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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达·芬奇曾以这样一句名言：“凡是能够到源头去取泉水的人，决不喝壶中之水”，来
说明惟有温故才能知新的道理。
在人类即将走完20世纪辉煌而又动荡不安的历程，进入一个新的纪元，迎接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新的
巨大飞跃之时，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启迪才智，对于建设未来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西方文艺理论源远流长，卷帙浩繁，内容丰赡，是属于全人类的一份宝贵文化遗产。
为介绍和借鉴这份遗产，国内许多老前辈和学者已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80年代以来，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的译著、著作、论文大量涌现，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的开拓。
特别是对20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理论、流派和方法的引进和评介，更是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使西方文
艺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面。
相比较之下，近年来对西方文艺理论史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却嫌不足，史的著作为数不多，适用于
高校教学的就更少。
这种状况不但影响到对西方文论的深入总体把握，也使对20世纪各种新理论和新流派的研究难以有新
的进展和突破。
离开了旧，也就无所谓新，没有与传统的比较，也就无法知其为反传统。
因此，本书的宗旨是，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自古希腊至本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发展
的历史轨迹，重点评述主要代表人物和流派的代表著作，力求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勾画出西方文艺理
论的总体面貌，使读者解它的发展过程，掌握主要理论和观点，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取其精华，达
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
　　文艺理论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它以研究文学的本质、特征、功用以及创作、欣赏、发展的规律为己任，是文艺创作实践的概括，也
是时代现实和社会思潮在文艺领域的理论表现。
　　自有文学出现，同时也就产生了对于文学的见解和认识。
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于是逐步形成
了人类对于文艺现象和规律的认识史。
西方文艺理论史，顾名思义，就是西方对文艺现象和规律认识的发展史。
它所研究的对象一般说来是明确的。
正因为它有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因而它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美学史，也不同于文学批评史。
古希腊以来出现的文艺理论家，如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贺拉斯、朗吉努斯，近代
的布瓦洛、狄德罗、莱辛、丹纳、别林斯基等，以及大批作家和诗人，构成了西方文艺理论的发展线
索，他们的文艺理论著作是西方文艺理论史研究的对象。
但是，由于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西方文论出自哲学家的理论体系，因此在哲学、美学和诗学之间
往往难以划出一条严格的界限，致使西方文论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西方美学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交叉
，使文艺理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受到一定的“侵犯”。
　　究竟应该如何处理西方文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关系呢?不外有三种方法：一是截然分开，有关哲学
和美学的内容一律舍弃；二是两者混同，以哲学和美学史取代文论史；三是既区别又联系，即以西方
文论为主线，并在与西方文论的联系中适当介绍有关的哲学和美学观点。
我们认为第三种方法比较科学可行。
原因有三：第一，出自对历史的尊重。
哲学家文论不但在西方文论史上占极大的比重，而且也是西方文论的一大特色。
哲学家们对文艺规律的认识往往不是来自创作实践，而是从认识论的角度作形而上学的探求。
因此在他们的著作中，哲学认识论与文艺理论往往交织在一起，难解难分。
如黑格尔的《美学》，洋洋百万言，纵横交错，涉猎甚广，既有他的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有艺术哲
学、艺术发展史，也有具体的文艺观点。
这些理论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人为地将其分解只能损害它们的全貌，不但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符合
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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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凡伟大的哲学家，其理论都以体系的庞大、完整和逻辑的严谨而著称，文艺理论往往只是整
个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局部只能在整体中获得它的意义和价值。
因此，如果将哲学家的文论与其哲学理论和美学理论完全分解开来，那么就难以准确和深入地把握他
的文艺理论。
第三，美学是研究美和审美的科学，而文艺创作和文艺欣赏构成了人类审美活动的主要方面。
美学和文艺理论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对美和审美一般规律和特点的研究，必然对文学艺术的特点和
规律的研究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
美国当代著名文学家韦勒克在论及康德美学思想时说：“即便是十分抽象的美学家，也时常提出一些
对于文学理论具有基本意义的问题：文学在诸门艺术中的位置、诗歌的本质、艺术在文明中的功用、
艺术家和观众读者的心理。
而且，几乎所有的德国、美学家都对诗歌的体裁问题感兴趣，因为他们把这些区别视为一个哲学性问
题，他们几乎全部重视悲剧的本质问题。
美学和诗学相去不远。
”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康德和德国美学家，也适用于对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的所有学家和美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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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有关西方文艺理论的著作、论文大量涌现，使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呈现出十分活跃的局
面，但是对西方文艺理论史进行追本溯源的研究却不多，史的著作为数不多，而适用于高等教学的就
更少了。
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编写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一书。
本书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自古希腊至本世纪初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重点
评述主要代表人物和流派的代表著作，在介绍和评述哲学家和美学家的文论观点时，对他们的哲学和
美学也作了必要的阐述，力求在史与论的结合上，勾画出西方文艺理论的总体面貌，使读者了解它的
发展过程，掌握主要理论和观点，开阔视野，丰富思想，取其精华，达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
。
本书尊重历史，客观看待、评价西方文艺家的思想，坚持历史性、现实性和开放性的原则，绝对适合
高等学校教学使用和西方文艺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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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具有“净化”作用，通过形成习惯，培养伦理德性。
　　何为伦理德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伦理德性即指品质，就是人们对于行为和感受所持有的态度。
过于强烈或过于软弱都是“坏态度”，只有适中才是“好态度”。
所谓适中，就是“要在应该的时间，应该的境况，应该的关系，应该的目的，以应该的方式．这就是
要在中间，这是最好的，它属于德性。
”@在行为和感受中．存在着过度、不及和中间。
例如，过度自信就变成鲁莽，自信不足则显得怯懦，两者之间才是勇敢。
又如，对每件事情都脸红就成了羞涩．对一切都满不在乎则沦为无耻，两者之间才是谦逊。
总之，“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
⋯⋯德性就是中间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
”④可见，亚里士多德心目中伦理德性的精髓，就是“中庸之道”。
　　如何养成伦理德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德性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
“没有一种伦理德性是自然生成的。
⋯⋯凡是自然如此的东西，都不能用习惯改变它。
所以，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
达到完满。
”@这就是说，伦理德性不是人生来就有的，而是在现实活动中不断实践，不断体验，逐渐养习惯，
逐渐达到完善。
因此，“立法者们通过习惯造成善良的公民”。
而文艺的功用之一就是“净化”人的情绪，使它既不过分强，也不过分弱，而是要保持适度。
经过多次文艺实践，在作品反复的激发和疏导下，这种适度的情绪就变成了良好的习惯。
于是，在日后的行为和感受中，这种良好的习惯就表现为善良的伦理德性。
　　第三，亚里士多德认为，文艺能够提供“精神享受”，即“快乐”或“。
决感”，使人在紧张劳动后得到安静和休息。
　　文艺模仿是一种求知活动，快感源于这种活动。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四章中说：“人对于模拟的作品总感到愉快。
⋯⋯其理由是：求知不仅对于哲学家是最快乐的事，对于一般人亦然，虽则一般人享受求知之乐较浅
。
我们所以乐于观赏画像，是因为我们一边看画，一边在求知，在推断每一画像为何物，譬如说，‘这
是某某，；因为设使偶或不曾见过原人，那就不是所模拟的像引起快感，而是由于画法或颜色或其他
类似的原因。
”6由此可见，文艺模仿这种求知活动之所以能引起快感，既有内容方面的原因，也有形式方面的原
因。
就内容来讲，它源于作品的真实性。
惟妙惟自的形象，因其“逼真”，能使人感到求知欲的满足，产生一种审　　美快感。
就形式而言，它源于作品的表现力。
尽善尽美的技法，因其“巧妙”，能使人得到形式美的认识，获得一种艺术享受。
　　文艺作品有一种净化作用，快感源于这种作用。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八卷中说：“某些人特别容易受某种情绪的影响，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程度
上受到音乐的激动，受到净化，因而心里感到一种轻松舒畅的快感。
因此，具有净化作用的歌曲可以产生一种无害的快感。
”由此可见，文艺作品的净化作用能使人的情绪保持适度，这不但能培养善良的道德品质，而且能产
生轻松舒畅的快感。
所以，“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是善。
”　　综上所述，审美快感来源于求知活动和净化作用，伴随着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形成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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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没有现实活动，快乐就不得以生成，惟有快乐才能使一切现实活动变得完美
。
”而完美的现实活动就是幸福，“幸福就是快乐的生活。
”所以，“幸福应伴随着快乐”，两者是紧密相联、不能分开的。
即使单就提供快感这种精神享受本身而言，也是文艺的重要功用之一。
娱乐消遣与幸福至善也是相通不悖的。
亚里士多德曾说：“消遣是为着休息，休息当然是愉快的，因为它可以消除劳苦工作所产生的困倦。
精神方面的享受是大家公认为不仅含有美的因素，而且含有愉快的因素，幸福正在于这两个因素的结
合。
”　　在文艺功用论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注重社会效用的观点。
差别在于：柏拉图着眼于是否有利于维持奴隶主贵族派的政治统治；而亚里士多德则偏重于是否有助
于促进城邦公民的德性完善，实现其“共和政治”的社会理想。
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贬斥审美快感的看法。
柏拉图把快感统统看作“人性中低劣的部分”，认为“逢迎快感”就是“摧残理性”。
在《法律篇》中，他甚至说：“多数人都说，音乐的好处在使我们的心灵得到快感。
这话是亵渎神圣的，不可容忍的”；而亚里士多德却把审美快感与“幸福”这种有益于城邦的最大效
用，与“至善”这种人生所追求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彻底地为审美快感正了名，翻了案。
　　四悲剧创作论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虽然也谈到了史诗和喜剧，但他着重讨论的还是悲剧
。
他在第六章中提出了西方文艺理论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悲剧定义：“悲剧，是对一件重要、完整、颇有
规模的行为的模拟，它使用美化的语言，分用各种藻饰于剧中各部，它以行为的人来表演而不作叙事
，并凭借激发怜悯与恐惧以促使此类情绪的净化。
”这个定义从模仿的对象、媒介、方式和目的四个方面，规定了悲剧的性质、特征和功能。
同时，亚里士多德还突出地论述了悲剧的情节、人物和功用。
　　关于悲剧情节，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整一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悲剧必须具备六个成分，即：情节、性格、措词、才智、情景、歌曲。
在这些成分中，最重要的就是情节，即剧情的安排。
因为悲剧的目的不在于模拟某种性格，而在于模拟某一行为，通过行为表现性格。
“无行为则不成为悲剧，无性格却不失为悲剧”，所以“情节乃是悲剧目的之所在，此目的重于一切
。
”此外，悲剧所赖以惊心动魄的主要因素——“逆转”和“认识”，也都是情节的成分。
“因此，情节居于首要地位，仿佛是悲剧的灵魂，其次是性格。
”可见，亚里士多德主张，戏剧应该以情节为中心，不能以性格为中心。
　　亚里士多德要求，戏剧情节应该统一、完整和长度适当。
“悲剧是对一件圆满、完整、又颇有规模的行为的模拟。
”首先，情节必须统一。
“正如在别种模拟的艺术，作一次模拟只能有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为的模拟，它就必须模拟一件
完整的行为，其中的事迹必须安排得如此严紧，若有一部分改动或删削，即将破坏全体。
”也就是说，戏剧情节只限模拟“一件行为”，所有事迹都要围绕这一行为，事迹之间应有或然或必
然的联系，每个事迹都是整体中的有机成分。
其次，情节必须完整。
“所谓完整，指有始，有中，有末。
所谓始，指事之不一定继他事之后而起，但他事则继其后自然发生。
所谓末，指事之必然或者多半继他事之后自然发生，但再无他事继其后。
所谓中，指事之承前启后而言。
”也就是说，剧情安排必须体现事件内在的有机联系，必须反映行动发展的必然规律，决不能随便起
讫，而务求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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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情节须有适当长度。
极小之物，观察时间太短，则印象模糊；极大之物，观察时间太长，则印象零碎。
戏剧情节也是如此，既要有相当规模，又应该便于记忆。
“规模之大小，只要能容许剧情相继发展，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从否运转入泰运，或从泰运转入否
运，就是适当的长度了。
”亚里士多德认为，“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
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
”至于如何结合，他又指出，“美有赖于规模与秩序。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情节整一律”，不只是着眼于戏剧的形式美，它既是对
作品形式的要求，也是对作品内容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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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文艺理论史》一书充分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梳理自古希腊至本世纪初西方文艺理
论发展的历史轨迹，让你充分了解西方文艺理论史。
本书本着历史性、现实性和开放性原则编写，语言优美，内容丰富，适合高等学校教学使用，同样也
适合于西方文艺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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