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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内容概要

观众的情感恰如一架天平，艺术家对情感的处置并无随心所欲的自由。应该看到，在舞台的前面开阔
而黝黯的空间中，观众的情感正通过小心翼翼的衡秤而慢慢积聚。只有恭敬地敏感于这个巨大的情感
实体的存在，它才有可能给舞台以共鸣。
    《观众心理美学》从观众心理角度来阐述戏剧艺术的随笔著作，用散文的笔调对戏剧学乃至心理学
也都作了生动的解读。
    《观众心理美学》由余秋雨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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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现为慈溪）人。在家乡度过童年后到上海读中学和大学，曾任上
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写作学会会长。撰写过大量艺术史论和文化史论著作，在学术界影响巨大。获
“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中国十大艺术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20年前辞职后开始全面考察中华文明，然后又亲身考察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希伯来文明、巴比
伦文明、波斯文明、恒河文明遗址，以及欧洲九十六座城市。由于考察过程中要贴地穿越当今世界最
恐怖的地区，又被电视追踪直播，引起全球各地的极大关注。在考察过程中写出的《文化苦旅》、《
山居笔记》、《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寻觅中华》、《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书籍
，开创“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风，获得两岸三地诸多文学大奖，并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籍畅销排行
榜前列。
　　曾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以及台湾、香港、澳门、
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地演讲“中华大文化史”和“中外文化对比史”。
　　2008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
　　余秋雨先生最近三年新任：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奠基教授，香港凤凰卫视首席文化顾问，澳门科技
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人文艺术学院院长，台湾元智大学桂冠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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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书籍目录

概述：心理美学引论
　一　什么是心理美学
　二　心理美学的立足点
　三　对“观众”的误解
　四　“正常观众”
　五　心理美学的首要范畴
　六　心理美学中的悲剧美和喜剧美
　七　悲剧美为何发生转型
　八　喜剧美为何不适合情感投入
　九　这一对范畴融合了
　十　又从心理学通达了哲学
　十一　审美心理机制
　十二　以“注意”为例
　十三　随意注意
　十四　屏风之争
　十五　心理空间
本论：观众审美心理
第一章　学理基础
　一　心理研究是一种思维升级
　二　接受美学与心理学相遇
　三　接受美学的基本思路
　四　期待视域
第二章　综合的心理需要
　一　心理需要的第一度对象化
　二　心理需要的第二度对象化
　三　心理定式
第三章　反馈流程
　一　反馈的意义．
　二　集体心理体验
　三　剧场内的多角反馈
　四　剧场内外的反馈
第四章　观众的感知
　一　特殊的强度
　二　变异
　三　感知真实
　四　感知力度
第五章　观众的注意力
第六章　观众情感的卷入
第七章　观众的理解和想象
第八章　心理厌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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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章节摘录

一 什么是心理美学    心理美学，Psychological Aesthetics，是一门从审美心理上研究美的学问。这是对
传统美学的一种根本性突破。    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黑格尔是传统美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美学，是他
庞大哲学体系的一部分，基本上与心理学关系不大。他认为，美是“绝对理念”的派生物，或者说，
“美是绝对理念的感性形式”。因此他研究美，以“绝对理念”为起点。不管他是不是把“绝对理念
”解释清楚了，也不管后人是不是理解了他的“绝对理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所建立的，是
一种“自上而下”的美学。    自黑格尔以后，绝大多数美学都继承了这种“自上而下”的模式。即使
并不赞成“绝对理念”，也会首先寻找一个抽象概念，再层层具体化。几乎一切美学著作，包括大学
里的美学教材，总是当头提出一个问题：“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是一个定义，定义可长
可短，但都因艰辛概括、拼凑概念，似乎什么都包罗了，结果却毫无价值。直到今天，这种“美的定
义”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但没有一个能被人们记得。更严重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理论程序，把
人世间大量丰富多彩的美，全都变成了同一源头的概念衍生物，其实是严重脱离了美的存在状态。    
试想，要把狂风暴雨中的惊魂夜海、古代美女的秋波一闪、百岁夫妻的临终握手、大漠莽原的孤狼长
嚎、宋词格律的平仄调整、歌剧女腔的故意停顿、现代画家的实物引入、万众聚集的默然悼念，等等
等等这一些美，全都概括成同一个定义、揭示出同一种理念，有可能吗？有必要吗？有意义吗？    如
果硬要概括，那么，美学从一开始就走向了不美。    当然，也可以用一种聪明的方法来定义：“不丑
即美”。但问题仍然来了：丑是什么？丑和美之间往往只有一点点最微妙的界线，这个界线怎么划定
？世上有辽阔的“不丑不美”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与美和丑的界线又怎么划定？⋯⋯    由此可见，
“自上而下”的美学，一开步就会撞墙。    在学术上，完全可以容忍少数哲学家通过形而上的途径继
续研究人世间一些终极命题的内涵和外延，但是这并不是普遍社会对美学的要求。普遍社会时时、处
处都在发现美、接受美、享用美、创造美，人们希望获得这方面的理论指引。    正是在这样的渴求和
这样的困境中，人们发现，如果把问题的重心从“什么是美”转移到“为什么让人感到美”，整个学
术框架立即就出现了生机。    “为什么让人感到美”，这个问题，把美的接受者当作了主体。随之而
来，“美”也就转化为“美感”。产生“美感”的过程，称作“审美”，因此，这种美学也可以称之
为“审美学”。    一个人如何产生美感，这是心理学课题。由此，美学也就从哲学的门庭转向了心理
学的门庭。所不同的是，在哲学的门庭中，美学的地位不高，分量不重；而到了心理学的门庭，便取
得了特殊地位。心理美学的归结点是美学而不是心理学。当然，这种美学与传统美学有着根本的差异
。二心理美学的立足点    从心理学的方位来研究美，摆脱了抽象概念的云中游戏，产生了一种脚踏实
地的学术凭依。但是，既然脚踏实地了，地上也有多条路可走。    对美的心理学研究，至少有以下三
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研究美的创造者的心理活动过程，也可以称为“艺术家心理研究”。例如
，艺术家的童年记忆，艺术家的精神创伤，艺术家的特殊气质，艺术家的思维异常，等等。    第二条
路，研究艺术作品中的心理逻辑。例如，经典小说中主人公的情感程序，著名绘画中各种眼神所包含
的心理内涵，戏曲的唱腔所刻画的情绪逆反，等等。    第三条路，研究接收者(即观众、听众、读者)
的心理反应，并由此推断艺术创作要遵循的心理规则。    心理美学的立足点，不是第一、第二条路，
而是第三条路。    因此，心理美学也就是“接受美学”，又可以称为“观众审美学”、“观众心理学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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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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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精彩书评

1、在这本书里引用了很多国外名家的著作里面的论述提出了很多概念和理论，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
给出引索，只是有一些：某某的《XXX》书里这样的的话太不科学太不严谨了，我想差原文都查不到
正规的引索应该是要写，哪个出版社、哪年哪月哪版、第几页就是我有点怀疑余秋雨的人品，会不会
把自己臆想出来理论冠以国外名家的旗下？毕竟无法引索嘛，你只给出作者名和书名那当我们找不到
的时候你也可以随便捏造出一个假的版本来误导大家毕竟余秋雨的不认错态度是早有先例的理论上的
东西还是能看能研究的，如果不在意出处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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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章节试读

1、《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15页

        戏剧免不了要引起一些无意注意（偶发性），但应该以有意注意（追索性）为主。在开头部分，
则应尽快地把观众从无意注意引入有意注意。

2、《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6页

        在诸项审美心理机制中，“注意”的地位非常特殊。

3、《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23页

        观众重复看戏的兴趣和注意力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他比剧中人知情，换言之，是洞察一切的优越
感，使观众处于一种兴奋状态和满足状态。

4、《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67页

        没有创作经验的人总是不大珍视、也不大信任观众的理解，因而总是说得太多。

5、《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76页

        剧作家记录的是“小真实”，而生活蕴含着“大真实”，导演和演员必须深入理解生活这个大真
实。导演和演员不应该做剧本的奴隶，而要做剧本的主人，积极主动地体现剧本的构思。

6、《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36页

        【戏剧满足综合心理需要】歌德说在看戏的时候，“一切在你眼前掠过，让心灵和感官都获得享
受，心满意足。那里有的是诗，是绘画，是歌唱和音乐，是表演艺术，而且还不止这些哩！”——《
歌德谈话录》

7、《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51页

        当场反馈是戏剧的属性，这个属性对演员表演功力要求更高（相比电影、电视）。

8、《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38页

        【综合性艺术之“综合”】戏剧、电影、电视作为综合性艺术的“综合”二字，不是来自于自身
艺术成分的组成，而是来自于人们的综合心理需要。

9、《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41页

        符合戏剧（艺术）法则的作品，未必能满足（符合）观众的审美快感（审美心理活动）。

10、《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29页

        接受美学认为，未被接受的任何文学文本和艺术文本都不可能是独立自足的，因为他们还远没有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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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11、《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83页

        在戏剧、电影、电视剧中，大批艺术家都在疯狂地追求观众的适应。他们必须明白的是：不适应
带来的是抵拒，适应带来的是厌倦。

12、《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14页

        在戏的开头部分，引起观众注意是第一位的，人物关系交代是第二位的。

13、《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4页

        悲剧对应仰视，喜剧对应俯视，正剧对应平视。

14、《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74页

        观众的需求历来不是凝固的，他们的审美口味在不断地变化，艺术家必须了解眼下的时间和空间
中观众审美心理的新需求。剧作家不能一味地迎合观众的平庸趣味。

15、《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46页

        【民族审美心理影响民族文艺作品】王国维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
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红楼梦》评论

16、《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9页

        从深层心理上说，悲剧美和喜剧美，对应着人类对社会物象的仰视需要和俯视需要。喜剧会让观
众产生一种自我优越感和轻松感

17、《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3页

        【悲喜可以互融】人类的心理除了转换之外，还有重叠功能和互渗功能。

18、《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5页

        心理美学也就是“接受美学”，又可以称为“观众审美学”、“观众心理学”。

19、《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09页

        一般说来，强暴外力反复欺凌处于被动状态的柔弱之力，观众的感受重于悲；反之，强暴外力遭
到了刚毅之力的抗击，观众的感受重于壮。

20、《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96页

        【所谓“程式”】程式，以一系列约定俗成的方式作用于观众的感官，是艺术家和观众这两方面
对于剧场感知的变异的一种肯定。程式是变异了的感知的一种物化形式。
【真实感和真实】前者接近“自然”和“情理”

21、《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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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心理美学》

        艺术在一般情况下，让观众知道得越多越好。

22、《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81页

        一、看戏时观众的审美感知机能大抵处于一种放松状态；
二、剧场感知是一种浓缩性的感知；
三、剧场感知是一种联动性感知。
（一般生活感知须让位于剧场感知）

23、《观众心理美学》的笔记-第137页

        叙事能力即讲故事的能力，也就是根据对观众注意力的预测而营造情节、结构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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