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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美学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宗旨是要认识而不是指导实践。
因此，本书的主要读者对象乃是有志于从哲学上了解下列问题的人们：按照世界史上各个不同时期的
主要思想家的设想，美在人类生活的体系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和具有什么价值？
我们必须坚定地指出，美学家并没有手持一套批评的原则和戒条这一精良的武器，无礼地侵入艺术家
的领域。
有人是这样看的。
这种看法虽然不正确，但却给美学带来了很坏的名声。
人们常说，艺术是无用的，在类似的意义上，不妨说，美学也是无用的。
总之，美学理论家之所以想要了解艺术家，并不是为了干涉艺术家，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
除了研究哲学的专门学者以外，还有大量的而且愈来愈多的读者接触到某一门哲学科学的题材，因而
，对于有关这一门哲学科学的十分清晰而有条理的阐述，产生了真正的兴趣，不管是逻辑学也好，伦
理学也好，社会学也好，还是宗教理论也好。
这样的读者是因为对题材发生兴趣而接近哲学的，并不完全是因为某种题材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而
加以接近。
本书的题材在一个比我高明的著作家手中，本来是会有很大魅力的，然而，本书却只有缺点而无魅力
。
我承认，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许多聪明的美的爱好者乐于通过本书去了解巨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这
一重要领域的见解。
不过，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写一部美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美学家的历史。
因此，我对美学家们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并没有给予很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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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比较详细而完整的西方美学史专著，对上自古希腊罗马，下迄当代的美学发展历程作了全
面、系统的考察，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美学史现。
重点论述了自然美同艺术美的关系，从论述美学史和美的艺术史、自然美和艺术美、美的定义及其与
美学史的关系入手，在对这些关系作了明确阐述的基础上，按美学史发展的线索对各个时代的美学理
论予以考察和论证，并叙述了各个时期审美意识的特征以及这些审美特征赖以形成的历史基础和现实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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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鲍桑葵， 英国哲学家、美学家与伦理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
毕业于牛津大学，曾任圣安德鲁斯大学教授 伦敦亚里士多德学会会长。
中年时期转入美学和伦理学的研究，相信美学能调和后天与先天、自然与超自然，伦理学能调和享乐
与义务、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
著有《美学史》、《美学三讲》、《知识与现实》、《个人的价值与命运》、《国家的哲学理论》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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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我们的研究方法以及这一方法同美的定义的联系　1.美学史和美的艺术史　2.自然美同艺术美
的关系　3.美的定义及其与美学史的关系第二章  一个富于诗意的世界的创立，以及它和思想界的第一
次接触　1.敌视艺术的早期思想界　2.美的世界的创立　3.思想界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　4.模仿说中包
含的启示被人忽视　5.“模仿”一词在古代哲学中的广泛应用　6.希腊艺术为什么可以称为“模仿性”
艺术的进一步解释　7.美学理论的道路铺平了第三章  希腊人关于美的理论的基本轮廓　1.三项原则及
其问的联系　2.道德主义原则　3.形而上学原则　4.审美原则　5.形式美和具体美的关系第四章  希腊人
关于美的理论向前进步的迹象　1.三个对比　2.前苏格拉底派　3.苏格拉底　4.毕达哥拉斯学派　5.柏
拉图　6.亚里士多德第五章  从亚历山大里亚和希腊—罗马文化到君士坦丁大帝在位时代　1.这个时期
的性质　2.普通哲学和艺术　3.美学思想第六章  审美意识在中世纪连续的一些痕迹　1.我们对文艺复
兴的态度　2.把文艺复兴追溯到基督纪元的倾向　3.普罗提诺以后的美学在学术上的连续性第七章  但
丁和莎士比亚在某些形式特点方面的异同　1.主题的范围　2.这两位诗人对于艺术形式的选择　3.两位
诗人所追求的意蕴的种类　4.后期文艺复兴的真正位置第八章  近代美学哲学的问题　1.准备过程　2.
美学的长期中断　3.这个问题的准备：从笛卡儿到鲍姆嘉通第九章  近代美学哲学的资料　1.主题的范
围　2.古典文献学　3.考古学　4.艺术批评第十章  康德——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　1.他同美学问题和研
究资料的关系　2.美学问题在他的体系中的地位　3.为什么审美判断是美学问题的解答　4.康德美学中
抽象和具体的冲突　5.美感的范围和更细的划分　6.结束语第十一章  具体综合的头几步——席勒和歌
德　1.席勒的观点　2.歌德第十二章  客观唯心主义——谢林和黑格尔　1.谢林　2.黑格尔第十三章  德
国的“精密”美学——从叔本华到施图姆普夫　1.精密美学的需要　2.叔本华　3.赫尔巴特　4.齐美尔
曼　5.费希纳　6.施图姆普夫　7.结束语第十四章  客观唯心主义在方法上的完成　1.后期客观唯心主义
的类型　2.向后期客观唯心主义的过渡　3.后期的客观唯心主义第十五章  内容和表现在理论上重新结
合的开端　1.近代英国美学的哲学条件　2.时代的一般影响　3.内容和表现的综合　4.结束语附录一  黑
格尔美学体系撮要附录二  对于音乐表现的一些分析参考书目译名对照表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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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不过，这一类比也仅仅是类比而已，除了相似之处外，也还有显著的不同。
例如，在联系逻辑理论的发展来回顾各门归纳性科学的历史时，我们对某些知识部门的过去阶段，并
不能产生多大兴趣，除非了解那些阶段能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人类心灵的发展。
我们对古代的炼金术或占星术的好奇心，并不比人类学家对一幢湖上木屋或一把燧石石斧的好奇心更
大一些。
人类文明的许多其他要素，诸如政治形式或社会风俗的细枝末节，语言的微妙细节，宗教教义的琐细
条目等等也是这样。
在生活的这几个领域中，虽然弄清过去的确可以大大帮助我们理解现在，但是，整个来说，除非要进
行科学研究或认识历史，否则我们对于过去一般是习惯于不加深究的。
在遥远的过去拥有极大势力的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一般来说，至今的确还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因为
，人类道德本性上的一致，在一切表现中都是那样深刻。
但是，在这方面，任何东西都不能和伟大的美的艺术作品（包括杰出的文学在内）相比。
只有这些伟大的美的艺术作品才会随着时代的变迁曰益重要，而不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日益不重要。
因此，当我们试着探讨各个发展阶段的审美意识的时候，我们面前的具体材料就不仅具有考古学上的
意义，而且还构成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里本身就具有价值的事物的一个重要部分。
美的艺术史是作为具体现象的实际的审美意识的历史。
美学理论是对这一意识的哲学分析，而要对这一意识作哲学分析，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了解这一意识
的历史。
美学理论的历史，则要探讨审美意识在学术上的表现——美学理论——的历史，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忘
记，需要阐释的中心问题乃是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
这种价值不仅在思辨中为人们所明确承认，而且也同样在实践中得到体现。
人们一听说要分析我们所欣赏的最美的事物，很可能自然而然地要皱起眉头来，但我们还是要说，哲
学史的这一分支对我们有这样一个好处：它不仅可以对历史现象给予理论上的解释，而且至少还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欣赏眼前的事物——世界所拥有的最不易磨灭的遗产。
2.自然美同艺术美的关系我在上一节中假定，为了理论研究的目的，我们不妨把美的艺术看做美的世
界的主要代表，即使还不是唯一的代表。
现在，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下，从什么观点来看，这个假定才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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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1848－1923）的《美学史》是一部名著。
  中国美学界的朋友们早就在期待着它的汉译本问世。
原来，早在60年代初，译者就大体上完成了全部译稿。
不幸，十年“文化大革命”到来了，译稿也难逃任人践踏的厄运。
浩劫过后，译稿已经残缺不全。
经过重新整理，重新补译，今天才得以和读者见面。
鲍桑葵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他的《美学史》集中反映了其唯心主义美学史观，从这部美学史著中
，不难看出，鲍桑葵的美学史观深深打上了黑格尔美学体系的烙印。
鲍桑葵的《美学史》原著一向以艰深晦涩著称。
译者在译文中一方面力求显豁，另一方面也力求保持原著风貌。
  由于译者美学素养不足，谬误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书违译过程中，译者得到学术界前辈朱光潜先生和沈凤威同志、蒋孔阳同志的热诚帮助；还有不
少同志在这个译本上也倾注了不少心血，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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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史》：朗朗书房·学科史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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