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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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子恺（1898--1975年），1898年11月9日生于浙江省崇德县石门湾（今桐乡市石门镇）。
丰家在镇上开一爿丰同裕小染坊，有薄田数十亩。
父亲名丰璜，字斛泉，晚清举人，死时丰子恺仅8岁。
    丰子恺6岁进私塾读书，学名丰润，13岁入镇上西溪小学。
1914年，丰子恺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在杭州的5年中师学习，丰子恺有幸成为李叔同的入室弟子，迷上了美术和音乐，并在李叔同、夏丐
尊的指导下自学日语，为H后去日本留学作准备。
    1919年，丰子恺中师毕业后到上海专科师范学校任教，同年参加中华美育会。
1921年早春，丰子恺东渡日本。
亲朋好友为其筹集到的2000元，只够他在日本“游学”10个月。
    1922年，丰子恺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画了第一批漫画。
当年一同生活在白马湖畔的文人夏丐尊、朱自清、朱光潜等，是“子恺漫画”的第一批欣赏者。
    1924年丰子恺到上海与匡互生等创办立达学园。
1925年12月由文学周报社出版《子恺漫画》，是丰子恺的第一本画集，也是中国的第一本漫画集。
“子恺漫画”风行天下，统一了中国“漫画”的名称。
1931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缘缘堂随笔》是公认的20世纪中国百部经典文学名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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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连祥，杭州师范大学中国美学与文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湖州师范学院教授。
著有《丰子恺的审美世界》（学林出版社，2005年）《逃墨馆主——茅盾传》（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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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从梅花说到美　　梅花开了！
我们站在梅花前面，看到冰清玉洁的花朵的时候，心中感到一种异常的快适。
这快适与收到附汇票的家信时或得到full mark[满分]的分数时的快适，滋味不同；与听到下课铃时的快
适，星期六晚上的快适，心情也全然各异。
这是一种沉静、深刻而微妙的快适。
言语不能说明，而对花的时候，各人会自然感到。
这就叫做“美”。
　　美不能说明而只能感到。
但我们在梅花前面实际地感到了这种沉静深刻而微妙的美，而不求推究和说明，总不甘心。
美的本身的滋味虽然不能说出，但美的外部的情状，例如原因或条件等，总可推究而谈论一下，现在
我看见了梅花而感到美，感到了美而想谈美了。
　　关于“美是什么”的问题，自古没有一定的学说。
俄罗斯的文豪托尔斯泰曾在其《艺术论》中列述近代三四十位美学研究者的学说，而各人说法不同。
要深究这个问题，当读美学的专书。
现在我们只能将古来最著名的几家的学说，在这里约略谈论一下。
　　最初，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这样说：“美的东西，就是最适合于其用途及目的的东西。
”他举房屋为实例，说最美丽的房屋，就是最合于用途，最适于住居的房屋。
这的确是有理由的。
房子的外观无论何等美丽，而内部不适于居人，决不能说是美的建筑。
不仅房屋为然，用具及衣服等亦是如此。
花瓶的样子无论何等巧妙，倘内部不能盛水插花，下部不能稳坐桌子上，终不能说是美的工艺品。
高跟皮鞋的曲线无论何等玲珑，倘穿了走路要跌跤，终不能说是美的装束。
　　“美就是适于用途与目的。
”苏格拉底这句话，在建筑及工艺上固然讲得通，但按到我们的梅花，就使人难解了。
我们站在梅花前面，实际地感到梅花的美。
但梅花有什么用途与目的呢？
梅花是天教它开的，不是人所制造的，天生出它来，或许有用途与目的，但人们不能知道。
人们只能站在它前面而感到它的美。
风景也是如此：西湖的风景很美，但我们决不会想起西湖的用途与目的。
只有巨人可拿西湖来当镜子吧？
　　这样想来，苏格拉底的美学说是专指人造的实用物而说的。
自然及艺术品的美，都不能用他的学说来说明。
梅花与西湖都很美，而没有用途与目的；姜白石[姜夔]的《暗香》与《疏影》为咏梅的有名的词，但
词有什么用途与目的？
苏格拉底的话，很有缺陷呢！
　　苏格拉底的弟子柏拉图，也是思想很好的美学者。
他想补足先生的缺陷，说“美是给我们快感的”。
这话的确不错，我们站在梅花前面，看到梅花的名画，读到《暗香》、《疏影》，的确发生一种快感
，在开篇处我早已说过了。
　　然而仔细一想，这话也未必尽然，有快感的东西不一定是美的。
例如夏天吃冰淇淋，冬天捧热水袋，都有快感。
然而吃冰淇淋与捧热水袋不能说是美的。
肴馔人口时很有快感，然厨司不能说是美术家。
罗马的享乐主义者们中，原有重视肴馔的人，说肴馔是比绘画音乐更美的艺术。
但这是我们所不能首肯的话，或罗马的亡国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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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柏拉图的话做去，我们将与罗马的亡国奴一样了。
柏拉图自己蔑视肴馔，这样说来，绘画音乐雕刻等一切诉于感觉的美术，均不足取了（因为柏拉图是
一个轻视肉体而贵重灵魂的哲学家，肴馔是养肉体的，所以被蔑视）。
故柏拉图的学说，仍不免有很大的缺陷。
　　于是柏拉图的弟子亚理斯多德，再来修补先生的学说的缺陷。
但他对于美没有议论，只有对于艺术的学说。
他说“艺术贵乎逼真”。
这也的确是卓见。
诸位上图画课时，不是尽力在要求画得像么？
小孩子看见梅花，画五个圈，我们看见了都赞道：“画得很好。
”因为很像梅花，所以很好，照亚理斯多德的话说来，艺术贵乎自然的模仿，凡肖似实物的都是美的
。
这叫做“自然模仿说”，在古来的艺术论中很有势力，到今日还不失为艺术论的中心。
　　然而仔细一想，这一说也不是健全的。
倘艺术贵乎自然模仿，凡肖似实物的都是美的，那么，照相是最高的艺术，照相师是最伟大的美术家
了。
用照相照出来的景物，比用手画出来的景物逼真得多，则照相应该比绘画更贵了。
然而照相终是照相，近来虽有进步的美术照相，但严格地说来，美术照相只能算是摄制的艺术，不能
视为纯正的艺术。
理由很长；简言之：因为照相中缺乏人的心的活动，故不能成为正格的艺术。
画家所画的梅花，是舍弃梅花的不美的点，而仅取其美的点，又助长其美，而表现在纸上的。
换言之，画中的梅花是理想化的梅花。
画中可以行理想化，而照相中不能。
模仿与理想化——此二者为艺术成立的最大条件。
亚理斯多德的话，偏重了模仿而疏忽了理想化，所以也不是健全的学说。
　　以上所说，是古代最著名的三家的美学说。
近代的思想家，对于美有什么新意见呢？
德国有真善美合一说及美的独立说；二说正相反对。
略述如下：　　近代德国美学家包姆加敦[鲍姆加登]（Baumgarten，1714—1762）说：“圆满之物诉于
我们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感到美。
”这句话道理很复杂了。
所谓圆满，必定有种种的要素。
例如梅花，仅乎五个圆圈，不能称为圆满。
必有许多花，又有蕊，有枝，有干，或有盆。
总之，不是单纯而是复杂的。
但一味复杂而没有秩序，例如在纸上乱描了几百个圆圈，又不能称为圆满，不成为画。
必须讲究布置，而有统一，方可称为圆满。
故换言之，圆满就是“复杂的统一”。
做人也是如此的：无论何等善良的人，倘过于率直或过于曲折，决不能有圆满的人格。
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与感情，而又有统一的见解的人，方能具有圆满的人格。
我们用意志来力求这圆满，就是“善”；用理知来认识这圆满，就是“真”；用感情来感到这圆满，
就是“美”。
故真、美、善，是同一物。
不过或诉于意志，或诉于理知，或诉于感情而已。
——这叫做真善美合一说。
　　反之，德国还有温克尔曼（Wincklemann，1717—1768）和雷迅[莱辛]（Lessing，1729—1781）两
人，完全反对包姆加敦，说美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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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美与真善不同。
美全是美，除美以外无他物。
”　　但近代美学上最重要的学说，是“客观说”与“主观说”的二反对说，前者说美在于（客观的
）外物的梅花上，后者说美在于（主观的）看梅花的人的心中。
这种问题的探究，很有趣味，现在略述之如下：　　美的客观说，始创于英国。
英国画家霍格斯[贺加斯]（Hogarth，1697—1764）说：“物的形状，由种种线造成。
线有直线与曲线。
曲线比直线更美。
”现今研究裸体画的人，有“曲线美”之说。
这话便是霍格斯所倡用的。
霍格斯说：“曲线所成的物，一定美观。
故美全在于事物中。
”倘问他：“梅花为什么是美的？
”他一定回答：“因为它有很好的曲线。
”　　美的客观说的提倡者很多。
就中有的学者，曾指定美的具体的五条件，说法更为有趣。
今略为伸说之：　　第一，形状小的一美的事物，大抵其形状是小的。
女人比男人，身体大概较小。
故女人大概比男人为美。
英语称女性为fair sex即“美性”。
中国文学中描写美人多用小字，例如“娇小”、“生小”，称女子为“小姐”、“小鬟”，女子的名
字也多用“小红”、“小苹”等。
因为小的大都可爱。
孩子们欢喜洋囝囝，大人们欢喜宝石、象牙细工，大半是因其小而可爱的原故。
我们看了梅花觉得美，也半是为了梅花形小的原故。
假如有像伞一般大的梅花，我们见了一定只觉得可惊，不感到美。
我们看见婴孩，总觉得可爱。
但假如婴孩同白象一样大，我们就觉得可怕了。
　　第二，表面光滑的——美的事物，大概表面光滑。
这也可先用美人来证明。
美人的第一要件是肌肤的光泽。
故诗词中有“玉体”、“玉肌”、“玉女”等语。
我们所以爱玉，爱宝，爱大理石，爱水晶，也是爱它们的光滑。
爱云，爱雪，爱水，也是为了洁净无瑕的原故。
化妆品——雪花膏、生发油、蜜，大都是以使肤发光滑为目的的。
　　第三，轮廓为曲线的——这与霍格斯所说相同。
曲线大概比直线为可爱。
试拿一个圆的玩具和一个方的玩具同时给小孩子看，请他选择一件，他一定取圆的。
人的颜面，直线多而棱角显然，不及曲线多而带圆味的好看。
矗立的东洋建筑，上端加一圆的dome圆屋顶，比平顶的好看得多。
西湖的山多曲线，故优美。
云与森林的美，大半在于其周围的曲线。
美人的脸必由曲线组成。
下端圆肥而膨大的所谓“瓜子脸”，有丰满之感，上端膨大而下端尖削的“倒瓜子脸”，有清秀之感
。
孩子的脸中倘有了直线，这孩子一定不可爱。
　　第四，纤弱的一　纤弱与小相类似，可爱的东西，大概是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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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鸟、白兔、猫，大都是弱小的。
在人中，女子比男子弱，小孩比大人弱。
弱了反而可爱。
　　第五，色彩明而柔的一一色彩的明，换言之，就是白的，淡的。
谚云“白色隐七难”；故女子都欢喜擦粉。
色的柔，就是明与暗的程度相差不可过多。
由明渐渐地暗，或由暗渐渐地明。
称为“柔的调子”。
柔的调子大都是美的。
物体受着过强的光，或过于接近光源，其明暗判然，即生刚调子。
刚调子不及柔调子的美观。
窗上用窗帏，电灯泡用毛玻璃，便是欲减弱光的强度，使光匀和，在室中的人物上映成柔和的调子。
女子不喜立在灯的近旁或太阳光中，便是欲避去刚调子。
太阳下的女子罩着薄绢的彩伞，脸上的光线异常柔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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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
物质生活就是衣食。
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
灵魂生活就是宗教。
　　童心，在大人就是一种“趣味”。
培养童心，就是涵养趣味。
　　我们的身体被束缚于现实，匍匐在地上，而且不久就要朽烂。
然而我们在艺术的生活中，可以瞥见生的崇高、不朽，而发见生的意义与价值了。
　　技术与美德合成艺术。
⋯⋯先有了爱美的心，芬芳的胸怀，圆满的人格，然后用巧妙的心手，借巧妙的声色来表示，方才成
为“艺术”。
　　美术是感情的产物，是人生的慰安的方式来潜移默化我们的感情，便是绘画的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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