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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人文科学系列读本：美学史》重点论述了自然美同艺术美的关系，从论述美学史和美的艺
术史、自然美和艺术美、美的定义及其与美学史的关系入手，在对这些关系作了明确阐述的基础上，
按美学史发展的线索对各个时代的美学理论予以考察和论证，并叙述了各个时期审美意识的特征以及
这些审美特征赖以形成的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
 　　《世界人文科学系列读本：美学史》是一部比较详细而完整的西方美学史专著，此书对上自古希
腊罗马，下迄当代的美学发展历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它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义美学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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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鲍桑葵 译者：彭盛鲍桑葵（BernardBasanquet，1848—1923）英国哲学家、美学家，表
现主义美学代表之一。
主要著作有《美学史》（1892）、《道德自我心理学》（1897）、《国家的哲学理论》（1899）、《
美学三讲》（1915）、《当代英国哲学》（1924）等。
在哲学上，鲍桑葵是新黑格尔主义者。
美学上，他试图调和古今的美学思想，把18世纪美学中的形式原则与浪漫主义运动的注重的情感表现
原则结合在一起，提出美学主要研究审美态度及其特殊的价值形式。
把美定义为感官知觉或想像力把握到的特性或个性的表现性，同时又服从于同一媒介的一般的表现性
的条件，并进一步提出“使情成体”说，认为美是一种情感的愉快的领悟，审美经验是一种特殊的情
感，其心灵态度是静观的。
反对克罗齐的轻视物质媒介的观点，认为艺术要靠媒介来体现。
认为美学不是为创造美或批评艺术作品提供法则，而是对感觉和想像中的愉快与不愉快的原因作详细
的解释。
他的最大贡献在美学史方面。
他是最早写作西方美学史的人。
在《美学史》中，他对哲学中的这一部门的大体发展，从古希腊罗马时代，经过中世纪，一直到19世
纪后半叶德国古典美学的终结，作了一个轮廓分明的描述。
他以批判性的态度把古代美学和浪漫主义美学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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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们的研究方法、美的意义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美学史与美的艺术史人们选择“美学”
（Esthetic）这一词语为美的哲学命名并获得大家的认同，是18世纪后半叶的事情了。
也是在这之后，美的哲学才在理论研究中占据了独立的位置。
然而，“美学”这个词语的出现却比美学的存在晚得多。
这是由于即便从某个意义上说不能够追溯到更早的哲学家，但至少可以认为人类对美和美的艺术的思
索早在苏格拉底时代，希腊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假如美的哲学用“美学”来称呼，那么，美的哲学的历史就自然应称为美学史；它的内容就应
该是围绕与美相关的事实、历代思想家的阐释或是条理清晰的说明而形成具有系统性的一系列学说。
不过，事情还不只是这样。
在研究一切学术史时（即使是逻辑史，抑或是普通哲学史），都必须将它同具体的生活联系起来加以
叙述，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形式各异的观念依赖的基础就是现实生活。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辨理论，除了植根于以往的形式学说外，同时也植根于意识所不能不依赖的现实生
活。
就犹如我们无法把逻辑史或者普通哲学史与科学史或者文明史断然隔绝那样，我们在叙述伦理观念史
或者审美观念史时，也必须在一定的程度上与伦理史或美的艺术史相联系。
不过，这也仅仅是模拟罢了，在排除了相似点外，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比如，我们在回顾各门归纳性科学历史的时候，把它同逻辑理论的发展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对某一
些知识分类的过去状况却不怎么感兴趣，除非是了解那些阶段能对我们了解当下研究的人类心灵的发
展有所裨益。
人类学家对湖上的一所房屋或者一把燧石斧头的好奇，并不亚于我们对古代的炼金术或者占星术的好
奇。
政治形式或者社会风俗的微妙细节、语言的细枝末节、宗教教义的繁琐条例等人类文明的其他要素也
是这样。
在人类生活的领域里，虽然了解过去阶段的发展情况对我们理解现在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就整体而
言，我们只有在从事科学研究或者认识历史时才会对过去予以关心重视，否则就通常的习惯，我们是
不会去深入研究的。
的确，远古时代极具势力的道德观念和宗教观念还能激发我们的兴致，这是基于人类在道德本性上的
一致性，在所有表现中它都是那样深刻。
然而，在这一方面，一切事物与伟大的美的艺术品（含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无法媲美。
随着时代的变迁，只有这些伟大的、美的艺术品越加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所以，当我们尝试着探讨每个阶段的审美意识时，摆在我们眼前的材料具有的就不只是考古学方面的
意义，而且还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环境具有价值的事物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对具体现象的实际审美意识进行探讨的是美的艺术史，对这一意义以哲学方式解析的是美学理论。
对这种意识要做出哲学分析，就必须对这种意识的历史加以探讨。
对审美意识的学术表现——美学理论——的历史研究，就是美学理论的历史，然而，关于美对人类生
活的价值，是它永远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人们不只是在思辨中明确肯定美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而且在实践中同样得以体现。
一提起要阐释欣赏的事物，人们极可能会不由自主地眉头紧锁，但是，我相信，哲学史中的这一部分
能带给我们这样的益处：它不只能够帮助我们从理论上阐释历史现象，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对我
们更好的欣赏面前的事物——世界上存在的、最不容易消失的遗产——有所帮助。
二、自然美和艺术美二者之间的联系在前面一节里，出于理论研究的目的，我设了一个假定，把美的
艺术作为美的世界的主要代表，即使还算不上唯一的代表。
现在，我要讲明的是，在什么样的观点下，这样的假设才具有合理性。
所有的美都存在于知觉或想象之中。
当大自然被当作一个独立的美的事物并被我们拿来同艺术相区别的时候，我们的本意并不是认为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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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着不以人的知觉为转移的美，就如同能够相互作用的万有引力或刚性那样。
所以我认为，在被称为自然美的概念里隐含着一些规范的、一般的审美欣赏能力。
这样认定之后，事情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大自然”与“艺术”的区别，主要体现为程度上的差异。
它们都介于人们的知觉或者想象这一类事物之中。
不同的是，“大自然”存在于一般心灵稍纵即逝的观念或者表象之中，而“艺术”只能存在于天才人
物的直觉中。
这样的直觉借助升华被固定下来，因而能够记录并阐释。
在从事每一类物理因果关系的研究时，把自己限制在只思考未曾接受训练的观察者眼中的日常生活，
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必须学习如何科学地去感知事物。
凭借科学，我们便能够成就一双合格的观察者的眼睛。
另一方面，由前人整理并记录下来的知觉也是我们必须依赖的基础。
事实上，我们关于自然的知识几乎都是由别人的知觉记录中得来的。
美学范畴中的大自然与普通观察者对待自然科学的知觉极为相似。
首先，这里的大自然对任何一个知觉者而言都是有一定限制的，即限定在感知者对外部世界的听力和
视力所涉及的范围内。
这是由于这种内容此时还没有被记录下来，或者还不能够传达给其他的人。
其实，它过渡到艺术范围的方式并不是突如其来的转变，而是伴随着人们对自然之美的洞察力的锻炼
和提高、鉴赏力的增强（受审美素养和一般教养的熏陶），采用不断校正、修改的方式，转移到艺术
的范围。
就好比一般情况下我们说现实的世界，实际上是特指科学所揭示的世界；我们一般提及的世界上的美
，实际上是特指艺术揭示出来的美。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我们都是借助在知觉上最敏锐的人们的知觉记录。
这是由于一方面他们的知觉是最敏锐的，另一方面，这种知觉是被记录下来的。
在这里并没有把我们自己的知觉排除在外，我们仍然可以凭借自己的感知去阐释、鉴赏，甚至在可能
的情况下修正别的知觉记录。
这样对艺术美的理解也没有把自然美排除在外。
尽管有时某件“艺术作品”中甚至没有一点事物的痕迹，但是，它一经完成就成为一种确定的东西或
者是行为。
诚然，我们应适当地考虑这种情况；诚然，艺术创作中，创作精神这一因素也不容忽视。
但是，假如认为没有“艺术作品”就不存在艺术，认为画家在不从事作品创作的时候，他与普通人眼
中的大自然毫无两样，这就犯了极大的错误。
所以，从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选择美的艺术来充当美的主要代表，在实践上具有必要性，在理论上
具有合理性。
罗斯金在其著作《近代画家》中，曾经尝试根据物理事实，对自然美予以分析。
然而即便是这类分析，其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说明伟大的艺术家面对自然景观和自然事物是如何依赖他
们敏锐的洞察力和惊人的表现力来拓宽自然之美的界限。
批评家说自己对艺术家成就的判断依据是大自然，事实上，他们判断的标准最终依然归结为他们对艺
术的感知和或多或少经过锻炼的知觉。
就美学理论而言，所谓大自然就是一个美的领域，在这一领域里，每一个人都是艺术家。
三、美的定义和其美学史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在众多的美的定义中，我们还无法找到一个定义能得
到一致的认同。
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解释本书所使用的“美”（Beauty）这个词，倘若我们把古代思想家的基
本理论视为近代思想家包容渊博的定义的基础，那么，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概念至少对撰写一部美学史
是极为适合的。
古代人的美的基本理论呈现出多样性的统一，他们总是离不开节奏、对称、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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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概念。
而近代人则更关心重视意蕴、表现力和生命力。
即说他们对事物的特征（thecharacteristic）投注了更多的目光。
我们融会这两种因素就能够给美下一个全方位的定义：美就是一切作用于感官知觉或想象力，具有特
征的、具备个性表现力的事物，同时又通过同一媒介，具备一般的、抽象表现力的事物。
在这个定义中的美比一般情况下谈到的美（beautiful）所包含的内容更丰富。
我们将在后文的历史叙述中进一步阐明，无论是美的艺术，还是一般意义上的美感，就长远来看，都
不可能限制在比这一定义更狭窄的领域里。
在这里，我不妨先简单地阐释。
通常情况下，人们认为和谐、恬静和规律性是伟大的古希腊艺术的主要特征。
这种观点具有它的正确性。
近代美学的一切理论，当然可以从多姿多彩而又意蕴深刻的古希腊雕塑、装饰和诗歌之中获得证明，
并加以运用。
但是，科学总是始于最显而易见的事物，所以，希腊艺术中普遍存在的和谐和规律性会被美学思想家
首先发现，这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类型具有的特征采用的是一种作用于感官知觉的方式，是次序明晰、井然有序的行动或最抽象生
活关系的象征，所以，它应该归类于一般表现力，即抽象表现力之列。
古代哲学对审美分析的主要贡献，就是能把这种关系视为组成美的要素。
然而，随着浪漫主义和美感在近代世界的觉醒，与之相随的是人们渴望自由地、奔放地表现，因而，
仅仅将美阐释为和谐和规律性或解释成多样性的统一，这种简单的表现已经不被公允了。
这时诞生了与崇高相关的理论。
的确，这一理论最初产生时并不归属于美的理论范畴。
然而，紧随其后与丑相关的理论分析也产生了，且发展成为公允的美学研究中的分支。
最终，崇高与丑都归属于美学的范畴。
美学的这一妥协，要归功于特征或意蕴学的实现。
然而，一般认为，任何美都是能令人愉悦、使人产生快感的，这就形成了矛盾。
这种矛盾最终得以缓和，其一是由于现实中普通人审美欣赏的范围扩大。
其二也由于和谐、规律性或统一等一些基本因素被人们公认为是美的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们对任何可
以凭借想象来表现的内容具有决定作用，并要求能在不同程度上给予富于特征地表现并作用于感官。
所以，在上面所述美的定义中，近代美学家的包容渊博的概念，只不过是在较为具体的材料中将古代
思想家阐释的形式原则加以利用。
倘若我们着眼于特征这个词最普遍的意义。
，倘若对它较为狭隘、较为常见的意义不持坚持态度，从而不将它看作与形式或者对称互为对立的特
征——富于个性的特征，美就只须定为“作用于感官知觉或想象力而体现出来的特征”，这就足够了
。
实际上，倘若我们要从心理学角度来了解伴随着美这种特殊的享受而产生的感觉，或者构成美的享受
的感觉，我们就必须探讨上述美的定义中被我们遗忘的一个术语——快感。
然而，在尝试着分析能令人产生美的享受的知觉或者想象力，与不能产生美的享受的知觉或者想象力
，并寻找它们在内容上的差异时，关于“表现力”或者“特征性”，无论我们选择美还是愉悦性
（pleasantness）来加以限定，都会在方法上犯下极大的错误。
这是由于美这个词还未有确切的定义，而愉悦性和性质与定义不确定的美这个词之间，并非自然而然
地拥有相同的内涵。
我认为歌德就犯了前一种错误。
歌德认为虽然特征对于艺术而言不可或缺，但是，这项原则是被严格意义上的美所限定和制约的，抽
象的或呆板的特征必须用美来调和。
在这样的定义中，美既是一个概念不确定的名词，而又充当其中不曾被加以分析的制约条件，因而这
一定义就不攻自破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美学史>>

而施莱格尔的定义中则犯了后一种错误。
他认为“善的、令人产生愉悦感的表现”即是美。
事物能愉悦于人，使人产生快感，除了因为它们美之外，有时还存在其他的原因。
事物之所以美，只是由于它们能够提供快感，使人愉悦。
然而，能够提供审美上的快感的表象应具备些什么特征，还是一个有待我们探究的问题。
在歌德的定义中，美或者优美这个词是作为对艺术加以处理的形式条件的；在施莱格尔的论述中，令
人愉悦这个词的出现是为了提防和谐的畸形和不足。
在我的定义中，阅读者会发现这两个词语的作用发生了转移，转移到富于特征的表现这一要素中去了
，即转移到统一性这一要素中，指线条、色彩、表现和声音的和谐、对称和井然的秩序的布局所体现
的整体性这一要素。
假如特征与快感是指相同的东西，那么在形式要素特征之上，再加上快感这个限制条件，就显得哕唆
重复了。
我的看法是，在审美经验中，特征和快感应该是指同一种东西；另外，假如我们不把快感和审美上的
快感相混，而依照普遍的心理学的意义来理解，这样它的意义既受到限制，又有所扩充，在这种理解
下的定义，毋庸置疑会极为狭窄。
即使其中有别的要素，我们假定它会对定义变得过宽具有预防作用，但上述情况依然存在。
最高级的美，无论是自然美还是艺术美，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令正常的感受力（即使是文明人的正
常感受力）获得快感，并且评判的标准并不是一般人一致的感觉，而是在教育和经验的熏陶下，人们
日渐发展的、具有一致趋向的感觉。
能让没有经过训练的感觉器官（与经过训练的感受力相比，这种心理事实更具普遍性）产生快感的事
物，一般都不是真正美的事物，当然也不排除有时也是真正美的事物。
所以，定义要么属于纯粹分析性的（即对公允的美的内容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纯粹形而上
学的），要么属于纯粹心理学的。
在一个通过美的实际例子进行比较分析而获得的形而上学的定义中，加上一个心理学的术语来限定，
这样的定义中就置入了一个无法控制的因素，这是由于该术语自身还需要从纯粹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
和限定之后，与所考察的材料才能相吻合。
在这本书后面的论述中，我会介绍一些心理学分析的著作，并对它们予以批判。
在这里我只是给审美享受下一个更接近心理学的定义——依赖感受力或者表象力而诞生的一种快感，
不同于感官瞬间的或是在预先设定好的刺激下产生的快感。
我认为，这样的快感与感觉的内容所具有的意蕴永远是相联系的，但是从心理学角度和纯分析性角度
的定义，其交点却不属于心理学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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