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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
看重逻辑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
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
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哲学家——庄子，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
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驼背、跛脚、四肢不全、心灵不正常的人，很像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大天才达·芬奇在米兰街头散步时速写下来的一些“戏画”，现在竟成为“画院的奇葩”
。
庄子文章里所写的那些奇特人物大概就是后来唐、宋画家画罗汉时心目中的范本。
    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
。
    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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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我们对梁启超的“趣味” 的层面结构已经有所了解，但是如何来界定它呢？
其实，结合“情感”概念，恰恰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里不妨先大胆给梁启超的“趣味”下 一个定义：“趣味”是人受积极、正面、能动的情感驱动而行
动，且不会产 生负面的情感，仍然以积极正面的情感为结果的一种人生状态和历程。
一起 来翻阅《生活于趣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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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87—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
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
“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十七岁中举。
精通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
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病逝。
梁启超最具魔力的是他的一支笔和一腔情。
他主持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为海内舆论所向。
他重视文艺的宣传和教育功能，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改良等主
张，兼容古文与白话，开创“新民体”，晚年所写白话文更见性情，倡导“趣味”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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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美学的散步（代总序） 编者前记 第一编含英咀华 情圣杜甫 屈原研究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节
选）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节选） 翻译文学与佛典（节选） 《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 美术与科学 美
术与生活 书法在美术上的价值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译印政治小说序 作文教学法（节选） 第二编趣味
人生 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 学问之趣味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 人生目的何在 最苦与
最乐 敬业与乐业 人生观与科学——对于张、丁论战的批评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 什么是文化 惟心 知命
尽性（六月二十一日在孔教会讲演） 《曾文正公嘉言钞》序 欧游心影录（节选）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
辞 在蔡松坡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 在陈师曾追悼会之演说 第三编燕语呢喃 致李蕙仙书 致梁思顺书 致梁
思成书 致孩子们书 致梁思成书 致孩子们书 致孩子们书 致孩子们书 致梁思顺书 致孩子们书 给孩子们
书 致梁思成、林徽音书 致梁思顺书 致梁思成、林徽音书 第四编吟咏情性 寄内四首 去国行厂 读陆放
翁集（四首） 壮别二十六首 太平洋遇雨 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 广诗中八贤歌（八首） 铁血 澳亚归舟
杂兴（四首） 自励二首 志未酬 举国皆我敌 二十世纪太平洋歌 秋夜 爱国歌四章 台湾竹枝词（十首） 
水调歌头 满江红·赠魏二 菩萨曼 如梦令 洞仙歌·中秋寄内 长亭怨慢 蝶恋花·感春（游台湾作） 虞
美人·自题小影寄思顺 好事近·代思礼题小影寄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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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深入的研究。
趣味总是慢慢地来，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
假如你虽然每天定有一点钟做学问，但不过拿来消遣消遣，不带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来。
或者今天研究这样，明天研究那样，趣味还是引不起来。
趣味总是藏在深处，你想得着，便要进去。
这个门穿一穿，那个门张一张，再不曾看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
我方才说：“研究你所嗜好的学问。
”嗜好两个字很要紧。
一个人受过相当教育之后，无论如何，总有一两门学问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经懂得大概，可以作加
工研究之预备的。
请你就选定一门作为终身正业（指从事学者生活的人说），或作为本业劳作以外的副业（指从事其他
职业的人说）。
不怕范围窄，越窄越便于聚精神；不怕问题难，越难越便于鼓勇气。
你只要肯一层一层的往里面钻，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
趣味比方电，越摩擦越出。
前两段所说，是靠我本身和学问本身相摩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时会停摆，发电力便弱了。
所以常常要仰赖别人帮助。
一个人总要有几位共事的朋友，同时还要有几位共学的朋友。
共事的朋友，用来扶持我的职业，共学的朋友和共顽的朋友同一性质，都是用来摩擦我的趣味。
这类朋友，能够和我同嗜好一种学问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伙研究。
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块或常常通信，
便不知不觉把彼此趣味都摩擦出来了。
得着一两位这种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
我想只要你肯找，断不会找不出来。
 我说的这四件事，虽然像是老生常谈，但恐怕大多数人都不曾这样做。
唉！
世上人多么可怜啊！
有这种不假外求，不会蚀本，不会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没有几个人肯来享受！
古书说的故事“野人献曝”，我是尝冬天晒太阳的滋味尝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独享，特地恭恭敬敬
的来告诉诸君，诸君或者会欣然采纳吧？
但我还有一句话：“太阳虽好，总要诸君亲自去晒，旁人却替你晒不来。
” （1922年8月6日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演讲，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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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散步丛书:生活于趣味》中“趣味”与“情感”，二者在梁启超的美学体系中的关系比较奇特，
他说：“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又指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
作的原动力”，在《人生观与科学》中也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
通过这类表述文字，不难发现，“趣味”与“情感”是梁启超美学思想体系中两个极为重要并且密切
相关的核心范畴，都被视为“生活的原动力”。
但探讨二者之间究竟是如何互相沟通、是否可以等同、孰重孰轻等等问题，结果则是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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