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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这套丛书精选了赫然于汉学家案头的那些奠基之作。
这些著作是西方学宿公认的经典，在西方学界理解中国思想的进程中，这些经典奠定了范式和框架。
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推开一扇窗户，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藉此领略海外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的图
景。
　　二十年前，在研究中国思想的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还横亘着一条鸿沟。
西方学者在撰写著作之前，需要阅读中国杰出学者和西方同行的作品，然后才能自己落笔著述。
但在中国人看来，西方人对中国思想的研究顶多是边角的余兴。
中国是孤悬于西方学者研究边缘的对象，中国学者也并不重视西方人研习中国文化的著作，于是，两
个学术群体之间几乎没有对话。
　　今天大量汉学家们的作品被翻译出版，充盈着中国的书店卖场；学者们则在中西学府之间往来切
磋，络绎不绝。
顶尖的中国学者臻缮了他们的外语技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西方同道们的研究兴趣也与日俱增。
西方学者也终于能用中文和中国同行一起参加中国的会议和研讨。
西方学者认识到中国的哲学和文化仍然鲜活，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就是最好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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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势(中国的效力观)》是一本话题独特，生动有力地探讨中国思想的书。
《势(中国的效力观)》集中讨论中国的“势”这一概念。
中国思想非常注意“势”，它相当于西方人所谓的“局势逻辑”，人在面对某种状况时，只有当他懂
得利用其所身处的局势，他的行动才会带来效果。
为了实现一个趋势所具有的可能性，他必须知道从那些还处于萌芽状态之中的元素里，分辨哪些是有
益的而加以鼓励，哪些是有害的而应该阻止，正如一个园丁会加护良性植物也会除掉杂草的根。
　　《势(中国的效力观)》作者余莲教授检视了中国经典里关于势的论述，涵盖了政治、战略、书法
、绘画、文章之体气、龙的意象、势在现实世界里的运作等等，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有提供佐证的具
体细节，全面地探讨了历来中国人对效力的想法及实际应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势>>

作者简介

　　余莲，（1951—），法国哲学家，著名汉学家。
曾任法国中国研究协会主席(1988-1990)、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所长。
研究领域：哲学与中国思想（上古思想、新儒学、中国古典文学及美学理论），比较方法学与跨文化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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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引言一　静与动之间二　令人尴尬的暖昧性：势（“位置”、“情势”、“权力”、“活力”）
三　不同场域共有的一致性：组合之中起作用的潜势状态、机能运作的两极性、交替作用的趋势四　
一个文化里具有启发性的一个字五　反观我们的哲学成见六　在我们的质询内部往上溯源敬告读者第
一卷第一章　有效力的布置所产生的可能性（战略上）一　投入之前胜负已决二　从趋势产生可能性
的概念三　势胜过人的美德，摒除一切超自然因素四　情况的变化与势的更新五　重要的原创性：避
免正面冲突第二章　势位是决定的因素（政治上）一　效力外在于人的性格二　政治权势以力量强弱
关系来运作三　君主至上的势位作为专制政体的工具四　权力趋势的自动性五　中国人的势观的激进
性第一卷结论　一种操纵逻辑一　战略布局和政治部署的类比二　道德派对抗现实派三　理论上折衷
，根本上一致四　历史上的折衷与中国人的原创性五　操纵的艺术第二卷第三章　形式蕴涵的激情，
类型产生的效果一　没有模仿：艺术被视为通行的力量之现实化二　书法中的形式——力量三　绘画
中形象的内在力量四　美学上有效力的布置五　文学的形式与效果的趋势六　与文体的概念不同第四
章　山水中的生命线一　山水中的生命线二　后退的效果和美学上的缩小三　山水画的整体动作四　
诗空间里的远的效果第五章　有效布置的类型一　技术说明表二　手或身体的有效布置三　最能体现
动作效力的姿态四　诗中策略性的布局五言说的布置与诗的“深度”第六章　活力持续不断一　共同
的明证二　书法中连接的势三　在绘画中四　在诗中五　小说中第二卷结论 龙的主题一　形状里的潜
能二　以交替作用制造变化三　无穷尽的变化使人难以捉摸四　龙和云：使生命跃动的力量五“空虚
”与“超出”都含有势的力量第三卷第七章　历史现况与趋势一　何谓历史现况？
二　（从封建制到郡县制）历史变迁的必然性三　交替的趋势四　逆转的逻辑五　道德的策略：历史
实况作为可以操作的布局六　例证：文学中更新的趋势七　中国人的历史观是无终点的，不是由事件
叙述构成八　因果论解释与趋势观的诠释第八章　在现实中运作的势一　中国传统对因果论的诠释不
太感兴趣二　自然中势的意义三　宗教上的去迷思和趋势观的解释四　现实的势及其操作五　“理势
”概念及其对自然现象的诠释六　势理不可分七　对形而上学理念的批判和治的意识形态八　具体的
势揭示了调节之理，势理可互相逆转九　对政治“现实主义”的批判：理势同行十　中国人的势观既
不是机械论的也不是目的论的十一　没有因果论：既无主体也无启动因／十二　自发性相互作用所产
生的势，或者期盼上帝第三卷结论　顺应与效力一　既无悲剧的英雄主义，也无无私的观想二　顺应
两极互相作用而变化的封闭体系三　智慧或是战略：顺应趋势引用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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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与自然的关系亦作如是观，只有当他不明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时，他才会相信天的干预。
即使这样的“神秘”也是相对的，因为在小河中行舟的人百分之百相信他自己的掌握能力，但在大河
里或者大海上行船时，人们经常会向天呼求庇护。
这两者都属于相同性质的活动，可是比例不一样的时候，对现象所做的理性之分析和解释也会不同，
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则暖昧难明。
即使两艘船在风力与水力的条件都一样的情况中并肩航行，其中一艘继续漂浮而另一艘渐渐沉入水里
；这样的结果与天的介入完全无关，船所处的局势才足以说明⑦。
事实上，水与船是两个“实体”，在它们接触之后，就产生某一种客观的（并且由数据）决定的“关
系”，由此又以某一种方式产生一个“趋向”，使变化的过程必然往某一个方向发展，也就是趋向漂
浮或者趋向沉船（“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
或沉或浮，都符合个别的决定条件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趋势（“适当其数乘其势”），而且这个趋势
与现实变得不可分离，犹如“影子或回声”。
不过，依照现象的外观，趋势有时候是可见的，有时候是不可见的；但其中起作用的道理总是一样的
。
　　因此，此处比上文中还更清楚，以趋势为基础的解释取代了期待中的因果论之说法，前者正是抗
拒宗教幻想、去迷思的最终和最强烈的论述。
问题确实以极明显的话提出的，如果现实里的每一件事都由某一种来自事物之间客观可测量的关系的
趋势支配，那么“天果狭于势也”？
事实上，天运行时，也受小时和季节等计算尺度的限制。
天一旦变得“又高又大”，就无法再变成“又低又小”；它一旦活动起来，就“不能随意稍停一会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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