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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认为，造形艺术和诗歌，它们有异中之同，即都要模仿

自然；也有同中之异，主要表现在四方面：1.就存在形式说

，诗是一种时间艺术，画是一种空间艺术，诗的表现范围要

比画广，画适宜于表现美，诗则除了美其他丑、怪、悲、喜

、滑稽等均能表现。2.就模仿的媒介说，诗用人为的符号，

即时间中动作发出的声音；画用自然的符号，即空间中物体

的形状和色彩。3.就模仿的对象说，诗描绘时间中先后持续

的事物即动作；画描绘空间中并列的事物即物体。4.就追求

的效果说，诗求其真，再现人的动作的复杂冲突；画求其美

，即姿态和表情上的静穆或静穆的伟大。上述诗画各自的特

殊规律是相互不能超越的，否则就会招致失败，但这些规律

也不是绝对的。 2.三一律 所谓“三一律”，指行动的单一性

、时间的单一性和空间的单一性，它在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

悲剧中，是作家必须遵守的铁律，来自16世纪《诗学》的意

大利注释家之手。卡斯特尔维屈罗认为只有单一的空间与单

一的时间和行动相适应，才能使观众信服。三一律对此后的

戏剧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3.鲍姆加登的“理性类比”概念 

“理性类比”是“美学之父” 鲍姆加登于1739年在《形而上

学》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用“理性类比”肯定了感性

的东西，其内容包括：感性洞察力，即洞察相同之点的能力

；感性敏锐性，即洞察差别的能力；感性记忆；想像力；感

性判断；对类似情况的观察；特殊感觉力。“理性类比”反



映了鲍姆加登把纯粹认识论的美学转到艺术和艺术理论的美

学。 4.黑格尔的情境情节情致 为了实现艺术美的理想，黑格

尔探讨了文艺创作的具体问题，如人物、环境、冲突等问题

，并且提出和论述了情境、情节、情致这样一些重要概念。

分别介绍情境、情节、情致。 5.尼采的日神、酒神论 尼采认

为悲剧是在日神和酒神这两种至深本质的二元冲突中产生的

，日神和酒神是二元对立的两种冲动或精神。日神代表着对

生命个体的肯定，酒神代表着对生命本原的肯定；日神代表

梦的形象世界，酒神代表醉的现实世界；体现日神精神的艺

术是造型艺术和史诗，体现酒神精神的艺术是音乐和抒情诗

。 6.巴尔特的代码理论 巴尔特在其《S/Z》中分析巴尔扎克的

小说《萨拉辛》时提出了关于代码的理论，用S和Z分别代表

书中的两位主要人物。他认为这篇小说具有自足结构和能指

性质，小说中的人物、读者和作者都不过是各种代码，并不

具有实体性。他主要探讨词汇组合所包含的意义，用五种代

码分析文本的能指，释义代码、寓意代码、选择代码、象征

代码和文化代码。 7.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 车尔尼

雪夫斯基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的继承者，他在美学上的

一大贡献是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个唯物主义命题。他是在

批判当代的美学思潮，特别是德国唯心主义美学思潮的过程

中提出这个命题的。他对“美是生活”作了这样的解释：任

何事物，凡是我们在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

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

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这个命题的重大意义，首先在于

它恢复了现实的权利；其次是它揭示了美对生活的依附关系

；三是它在唯心主义美学思想泛滥的情况下，为美学的研究



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8.象征主义的理论主张 象征主义的最大

特征，是通过语言的差异性和暧昧性去揭示它们所暗示的事

物现象的内在性。象征主义的目的在于以主观变形来构成它

的作品；把主客观两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是波德莱尔的“普遍

相似性”的思想；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主要是象征；语言成

为象征主义的中心；象征主义还要求诗歌的音乐性和绘画性

。 9.尼采的日神、酒神论 尼采认为悲剧是在日神和酒神这两

种至深本质的二元冲突中产生的，日神和酒神是二元对立的

两种冲动或精神。日神代表着对生命个体的肯定，酒神代表

着对生命本原的肯定；日神代表梦的形象世界，酒神代表醉

的现实世界；体现日神精神的艺术是造型艺术和史诗，体现

酒神精神的艺术是音乐和抒情诗。 10.穆卡洛夫斯基的“主体

的移心化” 传统的艺术主体仅指作家，穆卡洛夫斯基主张多

功能艺术主体论，除了作家，艺术品的保护人、商人、检察

官、出版家、批评家等都可承担主体的功能，此即所谓“主

体的移心化”。正因为主体不是单元的，是同环境联系的，

故穆卡洛夫斯基强调对话，把它作为联系实际的方式。 11.朗

吉弩斯的《论崇高》 《论崇高》侧重与内在灵魂的涵养提高

，重视作家的心智；列举崇高的五个来源；这五个来源的关

系；《论崇高》还提出了美的范畴问题；朗吉弩斯的《论崇

高》标志着一个新的美学范畴的诞生。 12.柏格森的滑稽论 法

国“非理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柏格森在1900年出版的《笑

》中收入了论滑稽的意义的三篇文章，他的滑稽论包括形式

的滑稽、姿态和动作的滑稽、情景的滑稽、语言的滑稽和性

格的滑稽等方面的内容。 13.阿多诺的否定的美学 阿多诺在“

法兰克福学派”中是最独特的人，也是“社会批判理论”的



创始人之一。他的美学思想大体上可以用“否定的美学”来

加以概括，主要有三方面：1.反艺术；2.文化工业；3.音乐社

会学。 14.穆卡洛夫斯基的“主体的移心化” 传统的艺术主体

仅指作家，穆卡洛夫斯基主张多功能艺术主体论，除了作家

，艺术品的保护人、商人、检察官、出版家、批评家等都可

承担主体的功能，此即所谓“主体的移心化”。正因为主体

不是单元的，是同环境联系的，故穆卡洛夫斯基强调对话，

把它作为联系实际的方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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