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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六卷遴选六位中国现代美学家——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宗白华
、丰子恺、朱光潜的相关论著组成。
将中国现代美学卓具代表性和成就的名家作集中的文献整理，迄今可能还是第一次。
　　《文丛》所说的“现代”是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并以此区别于通常的“近代”、“当代
”两个概念。
这50余年间，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中西古今思想文化大撞击大交汇的时代。
异族入侵与古老帝国的衰亡，洋务派师夷长技、戊戌变法制度改良的失败，使得国人应对西方文化的
态度逐渐由被动转向自觉。
20世纪初年，梁启超明确提出了“新民”的主张和“学做现代人”的问题，倡导人的革新和“精神之
文明”的建设。
由此，国民性改造成为进步的文化人士、学者、思想家、政治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人、精神、心理、
文化等的变革逐渐成为重要的社会课题。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美学开始进入中国文化视阈，“美学”、“美育”等专门学科术语引入，中
西美学思想、观念、方法等撞击融会，走在时代前列的一部分思想家、学者开始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
进行改造更新，并积极试图以美与艺术来启蒙民众、培育民族新人格。
这个阶段的中国美学，既有学科建构与理论建设的探索，也有直面人生与关注时代的激情，并由此构
筑凸显了自己的某些特点特征，既不同于西方美学，也不同于晚清以前的中国古代美学和建国以后的
中国当代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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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所遴选的是六位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现代美学家，其中梁启超、王国维
、蔡元培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启蒙者和中国现代美学、文艺学的拓荒者，他们引进西方学术思想资源，
努力与中国国情结合，筚路蓝缕，拉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艺学的帷幕；而宗白华、朱光潜、丰子恺则
是中国现代美学与文艺学的推进者、建设者和实践者，他们著书立说，教书育人，播撒和培育现代美
学和文艺学的种子，立下汗马功劳。
“文丛”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与西方现代美学合流时这几位美学大家所做出的探索与努力，对此次基
础文献的整理，为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找到了根与源，展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初创与发轫期的面貌
，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结合产生的中国现代文化向深度与广度的拓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王国维卷、蔡元培卷、朱光潜卷、宗白华卷、蔡元培卷
），第一次将中国现代美学成就卓著的名家进行集中的文献整理，视野定位于中国现当代美学史，进
行了宏观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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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聂振斌，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研究员。
著有《王国维美学思想述评》（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蔡元培及其美学》（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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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论　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导读　蔡元培及其美学上编　世界观与人生观　价值论　中华民族与
中庸之道——在亚洲学会演说词　真善美（附：同题异文）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养成优美高尚思想
——在上海城东女学演说词　华工学校讲义　华法教育会之意趣　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　游
保定日记　何谓文化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　美术与科学的关系　
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　在春晖中学演说词　中国新教育之趋势——在暨南
大学演说词　学校是为研究学术而设——在西湖国立艺术院开学式演说词　民族学上之进化观　以美
育代宗教说——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美育实施的方法　美育　以美育代
宗教　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　美育代宗教　美育与人生　孔子之精神生活　在香港圣约翰大礼堂美
术展览会演词下编  美学讲稿　美学的趋向　美学的对象　美学的研究法　美学的进化　　康德美学
述　《自然美讴歌集》序　《美学原理》序　美术的起原　美术的进化　美术批评的相对性　赖斐尔
　北大画法研究会旨趣书　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演说词　北大画法研究会休业式演说词　在北
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　在北大音乐研究会演说词　《音乐杂志》发刊词　介绍画家刘海粟　旅法中国
美术展览会目录序　旅法中国美术展览会招待会演说词　巴黎万国美术工艺博览会中国会场陈列品目
录序　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　与《时代画报》记者谈话　《陈树人画集》序　中国之书画　就任
国立音乐院音乐艺文社社长演说词　大同乐会《乐器图说》序　王光祈追悼会致词　《中国新文学大
系》总序　《鲁迅全集》序附录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总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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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世界观与人生观　　世界无涯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世界无终始也，而吾人乃
于其中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之迁流，如是其繁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许之历史。
以吾人之一生较之世界，其大小久暂之相去，既不可以数量计；而吾人一生，又决不能有几微遁出于
世界以外。
则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
　　虽然，吾人既为世界之一分子，决不能超出世界以外，而考察一客观之世界，则所谓完全之世界
观，何自而得之乎？
曰：凡分子必具有全体之本性；而既为分子，则因其所值之时地而发生种种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
，而得一通性，则即全体之本性矣。
吾人为世界一分子，凡吾人意识所能接触者，无一非世界之分子。
研究吾人之意识，而求其最后之原素，为物质及形式。
物质及形式，犹相对待也。
超物质形式之畛域而自在者，惟有意志。
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之本性。
　　本体世界之意志，无所谓鹄的也。
何则？
一有鹄的，则悬之有其所，达之有其时，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为达之之方法，是仍落于形式之中，含
有各分子之特性，而不足以为本体。
故说者以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或谓之盲瞽之意志，皆所以形容其异于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
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回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鹄的。
其间接以达于此大鹄的者，又有无量数之小鹄的。
各以其间接于最后大鹄的之远近，为其大小之差。
　　最后之大鹄的何在？
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
自宗教家言之，吾人固未尝不可于一瞬间，超轶现象世界种种差别之关系，而完全成立为本体世界之
大我。
然吾人于此时期，既尚有语言文字之交通，则已受范于渐法之中，而不以顿法，于是不得不有所谓种
种间接之作用，缀辑此等间接作用，使厘然有系统可寻者，进化史也。
　　统大地之进化史而观之，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
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
进而为动物，则又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通功之例，视植物为繁。
及进而为人类，则由家庭而宗族、而社会、而国家、而国际。
其互相关系之形式，既日趋于博大，而成绩所留，随举一端，皆有自阂而通、自别而同之趋势。
例如昔之工艺，自造之而自用之耳。
今则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经若干人之手而后成。
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
昔之知识，取材于乡土志耳。
今则自然界之记录，无远弗届。
远之星体之运行，小之原子之变化，皆为科学所管领。
由考古学、人类学之互证，而知开明人之祖先，与未开化人无异。
由进化学之研究，而知人类之祖先与动物无异。
是以语言、风俗、宗教、美术之属，无不合大地之人类以相比较。
而动物心理、动物言语之属，亦渐为学者所注意。
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
是以同一人类，或状貌稍异，即痛痒不复相关，而甚至于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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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则死之，奴之。
今则四海兄弟之观念，为人类所公认。
而肉食之戒，虐待动物之禁，以渐流布。
所谓仁民而爱物者，已成为常识焉。
夫已往之世界，经其各分子之经营而进步者，其成绩固已如此。
过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欤。
　　道家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又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
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
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寒所迫。
南北极苦寒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踵相接。
由椎轮而大辂，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矣；乃必进而为汽车、汽船及自动车之属。
近则飞艇、飞机，更为竞争之的。
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
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
用以知：为将来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生之初，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谋生之事，至为繁重，无暇为高尚之思想。
自机械发明，交通迅速，资生之具，日趋于便利。
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
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固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朕兆也。
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
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
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
　　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
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较著矣。
而世之误读进化史者，乃以人类之大鹄的，为不外乎其一身与种姓之生存，而遂以强者权利为无上之
道德。
夫使人类果以一身之生存为最大之鹄的，则将如神仙家所主张，而又何有于种姓？
如日人类固以绵延其种姓为最后之鹄的，则必以保持其单纯之种姓为第一义，而同姓相婚，其生不蕃
。
古今开明民族，往往有几许之混合者。
是两者何足以为究竟之鹄的乎？
孔子曰：“生无所息。
”庄子曰：“造物劳我以生。
”诸葛孔明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是吾身之所以欲生存也。
北山愚公之言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
”是种姓之所以欲生存也。
人类以在此世界有当尽之义务，不得不生存其身体；又以此义务者非数十年之寿命所能竣，而不得不
谋其种姓之生存；以图其身体若种姓之生存，而不能不有所资以营养，于是有吸收之权利。
又或吾人所以尽义务之身体若种姓，及夫所资以生存之具，无端受外界之侵害，将坐是而失其所以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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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之自由，于是有抵抗之权利。
此正负两式之权利，皆由义务而演出者也。
今曰：吾人无所谓义务，而权利则可以无限。
是犹同舟共济，非合力不足以达彼岸，乃强有力者以进行为多事，而劫他人所持之棹楫以为己有，岂
非颠倒之尤者乎。
　　昔之哲人，有见于大鹄的之所在，而于其他无量数之小鹄的，又准其距离于大鹄的之远近，以为
大小之差。
于其常也，大小鹄的并行而不悖。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孟子曰：“好乐，好色，好货，与人同之。
”是其义也。
于其变也，绌小以申大。
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
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
尧日，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禹治洪水，十年不窥其家。
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
”范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是其义也。
循是以往，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
否则庄生所谓天地之委形委蜕已耳，何足选也。
　　（刊1912年巴黎《民德》创刊号。
）　　价值论　　哲学者，知识之学也。
其接近于实行者，为价值论。
价值论者，举世间一切价值而评其最后之总关系者也，其归宿之点在道德，而宗教思想与美学观念亦
隶之。
　　价值通论　　何谓价值？
不外乎于意识中悬一种之鹄的，而欲有以达之。
事物之与意志及情感无关者，即无所谓价值。
例如千金之券，谓之有价值者，以其可以购种种可爱之物也。
苟其人既不爱钱，亦不购物，则虽有千金之券，与废纸无异。
何则？
其所有者，形耳，色耳，重量耳，玄学中所谓物质原素或所谓心灵原素之集合体耳，而其所以构成价
值之原素则已失之。
又如谓某甲有价值者，亦谓其人有利物之道德心，而为他人所利用耳。
苟举其利物之道德心而去之，则虽形体犹是，能力犹是，而其对于他人之价值已不复存。
然则事物之价值，无不由主观之意志而发生，明也。
　　价值之互相关系亦然，例如吾人求一身之康强，则不可不宜其饮食，时其起居。
身之康强，果也；饮食起居之宜与时，因也。
求其果不可不先求其因，是果为鹄的而因为作用，果为最高之价值而因为较卑之价值也。
又如吾人或同时有两种鹄的，而二者不可得兼，不能不舍一而取一，于是意识中有竞争。
两者之间，有久暂或强弱之殊，而胜负由是决焉。
孟子曰“鱼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生我所欲，义我所欲，二者不可
得兼，舍生而取义”。
是即同有价值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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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其高卑之比较以定取舍者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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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蔡元培卷-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出版特色：　　1、出版的都是大家文丛，高屋建瓴，意义
深远。
　　2、定位于中国现代美学精神的新的理解与思考，突出了民族美学自身的特色及其在现代启示。
　　3、定位为“人生艺术化”，把美学与人生结合。
　　4、专家选“大家”，选编者都有自己关于该“大家”的专著出版，与自己的研究结合在一起，
权威。
导读文章就是一篇分量极重的学术论文。
　　各卷的体例为：序论——中国现代美学的精神传统；导读——选编者写一篇研究文章讨论名家的
美学观点与学术成就；上编——有关美学与人生美学专集；下编——体现美学思想的相关的学术、文
学、艺术专集；附录——为名家生活经历与美学思想专集。
　　美者，循超逸之快感，为普遍之断定，无鹄的而有则，无概念而必然者也。
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
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当梁。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
以美育代宗教。
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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