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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却不应漫不经心；普及，也不应迎合浅薄。名家文化小丛书所选作者的
叙述文字大多具有叙述明畅、生动、有趣的特点，摘取各家精粹，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
长的时间里，从文化名家的娓娓叙述中获取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 

相关推荐： 

名家文化小丛书（全10册） 

名家文化小丛书：一种人生观

名家文化小丛书：绘画与文学  

名家文化小丛书：书法心理  

名家文化小丛书：我的老师沈从文 

名家文化小丛书：现代中国与西方  

名家文化小丛书：英文词语翻译 

名家文化小丛书：漫说梅兰芳  

我读《石涛画语录》  

    中国古代跳舞史  

 

内容简介

丰子恺原名丰润，字仁。浙江 桐乡 石门镇人。我国现代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
乐教育家和翻译家，是一位多方面卓有成就的文艺大师。解放后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
务理事、美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上海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等职。被国
际友人誉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丰子恺风格独特的漫画作品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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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人们的喜爱。他的作品内涵深刻，耐人寻味。
  本书为其艺术文集。

作者简介

丰子恺(1898—1975年)，浙江桐乡人。漫画家、作家、翻译家、音乐美术教育家。1914年
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受业于名师李叔同。1921年早春借钱去日本游学。十个月后金尽
回国。1922年到浙江上虞春辉中学教授图画和音乐，与朱自清、朱光潜等人结为好友。1
924年开始发表漫画，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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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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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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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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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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得到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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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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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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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到我们的梅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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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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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柏拉图的弟子亚理斯多德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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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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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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