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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试】2024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精品资料 

 

说明：本套资料由高分研究生潜心整理编写，高清 PDF电子版支持打印，考研首选资料。 

一、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真题汇编 

1．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2001、2006、2008、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说明：分析历年考研真题可以把握出题脉络，了解考题难度、风格，侧重点等，为考研复习指明方向。 

 

2．附赠重点名校：西方哲学史 2010-2022年考研真题汇编（暂无答案） 

说明：本科目没有收集到历年考研真题，赠送重点名校考研真题汇编，因不同院校真题相似性极高，甚至

部分考题完全相同，建议考生备考过程中认真研究其他院校的考研真题。 

 

二、2024年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资料 

3．《西方美学史》考研相关资料 

（1）《西方美学史》[笔记+课件+提纲]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美学史》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必备资料。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美学史》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非本校课件，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美学史》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2）《西方美学史》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4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美学史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4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美学史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4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美学史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4．《西方哲学简史》考研相关资料 

（1）《西方哲学简史》[笔记+课件+提纲] 

①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哲学简史》考研复习笔记。 

说明：本书重点复习笔记，条理清晰，重难点突出，提高复习效率，基础强化阶段首选资料。 

②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哲学简史》本科生课件。 

说明：参考书配套授课 PPT课件，条理清晰，内容详尽，版权归属制作教师，本项免费赠送。 

③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哲学简史》复习提纲。 

说明：该科目复习重难点提纲，提炼出重难点，有的放矢，提高复习针对性。 

 

5．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哲学史考研核心题库（含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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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21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西方哲学史名词解释精编。 

②2021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西方哲学史简答题精编。 

③2021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核心题库之西方哲学史论述题精编。 

说明：本题库涵盖了该考研科目常考题型及重点题型，根据历年考研大纲要求，结合考研真题进行的分类

汇编并给出了详细答案，针对性强，是考研复习首选资料。 

 

6．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①2021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哲学史考研专业课五套仿真模拟题。 

说明：严格按照本科目最新专业课真题题型和难度出题，共五套全仿真模拟试题含答案解析。 

②2021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哲学史考研强化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强化检测使用。共五套强化模拟题，均含有详细答案解析，考研强化复习必备。 

③2021 年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哲学史考研冲刺五套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 

说明：专业课冲刺检测使用。共五套冲刺预测试题，均有详细答案解析，最后冲刺必备资料。 

 

三、电子版资料全国统一零售价 

7．本套考研资料包含以上一、二部分（高清 PDF 电子版，不含教材），全国统一零售价：[￥] 

特别说明： 

①本套资料由本机构编写组按照考试大纲、真题、指定参考书等公开信息整理收集编写，仅供考研复习参

考，与目标学校及研究生院官方无关，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将立即处理。 

②资料中若有真题及课件为免费赠送，仅供参考，版权归属学校及制作老师，在此对版权所有者表示感谢，

如有异议及不妥，请联系我们，我们将无条件立即处理！ 

 

四、2024年研究生入学考试指定/推荐参考书目（资料不包括教材） 

8．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初试参考书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 

 

五、本套考研资料适用学院和专业 

哲学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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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声明 

 

编写组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著作权，同时我们尊重知识产权，对本电子书部分内容参考和引用的市面

上已出版或发行图书及来自互联网等资料的文字、图片、表格数据等资料，均要求注明作者和来源。但由

于各种原因，如资料引用时未能联系上作者或者无法确认内容来源等，因而有部分未注明作者或来源，在

此对原作者或权利人表示感谢。若使用过程中对本书有任何异议请直接联系我们，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与您

沟通处理。 

因编撰此电子书属于首次，加之作者水平和时间所限，书中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考生读

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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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备考信息 

 

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初试参考书目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 

 

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招生适用院系 

哲学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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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804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历年真题汇编 

 

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2001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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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金ё榜华研电子书 

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2006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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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2008 年考研真题（暂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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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核心笔记 

 

《西方哲学简史》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希腊哲学的精神和问题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古希腊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 

考点：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史的地位 

考点：希腊哲学的特点 

 

考研核心笔记 

1.希腊哲学在西方哲学史的地位 

用美国哲学史家梯利的观点来讲: 青岛掌а心博阅电子书 

（1）希腊哲学奠定了一切后来的西方思想体系的基础。 

（2）希腊哲学几乎提出和提供了两千年来欧洲文明所探索的所有的问题和答案。 

（3）希腊哲学提供了人类思想从神话式的原始形式演进到复杂多样的体系的一个最好的例证。 

当然它这种地位是与希腊哲学处于哲学的素朴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应在历史中理解它的地位。 

 

2.希腊哲学的特点 

（将希腊哲学与中国、印度哲学比较） 

（1）相同点：①都不是最古老的进化形态，脱胎于古宗教与神话。 

②诞生年代相近，即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公元前 200 年) 

（2）不同点：①从哲学与古代宗教、神话的关系上比较。 

 古印度：哲学与宗教未能彼此区分，以佛教、印度教经典为主。 

古希腊：哲学与宗教有了比较明确地划分，以神为理性的化身，批判“神人同形同性论”自觉地与宗教

划清界线，有明显的非宗教性。 

中国哲学：介于印度与希腊之间，对宗教敬而远之。 

②从表达方式上讲：印度：以说教为主，但其中充满了思辩的论证思想，代表学说是因明学，以因明

学认证教义。 

  古希腊：以说理为主，以论辩、讨论为主来说明哲学道路。（理性精神） 

中国哲学：在说教中说明道理，介乎二者中国，名家亦有论辩成就。 

 

3.古希腊哲学中的几个关键概念 

（1）Physis=nature=自然指的是运动变化的原因 

表达了古希腊哲学的思辩性，按亚里士多德所言，哲学起源于诧异。希腊人由于航海原因，对天相变

化十分敏感，由此引发了对运动变化及其原因的思考。这一派哲学爱就被称为自然哲学家，这一派进而引

发了后世的物理学的诞生。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都是早期的天文学家、宇宙学家、数学家等。代表人物为泰

勒斯（Thales）。 

（2）Arche=beginning=本原指的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的名称和代表 

古希腊人认为事物的本原决定了其发展与归宿，即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全过程中。这样就可以寻找到事

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对于本原的关注，反映了人类的心理需要。这种对本原的探索又可分成两类：①对自然

本原的探索：②对社会本原的探索（中国古代的神话，如中国的三皇五帝的传说） 

但二者差异之大，令人惊诧①则体现了理性的光芒；②则看来较为荒诞，原因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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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osmos=cosmos=宇宙指的是天地之间所有的事物的总体以及这引起事物之间的秩序。 

（4）philosophia=哲学。 指“爱智慧”。智慧指对于世界本原的思辩，“爱”即是沉思和静观之态度。

是理性光芒的体现。 

（5）schale=spare=闲暇由于希腊思辩要求静观性思维，故需要一种在闲暇条件下的思考。一方面哲学

家在当时都属于贵族，但为什么希腊贵族要以闲暇去思考呢？亚里士多德提出贵族的特征是高尚，而贵族

的高尚生活恰恰体现于①战争②狩猎③哲学思考中，希腊人的文明恰恰表现在诸如几何学、天文学等方面

构成了当时而言的科学体系，特别是形成了以学院、学园为中心的理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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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早期自然哲学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米利都派，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派 

考点：爱利亚派，元素派，原子论青岛掌а心博阅电子书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早期自然哲学 

包括：（1）认为本原是一且变化的:伊奥尼亚派（包括米利都派和赫拉克利特）。 

      （2）认为本原是多且不变的:毕达哥拉斯派。 

（3）认为本原是一且不变的:爱利亚派。 

  （4）认为本原是多且变化的:元素派和原子论者。 

 

1.米利都派 

（1）泰利斯（Thal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85/584 年）。 

哲学观点： 

①认为水是万物的本原。（本原论） 

②认为万物都充满着神灵。（物活论） 

（2）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鼎盛年为公元前 570 年）。 

哲学观点： 

①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定”（无限者）。 

②认为万物的生成是的“无定”分化，万物的消亡则是万物归复于“无定”。 

③认为事物的生成必然伴随着另一些事物的消亡。他把这叫做“补偿原则”，这也意味着他第一次明确

的表达了运动必然性和原因的观念。 

（3）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46/545 年）。 

哲学观点： 

①认为“气”是世界的本原。 

②认为气有冷和热两种性质，以及与之对应的浓聚和稀疏两种运动，万物就是根据这两种运动由气转

化而成。 

以上米利都派三个代表人物的哲学观点的联系： 

从他们的各自观点看，他们都认为万物产生于一个本原，或者说万物可用一个原因来说明，而且都承

认万物的运动变化。但是，在对本原进行说明和规定上，在对本原与万物之间的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的说

明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别，而且这种差别体现了对一与多的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扩大和丰富。 

 

2.赫拉克利特 

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鼎盛年为公元前 504-501 年）。 

他的哲学观点要比米利都派更丰富，尤其是在关于运动和变化问题的认识上。 

（1）火本原说。 

包括 2 个方面的意思： 

①从外在形态来看，火是万物的本原，万物是火转化而成。 

②从内在本性来看，万物与火一样，有着同样永恒不变的原则。 

（2）逻各斯学说。 

①逻各斯的含义。 

②认为逻各斯在“火”中是直接表现的，但在其他万物中则是内在的，要靠理性才能发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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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生成辩证法。 

①向对立面转化的关系。 

②对立和谐的关系。 

③对立也是同一的关系。 

④对立是相对的关系。 

 

3.毕达哥拉斯派青岛掌л心博阅О电子书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鼎盛年为公元前 532/531 年）。 

主要是“数本原说”。 

（1）认为一切事物的性质都是数的规定性。 

（2）认为数字先于事物而存在，是构成事物的基本单位。 

 

4.爱利亚派 

爱利亚派产生于意大利南部的“爱利亚”城，流行于公元前 6 世纪与公元前 5 世纪之间，实际创始人和

主要代表是巴门尼德，其他代表人物有克塞诺芬尼、芝诺。 

（1）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40 年） 

他的理论表现为一种“神学”，主张“一神论”，反对多神论。 

他的神学观点的哲学意义在于他讲的“神”所具有的唯一性、绝对性、普遍性和不变性，具有对世界的

根本和最高存在原则的规定性质，这一点是后来爱利亚派的哲学中心思想。 

另外，他讲的“神”只有靠抽象思维才能领会和把握，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哲学范畴的意义。 

（2）巴门尼德（Parmenides、鼎盛年为公元前 500 年） 

他的哲学不仅仅代表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里的一派观点，而且他对自己的哲学观点的论证是思辨的，

即通过分析概念的逻辑关系来得出结论，证明观点，他的思想的思辨性和论辩性具有早期自然哲学的最高

水平，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主要哲学观点: 

①提出“是者”（存在）是世界的本原，认为它最具对世界的概括性和统一性。 

②认为对“是者”的认识有如下两点是重要的。 

a.“所是的东西不能不是”，“不是的东西必定不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

它不可能存在。）。 

b.“能够被说和被想的与是者是同一个东西”（能被思维者和被存在者是同一的）。 

因此他反对认为“是者既是又不是”这样的看法。 

③他认为“是者”有如下的性质，并进行论证: 

a.不生不灭；b.连续性；c.完满性。 

在他看来，这三个性质与用感官把握的世界的性质是相反的。 

④与他的“是者”论一致，他区分了“真理”和“意见”两种认识对象以及相对应的两种认识能力。 

巴门尼德的哲学思想的意义: 

a.他用“是者（存在）”这个从具体感性事物中经人们头脑反映出来的事物的共性，作为世界的本质或

本原，这是人类认识的一种进步，表现了从个别向一般的进步，体现了人类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 

b.他在哲学上提出了“存在”和“非存在”、本体和现象、真理和意见、一和多、永恒和生灭、运动和静

止、可分和不可分、连续与间断等对立概念和现象，蕴含着辩证法的因素，给后人提供了可探索的一系列

问题。 

c.他在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的观点。 

d.他在哲学史上开了逻辑论证方法的先河。 

（3）芝诺（Zenon、鼎盛年为公元前 468 年）。 

他提出否定运动的论证，而且使用的是反证法，亚里士多德因此推他为辩证法的创始人。 

芝诺否定运动可能的 4 个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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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美学史》考研核心笔记 

 

第 1 章  希腊文化概况和美学思想的萌芽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希腊文化的概况 

考点：毕达哥拉斯学派 

考点：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希腊文化的概况 

发源期  BC6  代表：毕达哥拉斯学派  赫拉克利特  德谟克利特  苏格拉底  

转型期  BC5  雅典的黄金时代（伯力克里期时代） 希腊文化由传统思想统治转变成自由批判，有文

艺时代转变到哲学时代。（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贸易战争中的文化思想交流。） 

极盛于  BC(5-4)  代表：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古希腊文化主要是奴隶主文化，所谓“民主”也只是“有限的民主”，即奴隶主内部的民主。除德谟

克利特外器物大部分美学思想家都是贵族党。 

【核心笔记】毕达哥拉斯学派 

盛行于 BC6，主要由数学家组成，他们从自然观点去看美学问题，他们以自然现象为研究对象，认为

宇宙中最基本的原素是数，数的原则统治宇宙中的一切现象。 

因此，他们得出美就是和谐的结论。 

首先他们从数学和声学的观点去研究音乐节奏的和谐，认为音乐的基本原则在数量关系，音乐节奏的

和谐就是各种不同的音调按一定数量的比例组成。由此得出一个辩证原则，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

这是希腊辩证思想的最早萌芽，也是文艺思想“寓整齐于变化”原则的最早萌芽。 

毕达哥拉斯学派说（柏拉图往往采用这派的话），音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把杂多导致统一，把

不协调导致协调。 

——波里克勒特  《论法规》 

其次，他们将数与和谐的原则推广到雕塑，建筑，总结得出一些经验性规范，如“黄金分割”，认为

圆球形最美等，这是美学形式主义的萌芽。 

第三，他们还把这一原则应用到天文学方面，形成“宇宙和谐”（“诸天音乐”）的概念，认为天上

的诸星体在遵照一定轨道运动之中，也产生一种和谐的音乐。即把整个宇宙看做美学的对象，而并不限于

艺术。 

最后，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注意到艺术对人的影响，他们认为人体就像天体也有数与和谐的原则统辖，

当人内在（“小宇宙”）的和谐与外在（“大宇宙”）的和谐“同声相应”时，人才爱美和欣赏艺术。另

外，人的内在和谐还会受到外在和谐的影响。 

【核心笔记】赫拉克利特 

早期哲学中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观点的最大代表。《论自然》 

朴素唯物主义：世界由水风火地四大原素构成，其中火是最基本的，而且这四种原素还会不断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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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观点：毕达哥拉斯学派侧重对立的和谐，而赫拉克利特则侧重对立的斗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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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认为美的标准具有相对性，一切都在变动，美不

是绝对永恒的。强调世界的不断变动和更新。“比起人来，最美的猴子也还是丑的”。 

【核心笔记】德谟克利特 

原子论创始人 《节奏与和谐》、《论音乐》、《论诗的美》、《论绘画》（皆已失传） 

近似“余力说”：“音乐是最年轻的艺术”，因为“音乐并不产生于需要，而是产生于正在发展的奢

侈”。这是近代席勒和斯宾塞“余力说”的萌芽，并说明他开始从社会发展方面看艺术的起源。 

原子论和认识论：物体表面分泌出的液体微粒，通过空气影响人的感官，才使人对物体产生“意象”

（感性认识），但这种认识必须经过理智，才能达到理性认识。这说明他认识到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以

及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为美学打下唯物主义认识论基础。 

【核心笔记】苏格拉底 

标志着希腊美学思想的一个很大转变《回忆录》（门徒克塞纳芬著） 

希腊美学思想的重大转变：由从自然科学观点去看美学转变为从社会科学观点去看待美学。  

美即效用：有用就美，无用就丑，但由于不同的人对应不同的效用，因此美具有相对性。这说明美不

完全在事物，与人也有关系。 

艺术摹仿自然，但模仿并非抄袭，艺术不应只描绘自然外貌的细节，而应“现出生命”“表现出心灵

状态”。另外，还应该从自然形体中选择一些要素，构成美的整体，使艺术刻画出的形象比原来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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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柏拉图 

 

考研提纲及考试要求 

 

考点：文艺对客观现实的关系 

考点：鄙视艺术的根源 

考点：文艺摹仿的方式 

考点：灵感与文艺创作的关系 

 

考研核心笔记 

【核心笔记】美学的基本观点 

柏拉图 《大希庇阿斯》、《伊安》、《会饮》、《理想国》、《法律》等 

著作多用对话体（“直接叙述”）这一独立的文学形式写成。运用与学术讨论即所谓的“苏格拉底式

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特点在于侧重揭露矛盾，剥茧抽丝地逐层揭露矛盾。柏拉图在政治上的基本动机就

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足以维持贵族统治的政教制度和思想基础。他的思想在文艺复兴运动和浪漫运动中

都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文艺对客观现实的关系  

理式说：（理式世界第一性、感性的现实世界第二性、艺术世界第三性） 

理式是指最高的绝对理念，是永恒真实的，独立于人而存在。客观现实世界只是理式世界的摹本，至

于艺术，又是客观世界的摹本，因此相对于真实的理式世界来说，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

“和真实隔着三层”所以否定了艺术的真实性。换句话说，艺术世界依存与客观现实世界，而客观现实世

界又依存于理式世界，艺术世界与真实的理式世界隔了三层，从而不具备真实性，不能真实地表现现实。

柏拉图的这种观点以其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为基础的。唯心哲学都是神权社会的影子，柏拉图所谓的“理

式”其实是神，他的客观唯心主义正是保卫神权（贵族统治）的哲学，而神权正式没落贵族阶级所利用的

思想武器。柏拉图强调理式世界的永恒性，实即强调贵族政体的永恒性。 

 

2.鄙视艺术的根源：阶级根源 

由于柏拉图否定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艺术见不出事物的本质，因此在柏拉图将人所分为的九种等级中，

诗人和艺术家位列第六，而“达到美感教育最高成就的人”，即“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

者”位列第一。这种等级区别根源于柏拉图对艺术的鄙视，表现在：艺术包括手艺，一般由奴隶从事，艺

术家的地位是卑微的，他们所创作的只是手艺活儿。而第一等人是贵族中文化修养的最高代表，他们无需

亲身创作，他们只要静观，因为柏拉图认为审美活动的极境是凝神观照，此时产生的“无限欣喜”是最高

的美感，而且这种美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的对象；他们所观照的对象不是具体的感性的不真实的艺术

品，而是最高的永恒的理式，是不带感性形象的美，是一种抽象道理，即哲学。 

P.S.希腊人所了解的“艺术”（tekhne）是指可凭专门知识来学会的工作，不仅包含我们所说的艺术还

有我们称作“手艺”（“匠”）的部分。 

  

3.关于艺术美 

既然美来自绝对理式，且艺术是不真实的，那艺术作品可否用“美”来形容？柏拉图认为，艺术是摹

本的摹本，然而毕竟直接或间接摹仿了理式世界，因此还是能够“分享”一点理式的美，但却是微不足道

的。另外，根据“灵魂轮回”说，感性事物之美是灵魂隐约“回忆”到它在未依附肉体之前在天上所见到

的真美（理式世界的美），因此与理式美还是有一点联系的。但柏拉图始终将艺术美看作绝对美零星模糊

的摹本，并且认为现实美高于艺术美，因为现实世界比艺术世界更接近理式世界。美不能沾染一点感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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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否则就不完满了。 

 

4.对美育的看法 

美育首先使一个人认识到个别具体形象中的美；接着又使其“学会了解此一形体或彼一形体的与其他

一切形体的美都是贯通的”，即从许多个别的美的形体中见出的美的形式；再进一步又使其学会“把心灵

的美看的比形体的美更可珍贵”，即达到理式世界的最高的美。 

【核心笔记】文艺的社会功用 

柏拉图对诗和艺术的社会影响具有深刻认识，因此在制定理想国计划时，他充分考虑了艺术对理想国

的影响和作用。理想国的理想是“正义”（即各阶级各司其职）。建设理想国，就要培养保卫城邦的正义

的人，各类公民应各司其职。公民分三个等级，最高的是哲学家，他们拥有理智；其次是战士，他们具有

意志；最低的是农工商，他们具有情欲。要达到正义，意志和情欲都必须要为理智所统治。 

艺术是否能发挥这种作用呢？柏拉图首先对文艺作品的内容进行讨论。 

第一，荷马史诗和悲剧、喜剧的影响都是坏的，因为它们既破坏了希腊崇拜神和英雄的中心信仰，又

使人性格中的理智失去控制，所以破坏了“正义”。（悲剧“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哀怜癖”；喜剧

使人“于无意中染到小丑的习气”。） 

第二，文艺摹仿的方式对人性格的影响也是坏的，反对理想国的保卫者从事戏剧摹仿和扮演，原因有

二，一是保卫者应专心保卫国家，一心不能二用；二是摹仿的对象通常都是坏人或软弱的人，长此以往，

保卫者的性格也会受到玷污。因此，柏拉图对诗人下了逐客令。他认为诗总能歌颂神和英雄，内容上只能

说好，另外形式要简朴，并且要固守几种类型。其次柏拉图又对音乐进行了检查，检查的结果是只有两种

类型的音乐可以保留，一是用于逆境，表现勇敢如战斗意味强的佛律暌亚式；二是用于顺境，表现聪慧如

音调简单严肃的多里斯式。 

文艺摹仿的方式：（1）完全用直接叙述，如悲剧、喜剧。（2）完全用间接叙述，“只有诗人在说话”，

如颂歌。（3）头两种方式的混合，如史诗和其他叙事诗。第二种方式是柏拉图认为最好的，最坏的是戏

剧性摹仿。 

总之，根据政治教育效果的标准即文艺对人类社会有用，必须服务于政治，文艺的好坏必须首先从政

治标准来衡量，柏拉图否定文艺的社会功用。但柏拉图确是西方将政治教育效果作为文艺评价标准的第一

人。 

【核心笔记】文艺才能的来源——灵感 

第一种解释：神灵凭附到诗人或艺术家身上，使其处于迷狂状态，将灵感输送给他，暗中操纵其进行

创作，即诗人是神的代言人。（《伊安》） 

第二种解释：不朽的灵魂从前生带来回忆。灵魂隐约回忆到它未依附到肉体之前在理式世界所见到的

理式美。灵魂依附肉体，只是暂时现象，而且是罪孽的惩罚。但灵魂的本质上是努力向上的。 （《斐德

若》） 

柏拉图在《斐德若》、《会饮》篇的对话中经常拿诗和艺术与爱情相提并论，是因为文艺和爱情都要

达到灵魂见到真美的影子时所发生的迷狂状态。 

这种观点强调文艺的无理性，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是反动的，但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新柏拉图

主义的普洛丁。 

灵感与文艺创作的关系 

柏拉图将理智与灵感完全对立，否定文艺创作中理智的作用；将天才与人力完全对立，这里天才等同

于灵感，人力等同于创作技巧，因此否定艺术技巧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因为单凭技巧不能创造文艺。但

柏拉图承认艺术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就像磁石吸铁一样。但他所谓的感染力以灵感为基础，而不是实践生

活和作品的艺术性，归根到底仍在宣扬神的伟大。 

文学家的三条件（《斐德若》）：“第一是生来就有语文天才，其次是知识，第三是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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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辅导课件 

 

《西方哲学简史》考研辅导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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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复习提纲 

 

《西方哲学简史》考研复习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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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核心题库 

 

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核心题库之名词解释精编 

 

1． 悬搁判断 

【答案】批驳可知论，提倡不可知论和怀疑论的逻辑论据之一、古希腊梅特罗多洛、克吕西普、埃奈

西德穆、阿格利巴、美诺多托斯等提出。就认识对象作出直接的或间接的判断都是不可能的．这些判断是

建立在其他判断上的，势必导致“无穷倒退”．对认识对象作出的正反两个判断．都能同等地得到证明。

因而导致“二律背反”．即“既是又不是”．“既不是又不是不是”。这样．既不能作出肯定的判断．又

不能作出否定的判断．只能“悬搁判断”。存而不论、放弃一切认识活动。他们宣称．怀疑论体系的基本

原则是。每一个判断都有一个相反的判断；相信这个原则的结果、就要中止判断、对呈现在面前的对象不

能有所言说，由此达到“心灵平静无忧”的目的。 

 

2． 不属灵 

【答案】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与自己的欲望妥协。 

 

3． 自由 

【答案】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康德） 

 

4． 普洛丁 

【答案】普洛丁作为一位古罗马时期的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认为世界的本

源是太一，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中原始的力量，或者可以说是神，是美好元素的统一。普洛丁认为太一就是

柏拉图的理念。太一在到达充满或者说是成熟的时候，就会流溢出其他元素，依次流溢出宇宙理性、灵魂

和感性的世界。流溢出来的事物在哲学的理解层次上说，层次越来越低，反映太一的光辉就越来越微弱，

因而越来越不完善。在感性世界中的物质，是与“太一”完全对立的，因而是万恶之源。在他看来，一切

精神的东西都是“太一”或神流溢的结果，并且最终要回到“太一”；只有物质因为与精神对立而不能回

归，所以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摆脱物质的束缚，回归到神的真善美统一的世界。普洛丁的“太一”说，已经

与中世纪的神学观念十分相似。 

 

5． 三位一体 

【答案】在《圣经》中，并没有“三位一体”这个词汇。但后世正统派教会根据《圣经》的有关记载，

认为上帝是通过圣父、圣子、圣灵的行动和表现来显示它的本体的，因此强调上帝即是一神，又包括圣父、

圣子、圣灵三个位格。 

 

6． 印象和观念 

【答案】强调观念是印象的摹本，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实际上为经验论基本原则。（休谟） 

 

7． 始基 

【答案】古希腊语。作为哲学名词，真正使用者是赫拉克利特。泰勒斯起开始具有哲学上的意义，指

万物的根源或基本，万物从它产生又可复归于它的共同的东西。 

 

8． 感性 

【答案】通过我们被对象刺激的方式来接受观念的能力。感性=感觉素材+直观形式也即时空。（康德） 

 

9． 属灵 

【答案】指的是一个人可以尊主为大，思想、言语、行为都不违反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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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父哲学 

【答案】是基督教为其教义辩护的一种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主要分为希腊和拉丁两大派。教父哲

学主要是以哲学论证神、三位一体、创世、原罪、救赎、预定、天国等教义。 教父哲学认为真理的精神

世界必然存在，而且必须首先独立存在和永恒存在。无论人们掌握与否，都无法予以否定。这真理的精神

世界就是神 。人类的思维是可以本能地直观到神的. 

 

11．《方法论》 

【答案】是笛卡尔在 1637 年出版的著名哲学论著，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科学研究方法

有极大的影响，有人曾说*欧洲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笛卡儿主义者，就是指的受方法论的影响，而不是指

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 

 

12．影像说 

【答案】影像说是古希腊原子唯物主义者提出的一种说明认识来源的学说。它承认人的认识是由外界

客观对象引起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朴素的反映论。——留基伯、德谟克利特 

 

13．奴斯 

【答案】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术语。一般译为“理性”、“心灵”。希腊文，最初是指

感知、认识、理解事物的东西。 

 

14．《实践理性批判》 

【答案】康德三大批判之一。康德扮演的是基督教真理的维护者，是他首次确定了精神的永存和上帝

的存在。书中讨论了生活中的至善问题，康德认为人在绝对服从道德律令的情况下，不应该只是去寻找快

乐，而应该去寻找上帝赐予我们的幸福。 

 

15．《逻辑哲学论》 

【答案】本书的结尾有些令人惊讶，达成了关于哲学的有点激烈的结论。它明确的建议任何形而上学

的讨论都位于意义领域之外，而唯一正确的哲学方法是为自然科学而舍弃哲学。 

 

16．四根说 

【答案】四根说，由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提出的，他认为，火、土、气、水是组成万物的根，万

物因四根的组合而生成，因四根的分离而消失。 

 

17．内省经验 

【答案】洛克把一切知识归根于观念，一切观念又可被分析为简单观念。洛克断言，简单观念是不可

再分的，是构成知识的固定不变的、最单纯的要素。所有的简单观众念，都来自外部感官或内省，也就是

说，都来自外部经验或内部经验。（洛克） 

 

18．自因 

【答案】是西方哲学史中标明自身是自身存在原因的。 

 

19．实践理性 

【答案】指与我们的行动和选择有关的理性。所以，实践理性首先与我们对行动的理由和动机的理解

相关。人类理性有两种功能,一是认识功能,一是意志功能,康德称前者为理论理性,称后者为实践理性。（康

德） 

 

20．种子说 

【答案】“种子”说，由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提出，他认为，构成万物的细小微粒是种子。种

子的性质与事物的可感性质相同，事物有多少种性质，构成它的种子就有多少类；数目众多的一类种子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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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事物的一种性质或一个部分。 

 

21．白板说 

【答案】主张认识来源于经验的一种哲学思想。西方哲学家用它来比喻人类心灵的本来状态像白纸一

样没有任何印迹。（洛克） 

 

22．《忏悔录》 

【答案】记载了卢梭从出生到 1766 年被迫离开圣皮埃尔岛之间 50 多年的生活经历。他历数了孩提时

寄人篱下所受到的粗暴待遇，描写了他进入社会后所受到的虐待以及他耳闻目睹的种种黑暗和不平，愤怒

地揭露社会的“弱肉强食”、“强权即公理”以及统治阶级的丑恶腐朽。该书名为“忏悔”，实则“控诉”、

“呐喊”并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卑贱者” 倾注了深切的同情。 

 

23．《人类理智新论》 

【答案】德国近代哲学家莱布尼茨的主要哲学著作之一。这是他针对 J.洛克的《人类理智论》进行论

战的作品，其章节标题都依洛克的原书，并用代表洛克和他本人的两个人对话的形式写成。 

 

24．《哲学原理》 

【答案】序言中首先阐明了哲学的任务和功用。他认为哲学思考就是关于获得知识的方法的讨论，获

得知识的最好方法是理性演绎法。以往人们获得知识有 4 种途径*直觉经验、感觉经验、传闻知识和书本

知识。但并不是知识的第一原因和真正真理。因此，笛卡尔要创立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来认识世界。 

 

25．范式 

【答案】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

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 

 

26．绝对命令 

【答案】表达普遍道德规律和最高行为原则的术语。（康德） 

 

27．唯名论 

【答案】否认共相具有客观实在性，认为共相后于事物，只有个别的感性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 

 

28．表象 

【答案】凡意识到的、想到的一切都可以叫做表象。（康德） 

 

29．《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答案】本书包含了康德哲学体系最主要的观点，而且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本书可以说是康德此前

一部巨著《纯粹理性批判》的“通俗本”。在书中，康德对人的认识能力（理性）作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

要为人类未来建立一种真正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做好头脑上的准备。 

 

30．《工具论》 

【答案】亚里士多德主要论述了演绎法，该书为形式逻辑奠定了基础，对这门科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31．《判断力批判》 

【答案】康德三大批判之一。康德寻求两个分割的世界的沟通，认为自由的道德律令要在感性的现实

世界实现出来，其中介是反思判断力。既带知性性质，又带理性性质，从特殊去寻求普遍的反思判断力按

照“自然合目的性”来沟通认识与道德两大领域，实现自然界的必然王国与道德界的自由王国的和谐，康

德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之间建构一反思判断，最终完成了其先验论哲学体系，此书分《审美判断力批判》与

《目的的判断力批判》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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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人类知识原理》 

【答案】认为只要否定了物质的客观存在，就可以驳倒唯物主义，“移掉”无神论的基石。认为人们

通常所说的事物只是观念的集合，观念存在于感知者心中，提出“存在即被感知”的唯心主义基本原则，

宣称物质实体并不存在，而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为了避免唯我论，他肯定观念来自上帝，并认为观念的

存在就证明上帝存在。 

 

33．四因说 

【答案】四因说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种观点，认为有“形式因”，“质料因”，“动

力因”，“目的因”组成，其中目的因是终极的，是最重要的。他相信自然界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有其目的

的。 

 

34．《上帝之城》 

【答案】作者为希坡的奥古斯丁所著,主要论述神圣的照管及人类的历史。提醒神的国度是属灵及永垂

不朽的，而并非是这世界 任一国家能取代的。“上帝之城”是第一部教会历史哲学。 

 

35．《物理学》 

【答案】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后面给牛顿等人很大的启发。 

 

36．实在论 

【答案】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出的意见，只有“理式”或者理念才具有充分的存在和实在，个别的

东西是没有充分的实在和存在的。 

 

37．意志自由 

【答案】意志是心灵的一种活动,当康德用“意志”的时候专指心灵活动自由的一面,与理性和感性想

区别。理性与感性严格来说都是不自由的,因为理性要遵守理性的规律,例如逻辑；而感性要遵守感官的认

识形式。但康德又认为人的心灵是自由的,虽然认识活动必须遵守认识的规律,但有一个自由,那就是能够进

行选择。例如看到有人落水,我可以选择救也可以不救,这不受任何规律的限制。因此康德用意志代表心灵

三种活动中自由的一面,称自由意志。（康德） 

 

38．智者 

【答案】公元前 5～前 4 世纪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师的统称。公元前 5 世纪前智者泛指聪明

并具有某种知识技能的人，后来自然科学家、诗人、音乐家乃至政治家，也被称为智者。由于智者能言善

辩及晚期智者的末流堕于诡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其看成是歪曲真理、玩弄似是而非的智慧的人。因

而智者在历史上又成为诡辩论者的同义语。其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智者在思想上接受赫拉

克利特的万物流变思想，肯定运动变化着的感觉现象的真实性，但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认为知识就是

感觉，无所谓真假是非之分，把个人的感觉作为真理的标准。 

 

39．知性 

【答案】知性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的认知能力。（康德） 

 

40．《纯粹理性批判》 

【答案】康德三大批判之一。指独立于一切经验的理性；而所谓“批判”，则是指对这种纯粹思辨的

理性进行一种考察，以便弄清楚人类知识的来源、范围与界限，这样才可以既避免独断论，又避免怀疑论，

从而为建立一个科学的形而上学奠定基础。 

 

41．统觉 

【答案】意识，或表象外部事物的内部状态的反思知识。（莱布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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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考研题库[仿真+强化+冲刺] 

 

北京大学 804西方美学（含西方哲学）之西方美学史考研仿真五套模拟题 

 

2024 年西方美学史五套仿真模拟题及详细答案解析（一） 

 

一、名词解释 

1． 知性 

【答案】用来认识有限和有条件的事物，又被翻译为“悟性”，介于感性和理性之间，具有三个特点： 

①人的一种主动下判断的能力，重视事物间的固定特征和多种特性之间的区别。 

②注重事物的抽象的普遍性研究 

③是分析性活动，而不是综合性活动。 

知性对于区别事物的质料、力量、类别是必需的，在艺术创作中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和

美的形式，但是，知性不能认识世界的总体，不懂得事物在流动变化。 

理性用来认识无限和无条件的对象，是对事物全面本质和内在联系的认识。 

只有理性才能克服知性分析的片面性，在知性分析的基础上，将简单的规定加以综合达到多样统一。 

 

2． 美育代宗教说 

【答案】（1）蔡元培提出；  （2）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 （3）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

的 （4）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二、简答题 

3． 简述“新柏拉图主义—人生是灵魂的回归或上升过程”的内容。 

【答案】（1）神或者上帝是一切事物、一切对立与差异、精神和肉体、形式与质料的源泉——太一。 

（2）太一生成“努斯”，“努斯”生成灵魂。 

（3）灵魂不是依附于身体，相反，是身体依附灵魂。 

（4）灵魂一旦进入肉体，就因污染而堕落。 

（5）灵魂的“静观”可以让人灵魂脱落肉体，从昏暗走想澄明。 

 

4． 悲剧的基本特征 

【答案】（1）通过对人生存在的否定性体验，从而展现对人生存在价值的肯定。  

（2）悲剧的审美冲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社会及自身存在的冲突和超越。  

（3）悲剧的情感体验是一种人生实践存在的深层体验。 

 

5． 康德的审美判断四契机学说 

【答案】康德从形式逻辑判断的质、量、关系和方式四个方面对审美判断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

审美判断四契机学说。第一契机从质的方面说，美是主观的，无利害的快感。第二契机从量的方面看，审

美判断是无概念而又有普遍性的。第三契机是从关系上看，审美判断没有目的又有合目的性。第四契机从

方式上看，即从判断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看，审美判断不但是可能性、现实性，而且要求必然性。

也就是说，审美对象对任何人都具有必然性，必然引起审美快感，二者之间有必然联系。总观康德关于审

美判断四契机的学说，其中揭示了审美现象的一系列矛盾或二律背反。                         

 

6． 简述亚里士多德学术生涯和主要著作。 

【答案】（1）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 384-前 322），“古代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20 岁师从

柏拉图，在学园求学，与腓力二世及亚历山大关系甚笃。前 336 年左右创办吕克昂学园，称为“逍遥学派”。 

（2）精通天文，数学、物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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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著作《诗学》《修辞学》《形而上学》《政治学》等。 

 

三、论述题 

7． 如何理解黑格尔的“艺术类型说”？ 

【答案】艺术是普遍理念与个别感性形象，即内容与形式，由矛盾对立而统一的精神活动。但是这两

对立面的完全吻合只是一个理想，而事实上它们之间却有不同程度的吻合。因此艺术就分成三种类型，即

象征型，古典型和浪漫型。具体如下： 

最初的类型是象征型艺术，在这个阶段，人类心灵力求把它所朦胧认识到的理念表现出来，但是还不

能找到适合的感性形象，于是就采用符号来象征。典型的象征艺术是印度、埃及、波斯等东方民族的建筑，

如神庙、金字塔之类。这种艺术的一般特征是用形式离奇而体积庞大的东西来象征一个民族的某些抽象的

理想，所产生的印象往往不是内容与形式谐和的美，而是巨量物质压倒心灵的那种崇高风格。 

但是，形式总是由内容决定的，象征艺术在物质形式和精神内容这方面还有缺陷，所以到了一定发展

阶段，它就要解体，让位给较高类型的艺术。这较高类型就是古典艺术，到了古典艺术，精神才达到主客

体的统一，精神内容和物质形式才达到完满的契合一致。因此，认识到感性形象也就同时很明确地认识到

它所显现的理念。典型的古典型艺术是希腊雕刻。 

但是精神是无限的、自由的，而古典艺术所借以表现神的人体形状毕竟是有限的、不自由的。这个矛

盾就导致古典艺术的解体。而接着来的是浪漫型的艺术。典型的浪漫艺术是近代欧洲的基督教的艺术。在

浪漫艺术里，无限的心灵发见有限的物质不能完满地表现它自己，于是就从物质世界退回到它本身，即退

回到心灵世界。这样，浪漫艺术就达到与象征艺术相反的一个极端，象征艺术是物质溢出精神，而浪漫艺

术则是精神溢出物质。 

所以就无限精神的伸展来说，浪漫艺术处于艺术的最高的发展阶段，但是就艺术的内容与形式一致来

说，古典艺术终于是最完美的艺术。 

 

8． 论述柏拉图的艺术论 

【答案】（１）艺术摹仿论。柏拉图的关于艺术的思想也是建立在他的理式论哲学基础上。在艺术本

质的认识上，他认为文艺是对理念的摹仿，不具有真理性，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 

柏拉图在理念论的基础上，对艺术摹仿自然这一流行的古老看法作了新的解释。在柏拉图以前，摹仿

主要指行为的摹仿，柏拉图则赋予摹仿以认识论的意义，他注重的主要是原本和摹本之间的关系。依据理

式论，柏拉图提出三种世界：理念——现实——文艺（艺术）。他认为，理念是唯一真实的存在，自然只

是理念的“影子”，而摹仿自然的艺术就是“影子的影子”。具体而言，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是世界之

本源，是统摄万物的最高存在，它不依赖于任何外在条件而存在，超然物外，无形无色，不生不灭，永恒

不变。现实世界、物质世界是第二性的，是对理念世界的摹仿。任何摹仿都只能触及事物的表象、影象，

而不是实体，它只能模仿理念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不是全部与实质。艺术世界是第三性的，是对现实

世界的摹仿，距离真理更遥远，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 

（２）迷狂说（灵感说） 

柏拉图认为艺术是一种创造，并从创造主体和心理方面试图揭示艺术创造的实质，提出了著名的迷狂

说（灵感论）。 

柏拉图认为，文艺创作来自诗人的灵感。在柏拉图之前，德谟克利特已经注意到了灵感，后来苏格拉

底把灵感神秘化了：“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灵感。传神谕的先知们说出了很多美好的东西，却

不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很明显，诗人的情况也是这样。”而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

思想。 

此外，他还把迷狂说和灵魂轮回说结合起来。 

柏拉图灵感说的要点在于：第一，诗或一般艺术作品本质上不是人的产品，而是神的诏谕；第二，诗

人只是神的代言人；第三，文艺创造不是健康合理的思维活动，而是一种丧失理智的迷狂状态。 

总之，柏拉图认为，文艺创作来自诗人的灵感，来自神力凭附时的一种迷狂冲动。创作来自灵感，灵

感来自神力。“灵感”，希腊文原意指“神赐的灵气”。柏拉图认为，创作过程是神的操纵过程。神力凭

更多资料搜索公众号【考研云分享】获取

https://www.kaoyany.top



                                                                 

                                                                              考研精品资料 

 第 263 页 共 

474 页 

附在诗人身上，把启示、灵感输送给诗人，使其陷入如醉如痴的迷狂状态。 

柏拉图的灵感说把艺术家的创作能力和创作过程都神秘化了，完全排斥了理性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

取消了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这显然是消极的、有害的。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灵感毕竟是文艺、科学

等人类创造活动中普遍存在的极为复杂的精神现象，柏拉图肯定了灵感现象的存在和必要，认为灵感比技

艺优越，最早对灵感进行了系统研究，生动地描绘和揭示了灵感现象的某些特征，这些不但不失其积极意

义，而且可以说是在美学史上开启了有关艺术创造过程和创造主体以及心理学方面的美学研究。迷狂说最

早涉及到文艺的心理机制、情感机制，影响了后世注重心灵表现的美学家，开了“表现论”的源头。 

（３）创造审美王国：文艺的社会作用 

柏拉图对文艺社会作用的看法，是从他的贵族国家论出发的，是建立在他的“理想国”思想上，强调

文艺必须对人类有用，有益于城邦、合于城邦制定的规范。他认为，人的灵魂有三个部分：理智、意志和

情欲。理智使人聪慧，意志发为勇敢，情欲应加节制。只有让理智支配意志和情欲，使之各尽其性，才符

合所谓“正义”，才是理想的入。国家无非是个人的放大，相应地也就分成三个等级，相当于理智的是统

治者即哲学王，相当于意志的是保卫者即武士，相当于情欲的是劳动者即农工商。只有应统治的统治，该

服从的服从，三者各按其本分行动而各尽其天职，才能实现和谐的、符合正义的“理想国”。 

在柏拉图看来，文艺只属于情欲，绝不属于理智，文艺不但不能给人真理，反而逢迎人的情欲，摧残

人的理性，亵渎神明，伤风败俗，不利于培养未来“理想国”的统治者，因此必须对文艺实行严格的审查

监督制度，对那些违背贵族伦理政治需要的作品无情地加以清洗，把诗人从“理想国”驱逐出去。经过他

的检查，当时希腊的文艺作品，包括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在内，大半受到猛烈的攻击和严厉的否定。他

给诗人列有两大罪状：首先，荷马和悲剧诗人的作品最严重的毛病是说谎，歪曲了神和英雄的性格。本来

“神不是一切事物的因，只是好的事物的因”，而这些作品却把神写成随便就相争相斗，互相欺骗，陷害

谋杀，既贪财又怕事，轻易就发笑，遇到灾祸就哀哭，甚至奸淫劫掠，无恶不做，造祸于人。这不但不能

使青年学会聪慧、善良和节制，成为理想的统治者，反而会怂恿青年干坏事，以至借口神的榜样而自宽自

解，原谅自己。他甚至认为，凡是说谎，都是“行了一个办法，可以颠覆国家，如同颠覆一只船一样”。

其次，为了讨好观众，诗人总是不让情欲接受理智的节制，这会“培养发育人性中低劣的部分，摧残理性

的部分”。例如，悲剧为使观众得到快感，总是尽量满足人们在碰到灾祸时要尽量哭一场、哀诉一番的自

然倾向。他称这种自然倾向为“感伤癖”或“哀怜癖”，说悲剧就是使人们“拿旁人的灾祸来滋养自己的

哀怜癖”，等到亲临灾祸时，哀怜癖就不受理智控制，就不能沉着、镇定和勇敢。喜剧也一样，平时引以

为耻不肯说的话，不肯做的事，看喜剧时就不嫌它粗鄙，反而感到愉快，就是因为喜剧尽量满足了人的本

性中的诙谐欲念，逢迎快感，结果就无意中感染上小丑习气。总之，一切欲念理应枯萎，而诗却灌溉它们，

滋养它们。 

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似乎柏拉图否定文艺的社会作用。恰恰相反，他十分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

他认为，文艺直接关系到统治者的教育问题，对国家和人生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他承认艺术具有强大的

感染力，特别对儿童性格的形成有深刻的影响，因为一个人开始所受的教育的方向，将决定他未来的生活。

为此，他提出了一种审美教育的主张。他说，图画和一切类似艺术，如纺织、刺绣、建筑、器具制作以及

动植物形体，“这一切都各有美与不美的分别”，不只要“监督诗人们，强迫他们在诗里只描写善的东西

和美的东西的影像，否则就不准他们在我们的城邦里做诗”，而且“同时也要监督其他艺术家们，不准他

们在生物图画、建筑物以及任何制作品之中，摹仿罪恶、放荡、自鄙和淫秽，如果犯禁，也就不准他们在

我们的城邦里开业”，应使青年“天天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处身四周健康有益的环境，从小培养起对

美的爱好，形成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另一方面，柏拉图也并不否定一切艺术，并非无条件地驱逐一切诗

人。他说，只要“能找到理由，证明她在一个政治修明的国家里有合法地位，我们还是很乐意欢迎她回来，

因为我们也很感觉到她的魔力。但是违背真理是在所不许的”。他要求诗人证明，“诗不仅能引起快感，

而且对于国家和人生有效用，诗不但是愉快的，而且是有益的”。其实，这正是柏拉图对文艺的基本要求。

即文艺必须服从哲学和政治。柏拉图可以说是最早提出文艺与政治相互关系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

点是政治标准第一。他认为，政治思想不好的作品，“它们愈美，就愈不宜讲给要自由、宁死不做奴隶的

青年人和成年人听。政治标准第一，这是阶级社会中任何统治阶级对待文艺的普遍要求。文艺离不开社会，

离不开人群，因而也就离不开政治。柏拉图的错误不在强调政治标准，而在几乎取消了艺术标准。这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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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性不利于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但从国家利益和人生的角度出发考察文艺，要求国家和社会关心艺术作品

的性质和功用，要求文艺表现真、善、美的东西，要求文艺有益于国家和人生，禁止有害的文艺作品在社

会上流传，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等等，这些都是合理的、深刻的，至今发人深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

曾经这样称赞柏拉图：“柏拉图从他的艺术概念引伸出生动的、辉煌的、深刻的结论来。他依据他的原理

断定艺术的意义在于人生及其对现实其它方面的关系。”“他所思索的不是星辰的宇宙而是人间的大地，

不是幻影而是人群。而且柏拉图所想的首先是：人应该是国家公民，人不应梦想国家所不需要的事物，而

应该生活得高尚而且有为，应该促进同胞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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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赠重点名校: 西方哲学史 2010-2022 年考研真题汇编 

 

第一篇、2022 年西方哲学史考研真题汇编 

 

2022 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814 西方哲学史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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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2021 年西方哲学史考研真题汇编 

 

2021 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814 西方哲学史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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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安徽师范大学 813 西方哲学史考研专业课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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