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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美学史》内容介绍：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流变中，出现过很多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这些著
作穿越时空，为人们长久研读，有的甚至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这套《西方经典悦读》，精选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些名著，如《沉思录》《相对论》《梦的解析》
《精神分析引论》等，由多位专家学者指导分类选目，内容涵盖哲学、文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类，注重权威性、学术性和影响性，收录了不同国家
、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诸多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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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英）鲍桑葵，英国哲学家、美学家，表现主义美学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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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三项原则及其间的联系 在本章，我将暂时放弃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叙述，转而按照逻辑联
系来说明古希腊思想家探讨美时所依照的三项一般原则。
这三项原则分别是道德主义的原则、形而上学的原则和审美的原则。
这三项相互关联的原则构成了古希腊人关于美的性质和价值学说的基础。
而且，这三项原则的根源都是同一个形而上学的假定。
 这个形而上学的假定就是：艺术所再现的是正常的感观知觉所感受到的现实，艺术再现现实，人又通
过感知艺术来认识现实。
不过，艺术与现实终究不是完全相同的，它有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
 这一假定与当时希腊人"万物同质"的观念紧密相连，他们认为世间万物都是自然现象，艺术和美的本
质在于，它们是人们感官知觉对象——自然的模仿。
奉行这一哲学观念的哲学家们认为，艺术只创造事物的形象，而不创造现实生活中任何实物。
就连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大哲学家也奉行这个原则，认为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美的艺术都是"模仿
的"或"制造形象的"技艺，同"制作的"或"制造物品"的技艺相对立。
在第四章里我会进一步谈到，柏拉图是怎样遵循这一理论，亚里士多德又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的。
 下面，我将按三项原则美学价值的大小，依次对其进行论述。
首先，我会用一两句话总括其大意。
 （1）道德主义原则 艺术所再现的内容必须符合现实生活中的道德标准。
 （2）形而上学原则 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而且是有限的模仿，艺术是第二自然，它不是真实的。
 （3）审美原则 如果艺术中体现了美的话，那么这种美也纯粹是形式的，且这种形式常常是抽象的。
 2.道德主义原则 （1）道德主义原则的表现 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里，判断某物是否有价值常常要看它
是否合乎道德，是否实用。
在古希腊社会，美的世界还没有从社会生活中独立出来，因此，这个判断标准自然而然也就运用到美
的世界中来。
比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和色诺芬就谴责荷马的史诗对诸神的描写亵渎了神灵，而阿里斯托芬也非难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就是在近代社会，以道德作为衡量事物标准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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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学史》是一个开创性的著作，近半个世纪仅有的一部论述全面、深刻的美学研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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