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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范畴，是对事物、现象的本质联系的概括。
范畴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它“是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
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哲学笔记》）。
人类的理论思维，如果不凭借概念、范畴，是无法展开也无从表达的。
美学范畴，同哲学范畴一样，是理论思维的结晶和支点。
一部美学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美学范畴发展史，新范畴的出现，旧范畴的衰歇，范畴涵
义的传承、更新、嬗变，以及范畴体系的形成和演化，构成了美学史的基本内容。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由于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呈现出与西方美学范畴迥然不同的面貌，因而在世
界美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
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非常需要吸纳融汇古代美学范畴中凝聚的审美认识的精粹。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十余年中，美学范畴日益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古代美学和古代文论的研
究重心，在史的研究的基础上，有逐渐向范畴研究和体系研究转移的趋势，这意味着学科研究的深化
和推进，预期在21世纪这种趋势还会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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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先秦诸子以及古代诸“艺”（音乐、舞蹈、武术、围棋等）的“势”论；以翔实的资料和
简要的评介重点展示了中国书法、绘画、文学领域“势”论的建树和演进历程。
最后从艺术动力学的视角概括出“势”范畴的内涵和美学特征，论证了它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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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涂光社，1942年生，籍贯湖北黄陂，在贵州山区度过青少年时代。
1978年考取辽宁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1981年起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文学评论》、《文史》、《文心雕龙学刊》、《古籍
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文心十论》、《势与中国艺术》、《雕龙迁想》、《刘勰
及其文心雕龙》、“中国古代美学范畴发生论》、《因动成势》等，为《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选
（1949-1982）》及《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译注讲析》的两主编和撰稿人之一；并出版了自己创作的《
夏天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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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尹文子?大道上》中说：“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
以治则用势。
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
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
⋯⋯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
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
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
法术之士既看到权力格局中“势”的强制功能，并觉察到能够懂得如何运用权势更为重要。
道、法、术、权、势相济相成和“始终相袭”很能体现黄老的“无为而治”与申韩法术势治的内在联
系。
　　《尹文子?大道上》又说“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
止也。
因圆者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者之自止，使不得转。
”《孙子兵法?兵势》篇有“方者止，圆者行”之语，大概是《尹文子》这个论断的渊源。
事物的体态和属性决定其存在方式和运动趋势，这种况喻后来出现在文学艺术的“体势”论中，用来
说明按照创作体制选定表现方式时应该遵循其自然之势。
随后《尹文子?大道上》又说：“处名位，虽不肖下愚，物不疏己。
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乎不肖与仁贤。
亦吾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
”社会关系的法则尽管和自然关系的法则有相近相通之处，人际关系方面的影响却不应忽略，所以在
智者看来，“系乎势利”的亲疏不可能一概如“地势之自然”般视为是一种必须顺应的“天理”。
　　《尹文子?大道下》以为，人们即使在才能智算方面相同也会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贫贱者“能不怨
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
其敝在于不知乘权藉势之异，而虽日智能之同，是不达之过”。
以权势获取富贵似乎天经地义，人们只应心悦诚服地接受存在差别的现实，只应该也能够借助权势去
谋取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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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古代中国，人们习惯于从“势”的角度去考察和判断事物的运动方式、轨迹和发展前景。
“势”的民族特色鲜明，是一个从大局着眼、重视整体性、以运动属性为内核的形象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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