一部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另一部就是19世纪初期黑格尔的《美学》。
    ——美国《时代周刊》    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
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处于不断运动、变化的神性
状态，并试图揭示这种变化内的规律。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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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编著的《美学》是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扛鼎之作，是黑格尔对艺术美和艺
术形象创造等领域的尖端阐释。
在《美学》中，黑格尔把人类全部的艺术叙述成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系统，以缜密的逻辑，探讨了自然
美、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等艺术体系，及文学、诗、音乐、绘画、建筑、雕刻等众
多门类，并由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美学体系。
《美学》以令人惊叹的黑格尔式才智，结合叙述的精确性、可靠性与文化的深广性，历经百余年的考
验，始终屹立在美学领域的学术前沿，黑格尔也因之成为美学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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