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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艺心理学》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美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较早较系统的美学专
著之一。
全书以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外国现代美学理论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相结合，论述了美感经
验、文艺与道德等诸多问题，同时对西方一些主要美学流派进行了介绍。
《文艺心理学》是中国美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名著之一，适用于广大美学、文学爱好者。

朱光潜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谈美·文艺心理学》收录了朱光潜先生的两部美学方面的代表作《谈美》和《文艺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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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
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朱光潜先生幼年饱读诗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22年香港大学文学院肄
业后，任教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
曾与叶圣陶、胡愈之、夏衍、夏丐尊、丰子恺等成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进行新型教育的改革
试验。
1925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肄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斯堡大学，获
文学硕士、博士学位。
1933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任教。
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民盟中央委员，中国美学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作协顾问，中
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等。
 朱光潜先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对中西方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文学、哲学、心理学、美学诸领
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朱光潜先生将自己的美学思想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两个阶段。
他的很多著作是在解放前完成并出版的，如《给青年的十二封信》（1929）、《变态心理学派别》
（1930）、《谈美》（1932）、《变态心理学》（1933）、《悲剧心理学》（1933）、《文艺心理学》
（1936）、《诗论》（1943）、《谈修养》（1943）、《谈文学》（1946）、《克罗齐哲学述评》
（1948），同时翻译出版了（法）柏地耶《愁思丹和绮瑟》（1930）、（意）克罗齐《美学原理》
（1947）等。
解放后，朱光潜先生开始钻研马列主义，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探讨一些关键性的美
学问题，出版的著作有《西方美学史》上卷（1963）、《西方美学史》下卷（1964）、《谈美书简》
（1980）等，并将大量精力放在翻译西方美学论著上，先后将（美）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
（1951）、（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1954）、（英）萧伯纳《英国佬的另一个岛》（1956）
、（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1958）第二卷（1979）第三卷（1981）、（德）爱克曼（辑录）《
歌德谈话录》（1978）、（德）莱辛《拉奥孔》 （1979）、（意）维柯《新科学》（1986）等著作介
绍到中国，为推动我国美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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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谈美
序（朱自清）
开场话
一 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
——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
二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三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
——宇宙的人情化
四 希腊女神的雕像和血色鲜丽的英国姑娘
——美感与快感一
五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美感与联想
六 “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
——考证、批评与欣赏
七 “情人眼底出西施”
——美与自然
八 “依样画葫芦”
——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错误
九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艺术与游戏
十 空中楼阁
——创造的想象
十一 “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创造与情感
十二 “从心所欲，不逾矩”
——创造与格律
十三 “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
——创造与模仿
十四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天才与灵感
十五 “慢慢走，欣赏啊!”
——人生的艺术化
附录 关于《谈美》
——复王锐
文艺心理学
序（朱自清）
作者自白
第一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一）：形象的直觉
第二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二）：心理的距离
第三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三）：物我同一
第四章 美感经验的分析（四）：美感与生理
第五章 关于美感经验的几种误解
第六章 美感与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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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文艺与道德（一）：历史的回溯
第八章 文艺与道德（二）：理论的建设
第九章 自然美与自然丑
——自然主义与理想主义的错误
第十章 什么叫做美
第十一章 克罗齐派美学的批评
——传达与价值问题
第十二章 艺术的起源与游戏
第十三章 艺术的创造（一）：想象与灵感
第十四章 艺术的创造（二）：天才与人力
第十五章 刚性美与柔性美
第十六章 悲剧的喜感
第十七章 笑与喜剧
附录一 近代实验美学
附录二 简要参考书目
再版附记
附录 论直觉与表现答难
——给梁宗岱先生
编校后记
本卷人名及书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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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自然他们不仅讲这一样，他们也很重视“来源”的研究。
研究“来源”的问些什么问题呢？
莎士比亚大概读过些什么书？
他是否懂得希腊文？
他的《哈姆雷特》一部戏是根据哪些书？
这些书他读时是用原文还是用译本？
他的剧中情节和史实有哪几点不符？
为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学者们个个在埋头于灰封虫咬的向来没有人过问的旧书堆中，寻求他们的所谓
“证据”。
 此外他们也很重视“作者的生平”。
莎士比亚生前操什么职业？
几岁到伦敦当戏子？
他少年偷鹿的谣传是否确实？
他的十四行诗里所说的“黑姑娘”究竟是谁？
“哈姆雷特”是否是莎士比亚现身说法？
当时伦敦有几家戏院？
他和这些戏院和同行戏子的关系如何？
他死时的遗嘱能否见出他和他的妻子的情感？
为了这些问题，学者跑到法庭里翻几百年前的文案，跑到官书局里查几百年前的书籍登记簿，甚至于
跑到几座古老的学校去看看墙壁上和板凳上有没有或许是莎士比亚划的简笔姓名。
他们如果寻到片纸只字，就以为是至宝。
 这三种功夫合在一块讲，就是中国人所说的“考据学”。
我的讲莎士比亚的教师除了这种考据学以外，自己不做其他的功夫，对于我们学生们也只讲他所研究
的那一套，至于剧本本身，他只让我们凭我们自己的能力去读，能欣赏也好，不能欣赏也好，他是不
过问的，像他这一类的学者在中国向来就很多，近来似乎更时髦。
许多人是把“研究文学”和“整理国故”当作一回事。
从美学观点来说，我们对于这种考据的工作应该发生何种感想呢？
 考据所得的是历史的知识。
历史的知识可以帮助欣赏却不是欣赏本身。
欣赏之前要有了解。
了解是欣赏的预备，欣赏是了解的成熟。
只就欣赏说，版本、来源以及作者的生平都是题外事，因为美感经验全在欣赏形象本身，注意到这些
问题，就是离开形象本身。
但是就了解说，这些历史的知识却非常重要。
例如要了解曹子建的《洛神赋》，就不能不知道他和甄后的关系；要欣赏陶渊明的《饮酒》诗，就不
能不先考定原本中到底是“悠然望南山”还是“悠然见南山”。
 了解和欣赏是互相补充的。
未了解决不足以言欣赏，所以考据学是基本的功夫。
但是只了解而不能欣赏，则只是做到史学的功夫，却没有走进文艺的领域。
一般富于考据癖的学者通常都不免犯两种错误。
第一种错误就是穿凿附会。
他们以为作者一字一画都有来历，于是拉史实来附会它。
他们不知道艺术是创造的，虽然可以受史实的影响，却不必完全受史实的支配。
《红楼梦》—部书有多少“考证”和“索隐”？
它的主人究竟是纳兰成德，是清朝某个皇帝，还是曹雪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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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家大半都忘记艺术生于创造的想象，不必实有其事。
考据家的第二种错误在因考据而忘欣赏。
他们既然把作品的史实考证出来之后，便以为能事已尽，而不进一步去玩味玩味。
他们好比食品化学专家，把一席菜的来源、成分以及烹调方法研究得有条有理之后，便袖手旁观，不
肯染指。
就我个人说呢，我是一个饕餮汉，对于这般考据家的苦心孤诣虽是十二分的敬佩和感激，我自己却不
肯学他们那样“斯文”，我以为最要紧的事还是伸箸把菜取到口里来咀嚼，领略领略它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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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谈美 文艺心理学>>

名人推荐

你想得知识固可读它，你想得一些情趣或谈资也可读它；如入宝山，你决不会空手回去的。
 ——朱自清 朱先生美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中西融会、古今沟通⋯⋯他灵心慧眼，博采西方美学之
花；妙手剪裁，嫁接中国传统之木。
国人之有详赡系统美学专著，朱先生《文艺心理学》和《谈美》，开风气之先。
 ——钱念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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