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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怎样学美学？
    朋友们：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我有十多年没有和你们互通消息了。
“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马伏枥的壮志，重
理美学旧业，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才知道我这个本当“就木”的老汉居然还在人间，纷纷来信向我提出一些关于
学习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使我颇有应接不暇之势。
能抽暇回答的我就回答了，大多数却还来不及回答。
我的健康状况，赖经常坚持锻炼，还不算太坏，但今年已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
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
，此外因为住在首都，还有些要参加的社会活动，够得上说“忙”了。
所以来信多不能尽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
朋友们的不耻下问的盛情都很可感，我怎么能置之不理呢？
都理吧，确实有困难，如何是好呢？
    不久前，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在广州召开了工作规划会议。
在会议中碰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谈起我在解放前写的一本《谈美——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认
为文字通俗易懂，颇合初学美学的青年们的需要，于是向我建议另写一部新的《谈美》，在这些年来
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美学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谈点新的认识。
听到这个建议，我“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让我给来信未复的朋友们作一次总的回答，
比草草作复或许可以谈得详细一点。
而且到了这样大年纪了，也该清理一下过去发表的美学言论，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放毒，有哪些还可继
续商讨。
放下这个包袱之后，才可轻装上路，去见马克思。
这不免使我想起孟子说过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冯妇力能搏虎，搏过一次虎，下次又遇到一只虎，
他又“攘臂下车”去搏，旁观的士大夫们都耻笑冯妇“不知止”。
现在我就冒蒙士大夫耻笑的危险，也做一回冯妇吧。
    朋友们提的问题很多。
最普遍的是：怎样学美学？
该具备哪些条件？
用什么方法？
此外当然还有就具体美学问题征求意见的。
例如说：“你过去在美学讨论中坚持所谓‘主客观统一’，还宣扬什么‘直觉说’、‘距离说’、‘
移情说’之类‘主观唯心主义货色’，经过那么久的批判，是否现在又要‘。
翻案’或‘回潮’呢？
”    这类问题在以后信中当相机谈到，现在先谈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怎样学美学？
    西方有一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足见通罗马的路并非只有一条。
各人资禀不同，环境不同，工作任务的性质不同，就难免要走不同的道路。
学美学也是如此，没有哪一条是学好美学的惟一的路。
我只能劝诸位少走弯路，千万不要走上邪路。
“四人帮”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时，我们都亲眼看到一些人在买空卖空，弄虚作假，公式随便套
，帽子满天飞，或者随风转舵，哪里可谋高官厚禄，就拼命往哪里钻，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这是一条很不正派的邪路，不能再走了。
再走就不但要断送个人的前途，而且要耽误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业。
    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弄不得一点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有清醒的头脑和
坚定的恒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的勇气。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末尾曾教导我们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谈美书简>>

，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到这里人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疑虑；这个领域里不容许有丝毫畏惧！
’”归根到底，这要涉及人生态度，是敷敷衍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
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
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
事”。
一切不老实的人做任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都不会走上正路的。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人歧
途。
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
“失败者成功之母”。
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
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
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    从前我决没有梦想
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
    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大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
，读过艺术史，学过符号逻辑，用过薰烟鼓和电气反应仪器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
次美学课。
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
因为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
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
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
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
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事隔四五十年，现在翻看这段自白，觉得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最后一句话还只顾到一面而没
有顾到另一面。
我现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相信：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
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
    为什么要作这点补充呢？
因为近几十年我碰见过不少的不学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也并没有认真搞过美学的文艺
理论“专家”，这些“专家”的“理论”既没有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基础，又没有心理学、历史和哲学
的基础，那就难免要套公式，玩弄抽象概念，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讹传讹。
这不但要坑害自己，而且还会在爱好文艺和美学的青年朋友们中造成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现在看来
还要费大力，而且主要还要靠有觉悟的青年朋友们自己来清除这种影响。
但我是乐观的，深信美学和其他科学一样，终有一天要走上正轨，这是人心所向，历史大势所趋。
    我自己在学习美学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和错路。
解放前几十年中我一直在东奔西窜，学了一些对美学用处不大的学科。
例如在罗素的影响之下我认真地学过英、意、德、法几个流派的符号逻辑，还写过一部介绍性的小册
子，稿子交给商务印书馆，在抗日战争早期遭火烧掉了。
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之下，我费过不少精力研究过变态心理学和精神病治疗，还写过一部《变态心理学
》（商务印书馆出版）和一部《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出版）。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心情沉闷，在老友熊十力先生影响之下，读过不少的佛典，认真钻研过“成唯识
论”，还看了一些医书和谈碑帖的书，可谓够“杂”了。
    此外，我还有一个坏习惯：学到点什么，马上就想拿来贩卖。
我的一些主要著作如《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和英文论文《悲剧心理学》之类都是在学
生时代写的。
当时作为穷学生，我的动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追求名利。
不过这种边买边卖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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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写，学习就得认真些，要就所学习的问题多费些心思来把原书吃透，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斟酌表达
的方式。
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和思想训练。
问题出在我学习得太少了，写得太多太杂了。
假如我不那样东奔西窜，在专和精上多下些工夫，效果也许较好些。
“事后聪明”，不免有些追悔。
所以每逢青年朋友们问我怎样学美学时，我总是劝他们切记毛泽东同志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和先攻主要
矛盾的教导。
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打，不要东奔西窜，浪费精力。
就今天多数青年人来说，目前主要矛盾在资料太少，见闻太狭窄，老是抱着几本“理论专家”的小册
子转，一定转不出什么名堂来。
学通一两种外语可以勉强看外文书籍了，就可以陆续试译几种美学名著。
翻译也是学好外文的途径之一。
读了几部美学名著，掌握了必要的资料，就可以开始就专题学习写出自己的心得。
选题一定要针对我国当前的文艺动态及其所引起的大家都想解决的问题。
例如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的一封谈诗的信发表之后，全国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
这确实是美学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从事美学，能不闻不问吗？
不闻不问，你怎能使美学为现实社会服务呢？
你自己怎能得到集思广益和百家争鸣的好处呢？
为着弄清“形象思维”问题，你就得多读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多听些群众的意见，逐渐改正自己的
初步想法，从而逐渐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逐渐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考能力。
这样学美学，我认为比较踏实些。
我希望青年朋友们不要再蹈我的覆辙，轻易动手写什么美学史。
美学史或文学史好比导游书，你替旁人导游而自己却不曾游过，就难免道听途说，养成武断和不老实
的习惯，不但对美学无补，而且对文风和学风都要起败坏作用。
    在我所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之中，后果最坏的还是由于很晚才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陷
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中。
解放后，特别在五十年代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和讨论中，我才开始认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从而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美学观点的错误。
学习逐渐深人，我也逐渐认识到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
如果把它看成易事，就必然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危险。
我还逐渐认识到历史上一些唯心主义的美学大师，从柏拉图、普洛丁到康德和黑格尔，都还应一分为
二地看，在美学领域里他们毕竟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这一点认识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文化批判继承的道理和钻研马列主义的重要性。
所以我在指导我的研究生时，特别要求他们努力掌握马列主义。
要掌握马列主义，首先就要一切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实事求是，彻底清除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恶劣
积习，下次信中再着重地谈一谈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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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82岁高龄时写的“暮年心血”之作，既是对自己美学生涯和美学思想的回顾和整理，
也是对青年们有关美学方面问题的一个回复，全书由13封书信组成。
书中就青年们普遍关心的美和美感、美的规律、美的范畴等一系列美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也对文学的审美特征，文学的创作规律及特点作了详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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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笔名孟实、孟石，安徽桐城人。
现代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他写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专著，对于我国现代美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
朱光潜也是我国现代比较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他所著的《诗论》是我国比较美学的典范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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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朋友们：    在我接到心向美学的朋友们来信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是究竟怎样才算美，“美的本质”
是什么？
    提问“怎样才算美”的朋友们未免有些谦虚。
实际上这些朋友们每天都在接触到一些美的和丑的事物，在情感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感受甚至激动。
例如一个年轻小伙子碰见一位他觉得中意的姑娘，他能没有一点美的感受吗？
一个正派人在天安门事件中看见正反两派人物的激烈斗争，不也是多少能感觉到美的确实是美，丑的
确实是丑吗？
在这种场合放过火热的斗争而追问美的本质是什么，丑的本质是什么，不是有点文不对题吗？
一个人如果不是白痴，对于具体的美和丑都有些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马上就对，但在不断地体验现
实生活和加强文艺修养中，它会逐渐由错误到正确，由浅到深，这正是审美教育的发展过程。
而现在有些人放弃亲身接触过和感受过的事物不管，而去追问什么美的本质这个极端抽象的概念，我
敢说他们会永远抓不着所谓“美的本质”。
法国人往往把“美”叫做“我不知道它是什么”（Je ne sais quoi）。
可不是吗？
柏拉图说的是一套，亚理士多德说的又是一套；康德说的是一套，黑格尔说的又是一套。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他们都可一分为二，各有对和不对的两方面。
事情本来很复杂，你能把它简单化成一个“美的定义”吗？
就算你找到“美的定义”了，你就能据此来解决一切文艺方面的实际问题吗？
这问题也涉及文艺创作和欣赏中的一系列问题，以后还要谈到，现在只谈研究美学是要从现实生活中
的具体的事例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引起我先谈这个问题的是一位老朋友的来信。
这位朋友在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和我打过一些交道。
他去年写过一篇题为《美的定义及其解说》的近万言长文，承他不弃，来信要我提意见。
他的问题在现在一般中青年美学研究工作者中有普遍意义，所以趁这次机会来公开作复。
    请先读他的“美的定义”：    美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相应的理想的那些事物
的，以其相关的自然性为必要条件，而以其相关的社会性（在有阶级的社会时期主要被阶级性所规定
）为决定因素。
矛盾统一起来的内在好本质之外部形象特征，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
    既是客观规律，又是主观理想；既是内在好本质，又是外部形象特征；既是自然性，又是社会性；
既是一定人们感受，又是客观价值。
定义把这一大堆抽象概念拼凑在一起，仿佛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统一起来了。
这种玩弄积木式的拼凑倒也煞费苦心，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
难道根据这样拼凑起来的楼阁，就可以进行文艺创作、欣赏和批评了吗？
    “定义”之后还附了十三条“解说”，仍旧是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说来说去，并没有把“定义”解
说清楚。
作者始终一本正经，丝毫不用一点具体形象，丝毫不流露一点情感。
他是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听说搞过雕塑和绘画，但始终不谈一点亲身经验，不举一点艺术实践方面的
例证。
十九世纪法国巴那斯派诗人为着要突出他们的现实主义，曾标榜所谓“不动情”（Impassivite）。
“定义”的规定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在文章里怕犯“人情味”的忌讳，阉割了自己，也阉割了读者
，不管读者爱听不爱听，他硬塞给你的就只有这种光秃秃硬邦邦的枯燥货色，连文字也还似通不通。
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种文风改变过来呢！
    读到这个“美的定义”，我倒有“如逢故人”的感觉。
这位故人乃是五十年代美学讨论中的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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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党的工作重点实行了转移，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各条战线正在热火朝天
地大干快上，文艺界面貌也焕然一新。
但这一切在这位搜寻“美的定义”的老朋友身上，仿佛都没有起一点作用，他还是那样坐井观天，闻
风不动！
    P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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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朱光潜:谈美书简》不是一般的高头讲章，它采用书信体的形式，娓娓道来，亲切自然，将许多深
奥的美学知识通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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