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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仅看此书编辑顾问，那年代的精英阵容就能吓死人。借谈美，及春秋，所谓深入浅出通达至理的
行文便当如此吧。人生必艺术的说法简直就是给我这些年来的想法和方向照上一道曙光！不再多言，
否则便也是自彰其“丑”了。
2、舉凡中國之國人，大概都難以逃脫“儒道互補”的大體系，做學問也好，做人也罷/在作者看來，
“美”近似于一種“玄幻”的東西，摸不著碰不得，兜兜轉轉，還是無法對美有一個完整確切的認識/
中國人終究還是重實用輕理論
3、艺术是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
4、美学入门
5、MD 盗版这书 还写三联 ~不过书还好
6、很多自认为懂得的道理，却不能像朱老这样能用简单的例子说明白。
7、相比李泽厚、宗白华，我更喜欢朱的文笔，有感受，又有理论
8、哲学和科学，穷其究竟，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无法心动的理由，2016春#
9、入门之作
10、深入浅出，学问蕴涵于故事中。不说教，但让人读了很长知识。适合一般读者阅读~
11、人心净化，人生美化。
12、真正的美不是性欲的快感，不是动情的联想，而是优美的比例与画面构成的，让你赏心悦目的事
物。原来懂得欣赏也是一种能力。
13、这是一本平心静气安安静静品读的书，我却没有在那种环境和心境下阅读，所以我只读出了四颗
星的价值。
14、为了《审美教育书简》的相关内容，又找来《谈美》读了下。学了近一年美学后，对一些以前停
留在感性认识上的观点也有了深层的认知了。比如“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
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这种看似
迂阔又让人感动的观点，都有其根源。后来朱光潜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出了调整，再晚一点又带有回旋
余地的反拨。
15、小书巨著。以及，没见过更质朴可爱的后记了。只有两句话：这部稿子承朱自清、萧石君、奚今
吾三位朋友替我仔细校改过。我每在印成的文章上发见到自己不小心的地方式觉得头痛，所以对他们
特别感谢。~哈哈哈~
16、还是看的电子版，全集第一卷的部分内容
17、把简单的东西说的玄妙复杂，把复杂的东西说的简单明了。句句紧逼，让我对美的理解更上几层
楼，就是热爱无所谓而为。
18、《文艺心理学》之初级读者版~~
19、好读！若世人皆爱美，世道会好很多。
20、易懂和唯心，加一星减一星，抵消了。
21、朴实的语言，十几篇诚恳的对“美”的讲解。
22、翻看，美的历程的确值得一读，但是此书⋯⋯比较适合扫盲
23、(*^__^*)...嘻嘻，这本书虽说有那么一点深奥，但是总体而言还是很不错的。
24、我读的那本可能是安徽教育97年最早那一刷的《谈美》，中学图书馆里借的，封面上有个断臂维
纳斯雕像还带一圈黄色发光的外边，设计得真是丑爆了，和《谈美》这两个字的书名配在一起真是富
有戏剧性的视觉效果！现在这个看着好了很多。另外豆瓣“读这本书的人常去的小组”让我出了一身
冷汗>-<0
25、的确不错。
26、对我来说，有点浅了。
27、“慢慢走，欣赏啊！”
28、把简单的东西说的玄妙复杂，把复杂的东西说的简单明了。句句紧逼，让我对美的理解更上几层
楼，就是热爱无所谓而为。 （2015.7.30）
29、我还是应该回到虚构类去...
30、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喝茶时能读的一本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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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以简单平实的语言为我们铺设通向美的道路
32、受用
33、很早以前读的，突然发现一种全新的看世界的方法，惊喜
34、美的启蒙。
35、薄薄的一本，但蕴含的内容太丰富
36、 深人浅出，有茅塞顿开之感
37、通俗易懂，适合入门。
38、绝对好书，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光，比《谈美书简》写得好
39、进入了一个新的奇妙的美的世界。
40、很值得读一下
41、“无所为而为的玩索”
42、高中语文书后面的名著导读里介绍了好几部书，当时我只看过红楼梦，而因为看了导读萌生阅读
原书冲动的，不是三国不是莎剧不是论语，而是这本名叫谈美的小书，或许当时我就在好奇究竟什么
是美了吧，即使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理论修养的高中生，阅读此书也没有太多困难之处。上大学后，我
也曾重读此书（部分），觉得虽然易懂但仍大有裨益，不得不佩服朱先生之学养深厚而又能深入浅出
。可以说建国后的美学家里我一直最爱朱先生，宗先生虽然学问也好，文字灵动，但文人气息较重，
而朱先生的文字踏实质朴，读着总让人无比安心。
43、当做消遣还是很有趣的。   
44、与其叫《谈美》不如叫《如何培养一个艺术家》，究竟什么才是美朱光潜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
作者只告诉我们如何运用感知去做个有心人进而成为一个艺术家，那到底什么是美呢？当你把自己培
养成一个“艺术家”自然就明白了。
45、浅显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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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一直无法弄清，现实生活与纯洁高尚的艺术之间的距离，自己该采取什么的态度来面对这纷繁
复杂的社会，不断困惑，不断地找不到出路。我终于至于自己于一片混沌和矛盾。我企图把现实与艺
术对等，换来的是冷嘲热讽，我也一直自为清高的不那么喜欢和熟悉的人相处，我怕自己堕入浅薄。
可是，我知道我错了，却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该怎样对整理自己的生活。我开始一点点的接
触一些本质，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发现道理总是让人觉醒。我看到了朱光潜先生的《谈美》。我找
到一些现实生活与艺术的距离，毕竟人首先是生之为人，有时候要像蝼蚁一般的活着，避免格格不入
。但要时刻铭记，我不单只会简单，不单只会饿了吃饭，见到女人渴望。禁欲并不是封杀、淹没你的
性情，是要你更明了的懂得我们要学会静心地面对事情，即使是花草虫鱼，或是凌乱无章的世界。太
近，日子太过忙碌不堪；太远，容易抑郁生厌。离堕落只一步，你会活得更平淡。
2、终于把这本薄薄的《谈美》读完了。。。朱光潜说，“无所为而为”，人要有处世的精神才可以
做如实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都是出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真的是无比赞成他的观点，以艺术家
的方式生活，以美感的态度生活。“无所为而为”，这让我想起了父亲在我来传媒读书前对我说的一
句话：在不含任何企图和目的的前提下，我付出了，就会的到别人的认可。这不正是“无所为而为”
的处世态度和处事方式吗？这本小书大概是讲了四个方面的东西：对美的概述、艺术欣赏、艺术创作
以及艺术与人生。首先，是朱光潜先生对美的概述，通过对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告诉我们美感的态
度和艺术的生活最鲜明的特点是不计较实用的（无所为的）形象的直觉。他认为人生有三种生活方式
组成：实用活动、科学活动以及美感活动。这三点就分别对应着有利的善、抽象的真和物我交互时的
美。但是，不同于一般狭义理解，朱光潜先生认为：真和美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他认为，真和美相对
于善而言，真和美是人生精神上的饥渴。由于当时写作的背景，他在书中还提到：一个没有精神上饥
渴的人和民族，你可以断定他的心灵已经到了疾病衰老的状态。朱光潜先生提到的疾病衰老的状态，
就像是警钟时代的警钟一样，不仅敲击着当时沉睡的中华名族也回荡在当代的时空中。美学对当代艺
术文化建设的意义：在物质极度膨胀的当代世界里，我们要挖掘使用价值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尽可
能得挖掘自己美感的价值，让我们也努力散布几点星光去照耀那和过去一般漆黑的未来。其次，是艺
术欣赏的部分。在此部分中，最让我感兴趣的就是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其中，提到了一个观点“
家花不比野花香”。读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真是愈发喜欢朱老先生了。我觉得，如果他的太太看到
了这段文字时，应该感到十分欣慰。朱太太每天和朱先生在一起生活，在柴米油盐的氛围里，朱先生
竟然可以跳出使用生活的角度，以“无所为而为”的精神欣赏朱太太。这不是每个已婚女子所期盼的
吗？如果每个男人都能像朱先生那样，爱情就不回出现因生活实用的牵绊而出现的审美疲劳和“小三
”的问题了。接着谈了一些“移情”、“人情化”什么的。大概就是说，艺术欣赏和美感体验是物我
交互时的情感往复。在我们欣赏外物时，外物是被我们赋予人的感情；而且，人也会反过来将无的姿
态吸收，模仿无的形象，这也就是美感作用的“陶冶性情”了。所以“无竹使人俗”。广义的快感包
括美感，美感并不是狭义的快感，狭义的快感就只是愉悦。“艺术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对实际人生
没有引诱性。”艺术离不开联想，但是辗转不知的乱想是不可取的。乱想也许会让你增加好感和快感
，但是乱想并不会增加美感。“乱想只是艺术本身以外的价值。”考证、批评与欣赏，考证是有必要
的，对艺术作品的时代背景做一些了解有助于我们欣赏，但是考证只是在历史的领域，并未进入艺术
的领域。批评和欣赏的区别在于：“批评是冷静的、科学的、不含感情的，是一种反省，在作品之外
的评判；欣赏注重感情与物的往复彽回的交流，是一种直觉，是无我合一，在作品里享受”。美感和
美对应人脑与自然美感和美之间是形象，形象出现的动力是创造和情感。人的感觉和自然交互时就出
现了美和美感，美感在人脑里，美在自然里。可是只有在欣赏者和自然直接出现聚精会神的情感往复
时才会出现美感和美。写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看似相反，但是都承认自然中本来就有所谓的美，都认为
艺术的任务在模仿，艺术美就是从自然美模仿而来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艺术来自自然，但是自然
知识素材库，并非作品库。写实派和理想派唯一的区别就是，写实派认为只要是自然地、神造的就是
完美的，所以自然全体都是完美的，不需要艺术家在加以创造，艺术家只会破坏了这种所谓的完美。
写实派认为只要是自然地就可模仿；然而理想派认为，要模仿就得有“类型”，必须要是最典型的那
个，可以见出其他所有的那个典型。但是，这两派的实质：理想主义是精炼的写实主义而已，都是错
误的。再次，朱光潜先生谈了艺术创作。艺术与游戏，联想到了艺术起源说中的“游戏说”。艺术和
游戏确有很多类似点：两者都是将想象的意象客观化；都是一种人情化的活动；都是创造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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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弥补现实世界的缺陷。但是，艺术的社会性又决定了，它和游戏的不同：艺术需要有欣赏者；艺术
要被客观化为作品来传达；艺术进行传达就需要技巧、需要研究其传达媒介。艺术创作中，需要有创
造，就需要想象。创造就是将现有的意象用情感这条线整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想象起到了两种心
理作用：首先通过分想将需要的意象从所有意象中提取出来；其次，通过联想，针对要表达的抽象概
念（如，婕妤之怨），将这些提取出来的意象综合起来。“诗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
像。内外意含蓄，方入诗格。”邵阳日影为“像”为“外意”，其“内意”为“圣宠”。要将漫散的
意象和谐一气综合为艺术作品，其内在动力就是情感，意象之外必有情感。“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
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将小诗《江南》中的单个
意象：莲叶、田、鱼抽取出来时，毫无意境。但是，因为情感的贯穿，原本漫散的意象不再漫散，形
成了一幅极致幽美的意境。“艺术的任务是创造形象，形象靠感情综合。情或出于人，或出于己。出
于己者跳出来审视（审美和现实生活的距离），出于人者钻进去体验。情感最易感通，座椅是可以群
”。情感推动下综合的意象需嵌在格律之中。艺术须寓整齐与变化中，“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
，“从心而欲，不逾矩”。这也是处世之道，在既定框架下展示个性，在法律的范围里享受自由。格
律的因袭是一种模仿，技巧的传承也是一种模仿。技巧包括：传达方式和媒介知识。创造不无模仿，
但只有模仿也不能算是创造。凡艺术家都是一般诗人，一般匠人。艺术创造中由一种现象叫灵感，灵
感是潜意识中酝酿成的情思，经过量的积累最终实现质的突破现于意识。在潜意识中的酝酿就如蚕食
的桑叶，最终现于意识的灵感就是蚕吐的丝。最后，朱光潜先生谈了艺术与人生。应该艺术的生着，
生活艺术化、应该充满情趣。所以，“慢慢走，欣赏啊！”。2012年冬
3、“把简单的事情说得玄妙复杂，或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都是不寻常的本领。前者靠联想
和推理，后者靠直觉和洞察。前者非聪明人不能为，能为后者的人则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诚实。”周
国平这段话里，“能为后者的人”中大概朱光潜老先生可算是例典型。因为同时看的这书和李泽厚的
《美的历程》，我不得不重新审视以前上语文课的态度。总是以为一切课本的安排都和政治书一样带
着洗脑的目的，于是错过了太多对经典作品的深入解读。读到这些经典我才晓得，原来课本里面选了
那些好诗好文作为传统文化的经典来给我们读，可能正是由于几位美学大师的强力推荐。回到书本身
，其实在我看来，艺术最可爱之处在于欣赏的世界真正是一个如萨特所说“主观性林立”的世界。主
观便不可避免地带有偏见，而偏见恰恰是一个人的个性体现。所以读到朱老先生的“注意力的集中，
意象的孤立绝缘，便是美感的态度的最大特点”时，在不敢苟同之余，也深深庆幸。所谓尽信书不如
无书，真正的交流和思考乃是疑惑带来的。然而到了书的最后，终有豁然开朗之感，朱老先生其实并
未把审美的价值与实用的，科学的价值孤立开来。“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此言
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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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谈美》的笔记-第81页

        凡是艺术家都须有一半是诗人，一半是匠人。他要有诗人的妙悟，要有匠人的手腕，只有匠人的
手腕而没有诗人的妙悟，故不能有创作；只有诗人的妙悟而没有将人的手腕，即创作亦难尽善尽美。
妙悟来自性灵，手腕则可得于模仿。匠人虽比诗人身份低，但亦绝不可少。青年作家往往忽略这一点
。

2、《谈美》的笔记-第89页

        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
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犹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
它“成器”，分别全在性分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
唯大英雄能本色，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本色的生活。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人，一
种是伪君子。俗人根本就缺乏本色，伪君子则竭力遮盖本色。朱晦庵有一首诗说：“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艺术的生活就是有“源头活水”的生活。
无论是俗人还是伪君子，他们都是生活中的苟且者，都缺乏艺术家在创造时所应有的良心，只能做喜
剧中的角色。生活落到喜剧里去的人大半都是不艺术的。
艺术家估定事物的价值，全以它能否纳入和谐的整体为标准，往往出于一般人意料之外。他能看重一
般人所看轻的，也能看轻一般人所看重的。在看重一件事物时，他知道执着；在看轻一件事物时，他
也知道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他的豁达。
西方哲人认为善有等级，至高的善是无所为而为的玩索(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从此可知最高的
伦理活动还是一种艺术活动了。
科学家去寻求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
，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并没有隔阂。
艺术是情趣的活动，艺术的生活也就是情趣丰富的生活。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情趣丰富的，对于
许多事物都觉得有趣味，而且到处寻求享受这种趣味。一种是情趣干枯的，对于许多事物都觉得没有
趣味，也不去寻求趣味，只终日拼命和蝇蛆在一块争温饱。后者是俗人，前者就是艺术家。情趣愈丰
富，生活也愈美满，所谓人生的艺术化就是人生的情趣化。

3、《谈美》的笔记-第55页

        像艺术一样，游戏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另造一个理想世界来安慰情感。
近代有许多学者说游戏起于精力的过剩，有力没处用，才去玩把戏。这话虽然未可尽信，却含有若干
真理。人生来就好动，生而不能动，便是苦恼。疾病、老朽、幽囚都是人所最厌恶的，就是它们夺去
动的可能。动愈自由即愈使人快意，所以人常厌恶有限而追求无限。现实界是有限制的，不能容人尽
量自由活动。人不安于此，于是有种种苦闷厌倦。要消遣这种苦闷厌倦，人于是自架空中楼阁。苦闷
起于人生对于“有限”的不满，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追求，游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它
们的功用都在帮助人摆脱实在的世界的缰锁，跳出到可能的世界中去避风息凉。

4、《谈美》的笔记-第15页

        艺术是主观的，都是作者情感的流露，但是它一定要经过几分客观化。艺术都要有情感，但是只
有情感不一定就是艺术。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蔡琰在丢开亲生子回国时绝
写不出《悲愤诗》，杜甫在“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时绝写不出《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这
两首诗都是“痛定思痛”的结果。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
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一般人不能把切身的经验放在一种
距离以外去看，所以情感尽管深刻，经验尽管丰富，终不能创造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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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谈美》的笔记-第22页

        美感经验既是人的情趣和物的姿态的往复回流，我们可以从这个前提中抽出两个结论来：
一、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返照。物的意蕴深浅和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深人所见于物者深，浅人所见
于物者浅。因我把自己的意蕴和情趣移于物，物才能呈现我所见到的形象。我们可以说，各人的世界
都由各人的自我伸张而成。欣赏中都含有几分创造性。
二、人不但移情于物，还要吸收物的姿态于我，还要不知不觉地模仿物的形象。所以美感经验的直接
目的虽不在陶冶性情，而却有陶冶性情的功效。心里印着美的意象，常受美的意象浸润，自然也可以
少存些浊念。苏东坡是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竹不过是美的
形象之一种，一切美的事物都有不令人俗的功效。

6、《谈美》的笔记-第7页

        实用的态度以善为最高目的，科学的态度以真为最高目的，美感的态度以美为最高目的。在实用
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偏在事物对于人的利害，心理活动偏重意志；在科学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
偏在事物间的互相关系，心理活动偏重抽象的思考；在美感的态度中，我们的注意力专在事物本身的
形象，心理活动偏重直觉。真善美都是人所定的价值，不是事物所本有的特质。离开人的观点而言，
事物都混然无别，善恶、真伪、美丑就漫无意义。真善美都含有若干主观的成分。

7、《谈美》的笔记-第87页

        各门艺术的意象都可触类旁通。凡是艺术家都不宜只在本行小范围之内用功夫，须处处留心玩索
，才有深厚的修养。
意象的蕴蓄便是灵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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