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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迎接北京师范大学百年校庆，展示著名专家教授的学术成就，校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文库：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它对继承学校的优良传统，纪念艰难创业的先辈，记录教授教学、科研的成果，给学生提供治学、作
人的启示，以及推进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都有相当的益处。
　　北京师范大学已经历了百年沧桑。
从它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直到经过了风风雨雨、面临着21世纪的新北京师范大学，若干代
的北师大人，包括教师和学生，纷纷走在时代浪潮的前列。
他们或直接投身革命，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或献身教育和科学，为提高人民文化素质和国家总体
实力而努力拼搏，对国家、对人民，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百年来，曾经或正在从教于北师大的教授中，有不少知名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和作家。
他们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潜心治学、淡泊名利、教书育人。
他们的精神风貌、节操志向、道德文章、学术思想、研究成果，以及优良的治学方法、高尚的处世原
则，都无愧于北师大校训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八个字，的确令人饮敬。
他们的诗文著作和讲学文稿，真实地记录了所取得的卓巨成就和可贵的人文品质，理所当然应为《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黄药眠美学文艺学论集》收编的首选。
鉴于文库卷帙有限，不足以收揽全部，主要收入未经公开发表过的作品。
有的著作因发行年代久远，现已绝版，而内容仍历久弥新，有学习参考的价值；有的著作出版多年后
，作者又有新意，需补充新的材料，也应重新付梓，以满足读者的需要。
此二类作品同属入库之佳选。
近年来，学校领导锐意改革，大力延揽人才。
教授中的中、青年才俊已渐增多。
他们学有专攻，才擅独创，呼应当前时代的脉搏，同领科教学术的风骚。
其杰出著作亦应逐年收入《教授文库》，以飨同好。
行见本文库随着北师大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编帙日益丰富，内容日见精彩，将能推陈出新，跟上
时代的步伐，迈入优秀学术著作的丛林。
这正是我们对文库出版所寄予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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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美学论美之诞生论美与艺术美是审美评价：不得不说的话论食利者的美学亚里士多德的美学试评
普列汉诺夫的审美感的人性论我又来谈美学简论美和美感文学理论梦的创造非个人主义的文学文艺家
应该为谁而战中国化和大众化文艺之政治性，艺术性及其他意识状态试论--创作论的一段关于“意识
状态试论”的检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由“百花齐放”所想到的解除文艺批评的百般顾虑关于文学中的
人性、阶级性等问题试探人性、爱情、人道主义与当前文学创作倾向论约瑟夫的外套论文艺创作上的
主观和客观论风格的诸因素《矛盾论》与文艺学问答篇科学技术发达对文艺的影响关于当前文艺理论
问题的几点意见艺术文学中的内容与形式论感情的控制与创作思想和创作论小说中人物的登场谈人物
描写“形象思维”小议关于文学创作上的几个理论问题作家作品论读《夜歌》论闻一多的诗--读《死
水》由《民主短简》谈到政治讽刺诗《蒋光慈选集》序重读果戈理的《巡按》论屈原作品之思想性和
艺术性我也来谈谈《三千里江山》论鲁迅的文艺思想的发展重读鲁迅的杂文偶感读《草叶集》⋯⋯诗
艺论文学教学论附录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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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的学说。
这样就形成了朱先生“学说”的大杂拌。
　　但是，如果说朱先生的“学说”，全是从外国抄来的，那也不完全是事实。
在我看来，它和中国的唯心主义的美学理论，也还是有不可分割的渊源。
比方，宋代严沧浪就曾企图以禅论诗，认为诗道唯在妙悟，认为诗是吟咏性情，认为诗的妙处在于“
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明朝的袁中郎，在他的尺牍和随笔中，也常常有以禅论诗的说法。
比方他说，“能空此情欲，则身在世中，即在世外”。
①清朝的王士祯曾说过：“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
大复与空同书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
⋯⋯”②而在他的神韵说里面，更有不少这样的主张：要语中无语，要偶然欲书，要得意忘言，要有
待于顿悟和领会。
而且他还认为，逞才则为才蔽，说理则成理障，要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
这些论调不正是和朱先生的“观照”、“情趣”、“灵感”和“禅机”的学说有其相同之处吗?这些唯
心论的文学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之下，其所起的作用如何，我们今后还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比方袁中郎反对因袭，主张发扬个性，这在当时，未尝不起了一定限度的进步作用。
但朱先生的美学，却不能说它具有这种意义了。
　　朱先生不仅和古代的唯心论的文学理论有渊源，而且对于八股文也是很有趣味的，对于桐城派的
文章也表示同情的。
就是在新文化运动起来的时候，他也还跟着遗老遗少们咒骂过白话文的。
倒是香港大学的殖民地的教育把他从反动封建文化的阵营中拖出来，拉到资产阶级营垒中去（参考朱
先生写的《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
以上就是朱先生的思想的历史渊源。
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之下，不可能有发展的前途，中国资产阶级也总
是处于极为脆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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