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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以为在人生态度上，酒是入世的，茶是出世的；在审美意识上，酒是阳刚的，茶是阴柔的。
    一    20世纪中国两位同年出生同年逝世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和宗白华恰恰体现了酒与茶的不同的精神
内涵。
    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前夕，朱光潜老师为我题词：“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但就朱先生本人来说，他的人生态度主要是入世的。
他一生一直热衷于政治，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不仅加入了国民党，而且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还为国民党的《中央周刊》写了两年的稿子，集成《谈文学》和《论修养》两本书出版。
他还担任过四川大学文学院长、武汉大学教务长，代理过北大文学院院长。
这一切都充分体现了他的积极入世态度。
解放后，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成为民盟中央委员和全国政协常委。
在他的交往圈中，不仅有文人书生，而且有高官。
解放后如邓颖超、胡乔木、周扬等都与之有过交往。
    朱先生一生与烟酒为伴。
一小盅白酒是他餐桌上必备的饮料。
他说：“少喝一点酒，舒筋活血，益智安神，睡得香甜。
”朱先生喜吸烟，气魄很大，用烟斗，饭后小憩或与来访者谈话时，他的烟斗就会飘出缕缕青烟。
小小的房间，便笼罩在温馨的氤氲中。
    宗先生不饮酒，不吸烟，喜品茶。
他出生于安徽安庆，老家是江苏常熟。
江南的风雨洗涤出他洒脱的人格和平易的风范。
他喜饮江南的绿茶，六安瓜片、毛尖、龙井、碧螺春皆可。
纵观他的一生，除五四时期加入中国统一战线的最大团体——少年中国学会之外，再未加入任何党派
团体。
当少年中国学会解体后，他对政治厌倦，发誓说：“此生不再入第二党会。
”他不仅如此说，而且如此做。
五四时期，他虽然是郭沫若新诗的第一位编辑和发稿者，被郭称为“《女神》的催产婆”，并与郭沫
若、田汉出版过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而且在田汉1935年被捕后与徐悲鸿一起营救田出狱。
但之后他与郭、田这两个后来成为高官的朋友很少交往，敬而远之。
20年代初，他在德国曾资助过徐悲鸿，但解放后徐成为政治色彩浓厚的人物时，他也采取回避态度。
他一生在美学艺术中浸淫，以学术和艺术为生命，远离政治，淡泊名利，不担任任何带长字的职务。
他推崇老庄哲学和魏晋风度，超然物外，“是真名士自风流”。
    从求学态度和学历上看，宗先生不重视文凭，他曾先后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5年，
但都没有取得毕业文凭，是肄业。
而朱先生在英法留学8年，先后获硕士、博士学位。
    朱先生和宗先生，前者注重身体锻炼，后者从不锻炼，顺其自然，却都享寿89岁。
    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大师的人生态度和审美意识，与他们对酒和茶的嗜好正好一一对应，这难
道是偶然的吗？
    中国古典章回小说有句话云：“酒是色媒人”，更加说明酒的入世性和世俗性。
色——性是人的动物本能，是人类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
酒后乱性，酒会把人作为社会人的往往隐蔽在其后的兽性充分调动起来。
酒酣耳热后，无论男女，都会燥热无比，遇到特定场合，免不了宽衣解带，成就好事。
    有人喝酒本来是为了摆脱现实，而实际上却陷入更加的世俗。
“举杯消愁愁更愁”，“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越想逃避，结果越无法逃避。
酒的阳刚性和现实性使你入世更深，“一樽还酌江月”。
    “李白斗酒诗白篇”，白居易的全部诗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与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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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酒紧密联系在一起，更见酒的入世性和实用性。
饮茶往往没有这种直接效果，饮茶的情景和心境只会让你超然、洒脱，进入无为之境。
    喝酒的境界是英雄豪杰的境界，是慷慨悲歌，横刀击节的激越。
蕴涵在烈酒之中的是那种辛辣尖锐的坚硬和阳刚之气。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酒为壮行而设，壮行必备酒。
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梁山好汉的豪气。
鲁达醉打山门，武松醉打蒋门神，景阳冈上打虎更需醉拳。
    红学大师冯其庸从64岁开始重走玄奘路，六次去甘肃，七次去新疆，75岁高龄登上5000米的红其拉
甫口岸和明铁盖达坂，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他的豪情。
在大漠，他一次喝下一斤白酒！
酒醉后挥笔狂毫。
    关云长温酒斩华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历史上多少鸿门宴都以掷酒杯为号，孙二娘的黑店又麻倒了南来北往的多少英雄好汉。
酒浸透在历史和文学艺术中，又为后者创造了无数的奇迹和神话。
    酒的入世和阳刚，使得喝酒多了的人脾气更坏，酒后误事已成定论。
张飞醉酒鞭打部将，酿成杀身之祸，又引出刘备征吴，遂有火烧连营大祸。
杨志一帮子人在黄泥岗丢了生辰纲，还不是误喝了吴用等人的迷魂汤。
    酒是动的，茶是静的，不仅表现在品性上，而且表现在后果上。
静观杯中旗枪飘飞，如美人起舞，让人心释神凝，顿生怜爱之心；俯视碗中酒沫翻腾，激发壮士豪情
，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就连酒歌、祝酒歌也浑厚高昂，催人奋起，尽显阳刚之气。
    栊翠庵里的妙玉，热衷烹茶；花果山上的孙猴儿恣意喝酒。
上海人是不喝白酒的，更没有劝人喝酒的习俗。
    能静下心来品茶的，多为老者，因为他们洞察世事，少了功利之心，少了入世之累，少了刚性，多
了柔情。
    烟酒不分家，酒的入世情结于此可见。
在中国托人办事，打通关节，烟酒是首选之物，其功利性不言自明。
与之相比，送茶而托人办事者就少了。
送茶是君子之交，诚心诚意，让朋友与自己共享清芬。
    邹士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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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与中国现当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李泽厚、蒋孔阳、洪毅然、马采、杨
辛、刘纲纪、叶朗等交往的追忆性文字。
作者凭着记者敏锐的眼光，勾画出这些美学大师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不仅有助于具体而微地了解
大师们的思想演变轨迹和高风亮节，而且是研究现当代美学史的重要资料。
此外，更有不少珍贵的照片、书信和手稿，其中有些是首次面世，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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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士方，著名作家、美学学者、艺术评论家、画家、摄影家，朱光潜、宗白华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之一。
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曾师从朱光潜、宗白华、杨辛、叶朗等名家。
历任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副校长，《民主》杂志副主编，《音乐生活报》高级编审，北京市杂文学
会理事，中华湖社画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研究
员等。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
已出版著作二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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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正是万菊争妍、枫叶如丹的时节，我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看望我的老师美学家朱
光潜教授。
刚走到他的寓处，就看见一位身材矮小、精神矍铄的蔼然长者，手拄拐杖缓缓步出门来。
我连忙迎上一步说： "朱先生，您又要去散步了。
"朱老看见我，高兴地说："生命在于运动嘛！
每天清晨和傍晚是我法定的散步时间。
" 一路上我与朱老边走边谈。
我同他谈起现在不少青少年片面追求形体美，不注意身体健康，有的为了减肥节食，缺少必要的营养
，结果头晕、贫血，身体很不好。
 朱老那慈爱的眼睛中闪出一缕忧郁的光，说： "这种追求形体美的办法未免太笨了，他们把健与美的
关系本末倒置了，健与美，健是基础，这正像一棵大树，本固才能枝荣。
"他告诉我，作为人的形体来说，什么是美，古今中外，各个阶级，各种人物有不同的看法。
中国古代的美人有所谓"燕瘦环肥"，说的是汉代清瘦秀媚的赵飞燕和唐代肥硕雍容的杨贵妃。
形体美不一定同"瘦"画等号， "肥硕"同样也可以是美。
这样说，似乎没有标准，不，实际上也有一个普遍的看法，那就是以健康为美，这大概可以算做古往
今来比较通用的一个原则了。
在我们社会主义时代，这个原则更普遍适用。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健康就是美！
 他沉思了片刻，继续说，为什么说健康就是美？
因为健康丰满是人的形体美的首要条件，这是生命运动的结果。
健康是人体的常态（一般生物的常态都是生气勃勃的），在自然界中，只有常态的事物才是美的。
山的常态是巍峨，所以巍峨最易显出山的美；水的常态是明媚，所以浩荡明媚最易显出水的美。
同样，花宜清香，月宜皎洁，春风宜温和⋯⋯身体要健康，要充满生命力才美。
（青少年的身体更应该是这样。
）因为这符合生物学上"适者生存"的原理。
 我说，在您译的《歌德谈话录》中，歌德对艾克曼说： "达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她的自然定性是孕育
孩子和给孩子哺乳，如果骨盆不够宽大，胸脯不够丰满，她就不会显得美。
但是骨盆太宽大，胸脯太丰满，她也还是不美。
"他还说："一位身材从小被紧束胸腹的内衣所歪曲和摧残的少妇，都是被鉴赏力很好的人一看到就要
作呕的，只有在庸俗的人那一套美的教条里才有地位。
" 朱老笑了笑： "歌德的话有一定道理。
所以现在的女青少年没有必要为了追求形体苗条而摧残自己的身体。
一切锻炼和节食都要以不破坏身体健康的常态为前提。
实际上破坏了身体健康的常态就毫无美可言了。
" 朱老滔滔不绝地说，健康就是美，这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这一观点。
我想这对于我们今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健美观有指导意义。
我们应该知道，健康的身体不仅是生命运动的结果，而且是人类劳动的标志，在一定的程度体现了人
的本质力量。
人的体质力量的特点是自由自觉的，积极的，创造的。
人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能自觉地通过劳动去创造，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创造的产品中体现了
人的需要和愿望，他的精神和思想以及他的驾驭自然的力量。
人从自己创造的产品中，"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观照自己"，就会产生"美感"。
 我听得入了神，不禁脱口而出： "同样道理，人对自己的同类也是用这种方式去观照的。
所以某人在大家看来美，是因为每个人都从他那里看到了自己自由自觉的、积极的、创造的本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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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的身体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的这种本质力量，所以是美的。
"朱老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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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邹士方多年致力于美学研究，特别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大师的研究，成就显著，在国内外有一
定的影响。
他对于宗白华教授的生平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外尤具有开拓性贡献。
    ——文学大师冰心    邹士方是有影响的美学家和美术评论家。
    ——雕塑大师刘开渠    邹士方是研究美学的后起之秀，著述甚丰。
    ——漫画大师华君武    美学研究，后继有人。
    ——文学大师萧乾    邹士方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研习美学多年。
因此他写朱光潜和宗白华，写李泽厚和王朝闻，都能抓住他们每个人的特征和风貌，并善于把一些抽
象的思想转化成形象的语言。
他写这类文章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拾遗补缺，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
学研究的一些空白。
这都是他日常留心，刻苦钻研的结果。
    ——文学大师吴祖光    邹士方多年致力于宗先生美学思想的研究。
他不仅多次访问宗先生，而且从各个方面收集有关宗先生的材料，真是用力至勤。
宗先生所从事的每一件工作，所写的每一篇文章，交往过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作了调查与研究，
都写到了他的文章中。
这真是不简单。
更不容易的，是他不仅记录了宗先生所经历的事迹，而且能够把宗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
勾画出来。
在宗先生大量的著作中，他还善于从中摘取几句关键性的话，来介绍这一著作的精义。
    ——美学大家蒋孔阳    士方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应该引起重视。
    ——著名学者常任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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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师的印象(美学家卷)》是作者采访过王朝闻、李泽厚、蒋孔阳、洪毅然、马采、杨辛、刘纲纪、
叶朗等现当代美学大家，得以零距离观察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之后在此基础上的追忆之作，已勾画
出这些文艺大师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
作者酷爱摄影，在采访时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又保存有很多大师的书信和书法真迹。
《大师的印象(美学家卷)》从中精选了几十幅，包括大师的生活照、书信和书法，有很高的收藏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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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邹士方多年致力于美学研究，特别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大师的研究，成就显著，在国内外有一
定的影响。
他对于宗白华教授的生平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外尤具有开拓性贡献。
——文学大师 冰心邹士方是有影响的美学家和美术评论家。
——雕塑大师 刘开渠邹士方是研究美学的后起之秀，著述甚丰。
——漫画大师 华君武美学研究，后继有人。
——文学大师 萧乾邹士方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研习美学多年。
因此他写朱光潜和宗白华，写李泽厚和王朝闻，都能抓住他们每个人的特征和风貌，并善于把一些抽
象的思想转化成形象的语言。
他写这类文章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拾遗补缺，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
学研究的一些空白。
这都是他日常留心，刻苦钻研的结果。
——文学大师 吴祖光邹士方多年致力于宗先生美学思想的研究。
他不仅多次访问宗先生，而且从各个方面收集有关宗先生的材料，真是用力至勤。
宗先生所从事的每一件工作，所写的每一篇文章，交往过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作了调查与研究，
都写到了他的文章中。
这真是不简单。
更不容易的，是他不仅记录了宗先生所经历的事迹，而且能够把宗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
勾画出来。
在宗先生大量的著作中，他还善于从中摘取几句关键性的话，来介绍这一著作的精义。
——美学大家 蒋孔阳士方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应该引起重视。
——著名学者常任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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