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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希腊文化概况和

美学思想的萌芽

一希腊文化的概况

希腊美学思想，就有历史记载可凭的来说，发摞于公元前六

世纪，极盛于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即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的

时代。它是和希腊社会经济基础和一般文化情况密切联系着

的。 t

西方古代文化发摞于地中海沿岸，特别是地中海东部爱琴

海→带的岛屿以及希腊半岛(巴尔干半岛)。这是一个多民族的

地区，在公元前三千纪到二千纪，发生过民族大迁徙，在希腊南

部发展出古典文化的民族大半是由爱琴海各岛屿以及由半岛北

部移来的。他们带来了他们原有的奴隶制度，在侵略战争和殖

民扩张之中又不断地把战俘变成奴隶，替他们畜牧耕作和进行

其它方式生产。姑举文化中心的雅典为例来说，在公元前五世

纪，它的全部人口约四十万，其中奴隶就 11) 二十五万左右，剩下

的十五万人之中有一部分是自由民，妞隶主只占少数。

希腊早期的生产主要是农业。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剥削和

对自由民的强取豪夺，财产日渐分化，农业的发展日渐趋向土地

集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土地贵族阶级。王IJ T公元前六世纪左

右，即我们要研究的美学起源的时代，乖月lif经济基础开始发生激

烈的变化。由于战争的频繁(其中最长久的是波斯战争，这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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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雅典势力扩张到小亚细亚，和波斯发生利益冲突所引起的) , 

交通的发达，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像雅典那样拥有海港的城

邦里，农业经济日渐转到工商业经济。这就带来阶级力量对比

的改变:原来经营农业的贵族奴隶主就日趋段落，新兴的工商业

奴隶主就日渐上升。这新兴阶级代表当时进步的力量，与地主

贵族阶级争夺政权。这就形成两大政党一二民主党与贵族党，

所谓"民主"也只是"有限的民主"，即奴隶主内部的民主。在公

元前五世纪左右，这两党力量的对比在希腊各城邦之中并不平

衡。就两个最强盛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来说，斯巴达还主要靠

农业，所以贵族党占优势;雅典主要靠利润较大的工商业，所以

民主党占优势。希腊各城邦(一般很小，只有几万人口)大半环

绕着斯巴达和雅典，形成贵族党和民主党两个对立的阵营，斗争

往往很尖锐，酿成绵延不断的内部战争。希腊文艺家和思想家

在政治上也有这两种不同的倾向，在我们所要研究的美学思想

家之中，大半属于贵族党，只有德漠克利特可能是例外。

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文化主要是奴隶主的文化。他们靠奴隶

劳动，所以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希腊文化起源是很早的。

希腊民族在原始公社和氏族社会阶段，就已经有一套丰富而完

整的神话。这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

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它"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

而且是它的土壤"。①

这套希腊神话有很大一部分保存在荷马史诗里。荷马史诗

从公元前九世纪便已在人民中间口头流传，到公元前六世纪才

写成定本。荷马史诗在古代是-般人民的主要教科书，流传广，

所以影响深。其次，希腊神话也有一部分保存在戏剧里。希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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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特别是悲剧，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达到了顶峰，代表作家

为埃斯库洛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德斯(三大悲剧家)和亚理斯

多芬(喜剧家)。演戏是雅典每年祭神节和文娱节的→个重要项

目 O 看戏就是受教育，它是雅典公民的一种宗教的和政治的任

务。所以文艺在希腊人生活里远比在后来二干多年中都较重

要。此外，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希腊的音乐，建筑，绘画，雕刻

等艺术也都很繁荣，特别是雕刻、它发展到欧洲后来→直没有赶

上的高峰。因此，希腊美学理论是百丰富的文艺实践做基础的。

美学在西方→开始就是哲学的 A个部门。希腊文艺到了公

元前五世纪前后在雅典达到了它的黄金时代，即所谓伯里克里

斯时代。但是也就在这个时代，希腊文他由传统思想统治转变

到自由批判，由文艺时代转变到哲学时代。三大悲剧家中最后

的欧里庇德斯就常向哲学家请教，在作品中对现实社会问题进

干i")己锐的批判，喜剧家亚理斯多芬的作品里也时常流露自由批

判的精神。从此哲学就日渐占上风，→系列的卓越的哲学家，例

如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德漠克手'j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

理斯多德，就陆续出现了。由文艺时代转变到哲学时代的原因

主要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便

日渐繁荣，这就带动了哲学的研究。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所造

成的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民主力量的上升)。新兴的工商业奴

隶主向地主贵族阶级争夺政权。这种"民主运动"促成了批评辩

论的风气。掌握知识和辩论的本领成为争夺政权者的必备条

件，于是就有诡辩学派应运而起。诡辩学派在当时多半站在民

主党方面，代表学术上进步力量，批判和辩论的风气是由他们煽

起的。希腊思想的对象由自然现象转变到社会问题，主要也应

归功于他们。第三，由于希腊在贸易和战争中和斐尼基，波斯和

埃及各民族发生日益频繁的接触，外来的文化思想对希腊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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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激发哲学思考的作用。

哲学家们既然要注意到社会问题，就势必注意到文艺问题;

文艺发展本身也要求理论性的樱括，就势必注意到美学问题。

希腊美学思想发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漠克利特

和苏格拉底，极盛于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ο 现在分述如下。

二毕达哥拉斯学派

毕达哥拉斯学派盛行于公元前穴世纪 他们都是些数学

家，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当时希腊哲学的主要对象还是自然

现象，毕达哥拉斯学派以及稍后的赫拉克利恃都主要是从自然

科学观点去看美学问题的。在自然科学中当时哲学家们有一个

普遍的企图，就是在自然界杂多现象之中，技出统摄一切的原则

或原素。毕达哥拉斯学派大半都是数学家，使认为万物最基本

的原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着宇宙中→切现象。这样把事物的

一种属性(数)加以绝对化，仿佛把它看成)种先于一切而独立

存在的东西，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萌芽。这个基本观点也影

响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于美的看法。

他们认为美就是和谐。他们首先从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

究音乐节奏的和谐，发见声音的质的差别(如长短，高低，轻重

等)都是由发音体方面数量的差别所决定的。例如发音体(如琴

弦)长，声音就伏，震动速度快，声音就高，震动速度慢，声音就

低。因此，音乐的基本原则在数量的关系，音乐节奏的和谐是由

高低长短轻重各种不同的音调，按照→定数量上的比例所组成

的。这派学者是用数的比例来表示不同音程的创始人，例如第

八音程是 1: 2. 第四音程是 3:4. 第五音程是 2:3 。

从音乐里数量关系的研究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找到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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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的原则，这个原则由这派门徒波 lR ~勒特在他的〈论法规〉

型，这样 h日以转述:

t萨达 ;:f拉斯学派说(柏ft 阳往往;辰 11) 这派的 i占)， -tf 乐是对、工闪

亲的和l惰的统.把杂多导致统. • 1"巴不协调导致协调 c

这是希腊辩证思想的最早的萌芽，也是文艺思想中"寓整齐于变

化"原则的最早的萌芽。

毕达哥拉斯学派把音乐中和谐的jE理推广到建筑，雕刻等

其它艺术，探求什么样的数量比例才会产生美的效果，得出了一

些经验性的规范。技里克勒特在前已提到的〈论法规}里就记载

f →些这样的规击。例如在欧洲有长久影响的"黄金分割"(最
美的线形为长与宽成→定比例的长方形)就是这派发见的。他

们也有时认为圆球形最美。这种偏噎形式的探讨是后来美学里

形式主义的萌芽。

这派学者还把数与和谐的原则应用于天文学的研究，因而

形成所谓"诸天音乐"或"宇宙和谐"的慨念，认为天上诸星体在

遵照一定轨道运动之中，也产生」种和谐的音乐。苏联美学史

家阿斯木斯在〈古代思想家论艺术}的序论里评论这种概念说，

"音乐和谐的概念原只是对一种艺术领域研究的结果，毕达哥拉

斯学派把它推广到全体宇宙中去……因此，连天文学即宇宙学

在这派看来，也具有美学的性质"。他们把天体看成圆球形，认

为这也是最美的形体。这里可注意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整个

自然界看作美学的对象，并不限于艺术。

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注意到艺术对人的影响。他们提出两个

带有神秘色彰的看法，一个是"小宇宙"(人)类似"大宇宙"的看

法(近似中国道家"小周天"的看法).，他们认为人体就像天体，

都由数与和谐的原则统辖着。人有内在的和谐，碰到外在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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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同声相应"，所以欣然契合。因此，人才能爱美和欣赏艺术。

另一个看法是人体的内在和谐可以受到外在的和谐的影响。他

们把这个楠念应用到医学上去，得出类似中国医学里阴阳五行

说的结论。不但在身体方面，就是在心理方面，内在和谐也可以

受到外在和谐的影响。他们把音乐风格大体分为刚柔两种，不

同的音乐风格可以在昕众中引起相应的心情而引起性格的变

化，例如听者性格偏柔，刚的乐调可以使他的心情由柔变刚。艺

术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和性格，所以产生教育的作用。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和

形式主义的美学思想对柏拉图，普洛丁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文

艺复兴时代专心钻研形式技巧的艺术家们，都发生过深刻的影

响。

三赫拉克利特

西方早期哲学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现点的最大的代表

是赫拉克利恃(公元前 530一公元前 470 左右)。他的重要著作

〈论自然〉现在仅存一些残篇断简，其中直接涉及美学的不多。

他受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但是放弃了这派的唯心的和神

秘的色彩，明确地走唯物主义的方向。他在白然的杂多现象里

寻求统一原则时，认为希腊人所说的地水风火四大原素之中，火

是最基本的。自然事物都是处在由地到水到风到火(上升)和由

火到风到水到地(下降)的不断转变的过程。 这样他就肯定了世

界的物质基础和转变发展的辩证过程O

在辩证观点方面，赫拉克利特也认为"自然趋向差异对立，

协调是从差异对立而不是从类似的东西产生的"，"结合体是由

完整的与不完整的，相同的和相异的，协调的与不协调的因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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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这个看法虽近似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但却比它迈进了

一大步。毕达哥拉斯学派侧重对立的和谐，赫拉克利持则侧重

对立的斗争。他说得很明确:"差异的东西相会合，从不同的因

素产生最美的和谐，一切都起于斗争。"侧重和谐就是侧重平衡

和静止，侧重斗争就是侧重变动和发展，所以毕达哥拉斯学派把
数量关系加以绝对化和固定化，而赫拉克利特则强调世界的不

断的变动和更新。他认为一切都在变动中，像流水一样，前水已

不是后水，没有人能在同一河流里插足两次。这虽是一个一般

哲学的观点，对于美学却有重大意义，相信赫拉克利特的看法，

美就不能是绝对永恒的东西。赫拉克利特说过，"比起人来，最

美的猴子也还是丑的"。这就是美的标准相对性的一句最简短

最形象化的说明。

四德漠克利持

德漠克利特(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 左右)是古代唯物思

想的重要代表，原子论的创始人。据古代传记，他写过〈节奏与

和谐)，(论音乐)，(论诗的美)， {论绘画}等一系列的有关美学的

著作，可惜已全部失传。就他的一些断简残篇看，很大部分是谈

灵感问题的。他认为"荷马由于生来就得到神的才能，所以创造

出丰富多彩的伟大的诗篇";"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

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这是古代希腊流行的看法，

所以在神话中每门艺术都有护神。不过灵感说与德漠克利特的

哲学观点不符合，疑流传的资料不很可靠。

古代乐论家斐罗迭姆在〈论音乐〉里寻|过德漠克利特的一段

话，说他认为"音乐是最年轻的艺术"，因为"音乐并不产生T需

要，而是产生于正在发展的奢侈"(有译为"余力"的)。这里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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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值得注意，第-，他开始从社会发展看艺术的起源;其次，他这

个看法多少含有近代席勒和斯宾塞的"余力说"的萌芽。依这种

余力说，人在满足直接生活需要而有余力时，才进行自由的艺术

活动，创造出多少是超功利的美的作品。

但是德漠克利特的较重要的贡献在于他的原子论和认识

论。根据他的原子论，物体的表面分地出微细的液粒，通过空气

影响人的感官，才使人得到物体的"意象"。这就是感性认识O

感性认识还是朦胧的，要达到正确的认识，却必须经过理智。在

这里，他肯定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也指出了感性

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正确关系。这就替美学汀 F了唯物主义的认

识论基础。

五 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一公元前 399) 在四方哲学中起过深

刻的影响，却没有留下一部著作。关于他的美学观点，主要的文

献是他的门徒克塞纳芬的{回忆录〉。他标志着希腊美学思想的

一个很大的转变。前此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赫拉克利特等人都主

要地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要替美找自然科学的解

释;到了苏格拉底才主要地从社会科学的观点去看美学问题，要

替美找社会科学的解释。从〈回忆录〉卷三第八章的资料看，他

把美和效用联系起来看，美必定是有用的，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

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从效用出发，苏恪拉底见出美的相对

性。所谓"相对"就是依存于效用，是有所对待的，例如"盾从防

御看是美的，矛则从射击的敏捷和力量看是美的飞从此可见，

同一件东西，对这个效用(例如防御)来说是走的，对另一个效用

(例如进攻)来说就不是美的。所以→件东西是美是丑，要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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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用;效用好坏，又要看用者的立场。因此，美不能说是完全

在事物本身，与人无关。阿斯木斯评论 jlJ苏格拉底的这一观点

时，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

美不是事物的→种绝对属性，不iiEJ{!再 f事物，既不依存于它的

JH途，也不依存于它对其它事物关系的那种属性。美不能离开日的

件， !lP 不能离开事物在显得有价值UJ它所处的关系，不能离开事物对

实现人愿望它要达到的目的的适宜fl:c 就这个意义说，"美"和"善"

两个概念是统 4的;也就是从这个，这义出发，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阐

明 r 美的相对性。

一二( rfi'代思想、家 ì-t艺术}的序论

此外，苏格拉底对于艺术创造的看法也很值得注意。他早

年继他的父亲操石匠的职业，以石匠的身份学过雕刻，所以对艺

术创造活动有亲身的体会。他接受了当时普遍流行的"艺术摹

仿自然"的信条，但是他反对把"摹仿"了解为"抄袭"。从〈回忆

录〉卷三第十章所记载的他和当时艺术家的两次谈话看，他主张

画家画像，雕刻家雕像，都不应只描绘外貌细节，而应"现出生

命"，"表现出心灵状态"，使人看到就觉得"像是活的";他还说艺

术不应奴隶似地临摹自然，而应在白然形体中选择出→些要素，

去构成一个极美的整体。因此，他认为艺术家刻画出来的人物

可以比原来的真人物更美。

六结束语

在早期希腊，美学是自然哲学的→个组成部分。早期思想

家们首先关心的是美的客观现实基础 υ 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美看

成在数量比例上所见出的和谐，而和谐贝iJ起于对立的统→。从

数量比例观点出发，他们找出了→些美的形式因素，如完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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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形最美)，比例对称("黄金分割"最美)，节奏等等。数的概念

经过绝对化，美仿佛就只在形式。赫拉克利特对于辩证观点深

入了一步，侧重对立的斗争，因而见出美的发展过程与美的相对

性。德漠克利恃提出一种唯物主义的原子论和感性认识与理性

认识统一的认识论。

苏格拉底是早期希腊美学思想转变的关键。他把注意的中

心由自然界转到社会，美学也转变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组成部

分。他从社会观点指出美的评价标准在于对于人的效用;根据

效用标准，他见出美的相对性。从此美与善就密切联系在一起，

而美学与伦理学和政治学也就密切联系在一起了。文艺的社会

功用问题也从此突出地提到日程上来了。他对于希腊的"艺术

摹仿自然"的看法也比过去有深一层的理解，见到了艺术的理想

化。

总之，在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以前已有相当好的基础。美

学的主要问题大体明确了:那就是文艺的现实基础和文艺的社

会功用。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所要解决的也正是这两个主要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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