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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修养》

内容概要

《谈修养》是朱光潜对自己人生经验和智慧的总结，也是作为过来人的他与青年的亲切谈心。本书针
对青年人普遍面对的人生困惑，进行了分析和解答。全书由二十多篇文章组成，话题都是与青年人密
切相关的，如立志、心理、伦理观、学问、读书、交友、性爱、恋爱结婚，等等。
这是半个多世纪前的著作，但作者的思想和价值观历久弥新，对当今的读者仍然有着极大的教益。每
个在生活、学习或工作中遇到困惑的人都可以读一读这本书，相信可以在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
方法。

Page 2



《谈修养》

作者简介

朱光潜（1897—1986）
笔名孟实、盟石，安徽省桐城人。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和翻译家。曾在北京大学、四川
大学、武汉大学等大学任教，并曾任中国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协顾问等职。
朱光潜是中国美学界的权威，是中国系统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第一人，为中国美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
贡献，蜚声中外。著有《谈修养》《谈美》《谈美书简》《西方美学史》等，译有《歌德谈话录》《
文艺对话集》《拉奥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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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那个时代和现在的时代还是不同了
2、老先生的人生经验和忠告，历久弥新。没有花哨的语言，就那么朴素地讲着朴素的人生道理，其
中有些道理我们并不陌生，却需要时不时地被提醒。老先生（哈哈其实作者写作本书时倒并不老）对
青年的关心让人很是感动。写给青年的一本书，但其实每个在生活或工作中遇到困惑的人都可以读一
读，也许不能立即解决我们的问题，但至少能给我们提供一种思路和方向。——2015-5-14
3、青年人常喜欢把社会的一切毛病归咎于站在台上的人们，其实站在台上的人们也还是受过同样的
教育，经过同样地青年阶段，他们也曾同样地埋怨过前一辈人。今日有理想的青年到明日往往变成屈
服于事实而抛弃理想的堕落者。有些话真的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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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现在心灵鸡汤类的文章在社交媒体中遍地开花，把一本书标榜为“让青年人受益一生的处世哲学
”还真难以作为卖点，除非⋯⋯除非这本书是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在国难当头的民国时代所写就
。本书涉及立志、心态、处群、学问、读书、交友、消遣等二十个专题，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从字
里行间中听先生的谆谆教诲，依然能强烈地感受到他一片赤诚爱国之心。在《谈立志》中，朱光潜先
生分享了他个人做人的信条，即此身、此时、此地，避免空谈立志而陷入拖延。如果每个有志青年在
畅谈理想之后，能从现在做起，抓住当下，那么豆瓣上“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也将没有存在的必要
了。《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谈到了人的惰性，但更强调意志力的重要性。聪明人善于取巧、耍小
聪明有时也可成事，但是要有大成就，必定要朝着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没有其他捷径可寻。惰性是
我们的仇敌。在《谈处群》三篇，作者语重心长、忧国忧民，若不是把个人前途命运和国家命运紧紧
相连，就不会有如此沉重而中肯的思考。中国人有许多劣根性。鲁迅先生对此是横眉冷对、毫不留情
地予以揭露抨击。而朱光潜先生则多了一分温厚和悲悯。在《谈恻隐之心》中他提到罗素在《中国问
题》里讨论中国人贪污、怯懦和残忍的民族性格，时至今日，我们对罗素的观点依然无法反驳。国人
的三大恶习不仅没有随着文明的演进得到改正，反而有愈演愈烈（劣）之势。朱光潜先生在沉痛之后
，一针见血地指出要通过教化培养人们恻隐之心的重要性。《谈冷静》这篇几乎是为鲁莽冲动的我量
身定做。他说：“大抵修养入手的功夫多读书明理，自己时时检点自己，要使理智常是清醒的，不让
情感与欲望恣意孤行，久而久之，自然胸襟澄然，矜平躁释，遇事都能保持冷静的态度。”我生性刚
直口快，难免祸从口出，皆因放纵思维和话语驰骋而出，一逞口舌之快。他还说：“一个人愈易动情
感，凭意气，在学问上愈难有成就。一个有学问的人必定是‘清明在躬，志气在神’，换句话说，必
定能冷静。”既然我打算在学术之路上行远，那么涵养自己的理智和脾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他还指出
不能保持冷静的原因：“凡是不能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的人，毛病都在把‘我’看得太大⋯⋯许多人
动辄发火生气，或放僻邪侈，横无忌惮，或暴戾刚愎，恣意孤行，这种人看来像是强悍勇猛，实在最
软弱，他们做情感的奴隶，或是卑劣欲望的奴隶，自己尚且不能控制，怎能控制旁人或控制环境呢？
”《金刚经》云：“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既然“我”都是不存在的，何来因“
我”被激惹而愠怒呢？“无我”的念头，是一辈子都要秉持的修行。在《谈读书》中，朱光潜先生说
：“一个青年学者就可夸口曾过目万卷，‘过目’的虽多，‘留心’的却少，譬如饮食，不消化的东
西积得愈多，愈易酿成肠胃病，许多浮浅虚骄的习气都由耳食肤受所养成⋯⋯少读如果彻底，必能养
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洋场，虽珍奇满目
，徒惹得心花意乱，空手而归。”回顾连日来我几乎“日刷一书”，看完后又马不停蹄写书评，看似
很忙碌，实际上都偏离正途，只能算在读书上“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既然立志于学术之路，则
要不能仅仅把读书视为兴趣，而更应视为一种训练、一种准备。学术类的书籍即便枯燥浩繁，也要咬
紧牙关攻克，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让人受益一生的道理并不藏在深山，而是触手可得。闻道容易
，而在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中践行道理，则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从闻道到践道，才算是把
大师的教诲领会于心、践蹈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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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谈修养》的笔记-第58页

        《新约》里《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这样一段故事：
  耶稣在庙里布教，一大群人围着他听，刑名师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被拘的妇人来，把她放在群
众当中，向耶稣说：“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被拿着的。摩西在法律中吩咐过我们，像这样的人应用石
头打死，你说怎样办呢？”耶稣弯下身子来用指画地，好像没有听见他们。他们继续着问，耶稣于是
抬起身子来向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让谁先拿石头打她。”说完又弯下身子用指画地
。他们听到这话，各人心里都有内疚，一个一个地走出去，从年老的到最后，只剩下耶稣，那妇人仍
站在当中。耶稣抬起身子向她说：“妇人，告你状的人到哪里去了呢？没有人定你的罪么？”她说：
“没有人，我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以后不要再犯了。”
  这段故事给我以极深的感动，也给我以不小的惶恐。耶稣的宽宥是恻隐之心的最高的表现，高到泯
没羞恶之心的程度，这令人对于他的胸怀起伟大崇高之感。同时，我们也难免惶恐不安。如果这种宽
宥的精神充类至尽，哦哦没不就要姑息养奸，任世间一切罪孽过恶蔓延，简直不受惩罚或裁制么？
  我们对于世间罪孽过恶可以持种种不同的态度。是非善恶本是世间习用的分别，超出时间的看法，
我们对于一切可作平等观。正觉烛照，五蕴皆空。嗔恚有碍正觉，有如“清冷云中，霹雳起火”。无
论在人在我，消除过恶，都当以正觉净戒，不可起嗔恚。这时佛家的态度。其次，即就世间法而论，
是非善恶之类道德观念起于“实用理性批判”。若超出实用的观点，我们可以拿实际人生中一切现象
如同图画戏剧一样去欣赏，不做善恶判断，自不起道德上的爱恶，如尼采所主张的。这时美感的态度
。再次，即就世间法的道德观念而论，人生来不能尽善尽美，我们彼此都有弱点，就不免彼此都有过
错。这是人类共同的不幸。如果遇到弱点的表现，我们须了解这是人情所难免，加以哀矜与宽恕。“
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这是耶稣教徒的态度。

2、《谈修养》的笔记-第106页

        在世界各民族中，我们中国人要算是最能吃苦耐劳的。

3、《谈修养》的笔记-第52页

        罗素的这番话引起我的不安，也引起我有中国民族性的弱点想到普遍人性得弱点。残酷的倾向，
似乎不是某一民族所特有的，它是像盲肠一样有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所文化洗
刷净尽。时代的发展，无论何时何地歧视都存在，特权也仍旧存在。

4、《谈修养》的笔记-第20页

          这题目是一位青年读者提议要我谈的。他的这个提议显示青年们自己感觉到他们在心理上有毛病
。这毛病究竟何在，是怎样酿成的，最好由青年们自己做一个虚心的检讨。我是一个中年人，和青年
人已隔着一层，现时代和我当青年的时代也迥然有别，不能全据私人追忆到的经验，刻舟求剑似的去
臆测目前的事实。我现在所谈的大半根据在教书任职时的观察，观察有时不尽可据，而且我的观察范
围限于大学生。我希望青年读者们拿这旁观者的分析和他们自己的自我检讨比较，并让我知道比较的
结果。这于他们自己有益，于我更有益。
  一个人的性格形成，大半固靠自己的努力，环境的影响也不可一笔抹杀。“豪杰之事虽无文王犹兴
”，但是多数人并非豪杰之士，就不能不有所凭借。很显然地，现实一般青年所可凭借的实太薄弱。
他们所走的并非玫瑰之路。
  先说家庭。多数青年一入学校，便于家庭隔绝，尤其是来自沦陷区域的。在情感上他们得不到家庭
的温慰。抗战期中一般人都感受到经济的压迫，衣食且成问题，何况资遣子弟受教育。在经济上他们
得不到家庭的援助。父兄既远隔，又各为生计所迫，终日奔波劳碌，既送子弟入学校，就把一切委托
给学校，自己全不去管。在学业品行上他们得不到家庭的督导。这些还只是消极的，有些人能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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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影响的，所受的往往是恶影响。父兄把教育子弟当作一种投资，让他们混资格去谋衣食，子弟有
时顺承这个意旨，只把学校当作进身之阶，此其一。父兄有时是贪官污史或土豪劣绅，自己有许多恶
习，让子弟也染着这些恶习，此其二。中国家庭向来是多纠纷，而这种纠纷对于青年人常是隐痛，易
形成心理的变态，此其三。
  次说社会国家。中国社会正当新旧交替之际，过去封建时代的许多积弊恶习还没有涤除净尽，贪污
腐败欺诈凌虐的事情处处都有。青年人心理单纯，对于复杂的社会不能了解。他们凭自己的单纯心里
，建造一种难于立即实现的社会理想，而事实却往往与这理想背道而驰，他们处处感觉到碰壁，于是
失望、惊疑、悲观等情绪源源而来。其次，青年人富于感受性，少定见，好言是非却不真能辨别是非
，常轻随流俗转移，有如素丝，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社会既腐浊，他们就不知不觉跟着它腐浊
。总之，目前环境对于纯洁的青年是一种恶性刺激，对于意志薄弱的青年是一种恶性引诱。加以国家
处在危难的局面，青年人心里抱着极大的希望，也怀着极深的忧惧。他们缺乏冷静的自信，任一股热
情鼓荡，容易提升到高天，也容易降落到深渊。一个人迭次经过这种疟疾式的暖冷夹攻，自然容易变
成虚弱，在身体方面如此，在精神方面也如此。

5、《谈修养》的笔记-第33页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没水喝。这个流行的谚语把我们民族性的弱点表现
得最深刻。”
在这个社会，有些会遇到功利的事，暴露出人的自私，推诿责任。对于这点同意书中对于我们的致命
伤。

6、《谈修养》的笔记-第7页

        从前的青年人病在志气大小，目前的青年人病在志气太小，甚至是无志气。志气太大，理想过高
，事实迎上头来，结果自然是失望烦闷。
很多时候，一个人制定一个的远大的方向无错，但是很多在当中会遇到挫折，而不能逃避，应该迎难
而上，征服它。

7、《谈修养》的笔记-第64页

          德国哲学家尼采把人类精神分为两种，一是阿波罗的，一是狄俄尼索斯的。这两个名称起源于希
腊神话。阿波罗是日神，是光的来源，时间一切事物得着光彩显现形相。希腊人想象阿波罗恋林奥林
匹斯高峰，雍容肃穆，转运他的熠熠生辉的巨眼，普照世间一切，妍丑悲欢，同供玩赏，风帆子动而
此心不为之动，他永远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狄俄尼索斯要在生命幻变中忘却生命幻变所生的痛苦，
纵饮狂歌，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时时随着生命的狂澜流转，如醉如痴，曾不停止一息来返观自然
或是玩味事物的形象，他永远是生命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尼采以为人类精神原有这两种分别，
一静一动，一冷一热，一旁观，一表演。艺术是精神的表现，也有着两种分别，例如图画雕刻等造型
艺术是代表阿波罗精神的，音乐跳舞等非造型艺术是代表狄俄尼索斯精神的。依尼采看，古代希腊人
本最富于狄俄尼索斯精神，体验生命的痛苦最深切，所以内心最悲苦，然而没有走上绝望自杀的路，
就好在有阿波罗精神来营救，使他们由表演者的地位跳到旁观者的地位，由热烈而冷静，于是人生一
切灾祸罪孽变成庄严灿烂的意象，产生了希腊人的最高艺术——悲剧。
  尼采的这番话乍看来未免离奇，实在含有至理。近代心理学区分性格的话和它暗合的很多，我们在
这里不必繁引。尼采专就希腊艺术着眼，以为它的长处在以阿波罗精神化狄俄尼索斯精神。希腊艺术
的作风在后来被称为“古典的”，和“浪漫的”相对立。所谓“古典的”作风特点就在热烈、自由流
露、尽量表现、想象丰富、情感深至，而全体形式则偶不免有瑕疵。从此可知古典主义是偏于阿波罗
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偏于狄俄尼索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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