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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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为止，研究美学、文艺学范畴的论文已大量涌现，专著也有多部问世，但严格地说，系统研究
尚处在起步阶段，发展的前景和开拓的空间是十分广阔的。
中国传统美学范畴的特点是很突出的，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一、多义性
和模糊性。
范畴中的大多数，古人从来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或界说，因此，这些范畴就具有多种义项，其内涵和
外延都是模糊的。
如“境”这个范畴，就有好几种涵义。
标榜“神韵”说的王士祯，却缺乏对“神韵”一词的任何明晰的解说。
不仅对同一范畴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理解，同一个论者在不同的场合其用意也不尽相同。
一个影响很大、出现频率很高的范畴，使用者和接受者也只是仗着神而明之的体悟。
二、传承性和变易性。
范畴中的大多数，不限于一家一派，而是从创建以后便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成为历代通行的范畴，
但于其传承的同时，范畴的内涵却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后人不断在旧的外壳中注入新义，大凡传承
愈久，变易就愈多，范畴的内涵也就变得十分复杂。
如“兴”这个范畴，始自孔子，本是属于功能论的范畴，而后来又补充进“感兴”、“兴会”、“兴
寄”、“兴托”等涵义，则主要成为创作论的范畴了。
三、通贯性和互渗性。
古代美学中有相当数量的范畴是带有通贯性的，即贯通于审美活动的各个环节。
如“气”这个范畴，既属本体论，又属创作论；既属作品论，也属作家论，又属批评、鉴赏论。
至于各个范畴之间的互渗，如“趣”和“味”的互渗，“清”和“淡”的互渗，包括对立的互转，如
“巧”和“拙”的互转，“生”和“熟”的互转，就更加普遍。
因而范畴之间千丝万缕、交叉纠缠的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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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气”是被中国人挂在嘴边的一个词语。
古往今来从万物生成演化、艺术创造到日常交往，都会用到有“气”。
《文化艺术大讲堂：原创在气》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何先民们把一种物态提升为概念和范畴？
为何“气”惟独在中国特别受青睐，早在先秦就被认同，数千年沿用不衰？
它体现出怎样的意识和运思特点？
对于当今人们认识传统的艺术追求和美的创造机制有何启示？
《文化艺术大讲堂：原创在气》追溯了“气”概念形成和被普遍运用的过程；重点评介了中国古代文
学、音乐、书法、绘画诸艺中的“气”论；对“气”这一有代表性的古代美学范畴及其所属的庞大概
念族群的意蕴、属性、特征进行诠释和梳理、概括，最后以“原创”二字凸现“气”范畴之要义和使
命。
由此从一个重要侧面探究我们民族的精神品格、审美心理、思维特征和理论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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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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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蔡锺翔 陈良运)引言第一章 “气”概念的形成及其在古代哲学中的发展轨迹第一节 “气”字辨义
第二节 春秋战国奠就的理论基石第三节 秦以后的发展梗概第四节 “气”论与美学小结第二章 “阴阳
五行”说和“神形”论中的“气”第一节 “气”论与“阴阳五行”说的相互渗透与结合第二节 “神
形”论中的“气”小结第三章 “养气”说第一节 前期的“养气”说侧重于生理营卫第二节 遥承孟子
的“养气”说小结第四章 文学理论中的“气”第一节 “文气”说的发展脉络和一般特征第二节 韩愈
“气盛言宜”的理论与实践第三节 侧重作家思维创造和精神品格的“气”第四节 侧重作品展开态势
、韵致和力度的“气”第五节 重“气象”的诗论小结第五章 乐论中的“气”第一节 早期乐论中的“
气”概念第二节 汉以后的嬗变第三节 徐上瀛《溪山琴况》中的“气”小结第六章 书法论中的“气”
第一节 书法与“气”的不解之缘第二节 主体之“气”对功利尘俗有所超越第三节 “气”在造型论中
第七章 古代画论中的“气”第一节 绘画艺术主体论中的“气”第二节 以“气韵生动”为第第三节 造
型论中其他带“气”的概念第四节 媒介论中的“气”小结结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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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李成、关仝、范宽三家山水画时曾说：“夫气象萧疏，烟林清旷，毫锋颖锐
，墨法精微者，营丘（李成）之制也。
”观今存李成的作品以及关仝的《关山行旅图》和《秋山晚翠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雪山
萧寺图》、《雪景寒林图》，确乎一派苍凉萧疏。
郭熙出是北宋山水巨匠，我们能观赏到他的《早春图》、《窠石平远图》、《山林图》、《雪山幽谷
图》，领略其构图的宏博气势和丰富层次。
其《林泉高致集·山水训》指出：“山水，大物也。
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
”可知“气象”在画论中与文论一样，主要是一种大处着眼进行总体把握的精神和意象。
清人董荣《养素居画学钓深》说得明白：“写山水以位置阔大、气象雄伟为主。
”宋董迪《广川画跋·书燕龙图写蜀图》云：“山水在于位置，其于远近广狭，工者增减，在其天机
。
务得收敛众景，发之图素，惟不失自然，使气象全得，无笔墨辙迹，然后尽其妙。
故前人谓画无真山活水，岂此意也哉？
”这里似乎透露出中国山水画的独特造艺原则，古人并不主张对“真山活水”作忠实的模拟，而是凭
借画家的“天机”，在“收敛众景”的基础上有所“增减”。
只有做到“不失自然”才能“气象全得”。
这“气象”是山水的精神气概，包含着画家对宇宙万物生命运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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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80年代末应约写“势”范畴的书，感觉是面对挑战。
因为综论古代“势”论的著作还从未有过，材料大多尘封在故纸堆里，议论上也无所依傍，能不能罗
掘周全，得“势”之神髓，作比较全面的概括呢？
现在写“气”面对的挑战又是另一种类型。
尽管80年代初我就在《文史》十三辑上发表过《曹丕文气说新探》的文章，但要全面总结古代美学中
的“气”范畴仍然自觉学力不逮：它涉及面太宽，“虽或轻采毛发”，却“深极骨髓”。
近百年的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气”从来就是探讨的重点之一。
无论就书法绘画还是古代文学都发表过不少文章。
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者郭绍虞先生，到国内外的古文论学者，都对“气”论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上更是一个先行的课题，已经出了好几种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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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后记80年代末应约写“势”范畴的书，感觉是面对挑战。
因为综论古代“势”论的著作还从未有过，材料大多尘封在故纸堆里，议论上也无所依傍，能不能罗
掘周全，得“势”之神髓，作比较全面的概括呢?    现在写“气”面对的挑战又是另一种类型。
尽管80年代初我就在《文史》十三辑上发表过《曹丕文气说新探》的文章，但要全面总结古代美学中
的“气”范畴仍然自觉学力不逮：它涉及面太宽，“虽或轻采毛发”，却“深极骨髓”。
近百年的古代美学和文艺理论研究中，“气”从来就是探讨的重点之一。
无论就书法绘画还是古代文学都发表过不少文章。
从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立者郭绍虞先生，到国内外的古文论学者，都对“气”论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上更是一个先行的课题，已经出了好几种专书。
近代的“气”范畴研究概括起来说，哲学上围绕本根论阐发；艺术领域或解释为主体的生命精神、个
性风格，或者贯注于作品的精神、语势⋯⋯就其形成过程而言，一般多从哲学概念说起延伸到艺术领
域的移用和衍生。
90年代中期蒋述卓先生撰文，以为“文气”论的来源是原始人的宗教观和生命主义思想①，也很有启
发性。
    对美学范畴的“气”怎样写，能不能忠实于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其意义既
有较为准确和全面的概括，又不落窠臼，有所突破，在新的层面作有价值的开掘呢?    有前人的研究成
果奠下的基础是好事，但也平添了超越之难。
    今年4月在镇江又见到了王元化先生。
他一贯奖掖后学，道德文章和学术思想都深为我敬仰。
先生以自己的著述和画传赐赠，对我准备应约撰写“气”范畴大加鼓励，还指示要再读读李约瑟《中
国科学技术史》的有关章节，以为了解西方人是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古代哲学的对写作会有好处。
课题的挑战性和前辈的鞭策使我不能不知难而进，勉力而为。
    对于撰结本书的一些思路也想作一点交代：    论证的对象是古代范畴，不得不较多地征引原典，有
代表性的重要材料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是立论的依据。
原始材料庞杂，既要言之有据，又不能为材料所淹没。
这也是每章末尾以小结形式概述内容的目的。
        常常这样提醒自己，随时留心古代理论形态的特殊性。
在材料的运用上不能受一家言的局限(哪怕是名家的说法)，一家言有其时空的规定性乃至随机性，即
使有令人折服的真知灼见也未必可以作为统领全局的定论，因为古代理论批评家运用约定俗成的概念
术语，自由发挥的天地极其广阔，很难被一家言所包容。
对于古人的某个论断、某篇论著中的“气”概念或许能作意义界定和确切的说明，然而对古代美学范
畴的“气”作一个统一的简明定义则是不可能的。
按我的理解，定义所以言“定”，应该在任何场合都意义不变，即“放之四海”而皆然。
但古代理论范畴的意义却常常因人因时因境域而异，我们的综论只宜进行动态的阐释。
    分论哲学和各艺术门类中的“气”，必须辨明其不同个性。
即在各章分论中，考察“气”意义在不同领域中的拓展，从而全面了解这个范畴在中国思想史和艺术
实践、理论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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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在气》是中国美学范畴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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