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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极少为人写序，也不敢写序。
实在不得已，也是如履薄冰，不胜惶恐，原因是我还稍有自知之明。
我学哲学的年代与当代青年不同。
我自己学识的浅薄、知识结构的缺陷、对当前世界哲学发展状况的无知、对当代新科技成就哲学诠释
的无能，都使我对写序望而却步。
说句实话，并非谦虚，实在是怕误导，更是为藏拙。
就以齐鹏的专著《新感性——虚拟与现实》为例，我就捉襟见肘。
因为涉及的领域很多，特别是涉及计算机、文学艺术、生物学和脑科学，我知之甚少。
尤其是哲学与艺术的结合是齐鹏的特长，我更无发言权。
哲学与文学艺术密切相关。
它们可以说是关于世界的两种语言：一为形象，一为抽象。
’但内容可以相通。
无论是关于宇宙、关于社会和人生，无论是忧国忧民，或是个人的喜怒哀乐，感时伤世，可以写成哲
学论文，也可为诗、为画。
叔本华说：“我们可以把文学家比作带给人们鲜花的人，而哲学家带给人们的则是从鲜花里提取的精
华。
”不仅情感可相通，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也可相互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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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感性作为“信息的DNA”，从根本上改变着社会、文化、艺术、科技的时空结构和功能，驱动着全
球化的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模式的演进与转型，它不仅推动着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且创造
着新的人类文明。
《新感性：虚拟与现实》是关于最前沿哲学问题——新感性与虚拟的原创性研究。
作者从哲学史的角度对感性命题进行了系统考察，探讨了感性的特征，结构、内核、方法及感性心理
时间与感性心理空间，从东西方文明史的角度研究了感性的产生、虚拟现实、感性空间的潜在发展
和21世纪中华民族发展的空间战略从第三次感性革命如何推动信息科学、基因科学和大脑科学的发展
进行了个案分析从人的本质、“三个尺度”研究了新感性与人的全面发展，并对虚拟现实、感性识别-
机器人懂你进行了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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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鹏，哲学博士，社会心理学博士后，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心理学会会员，新华出版社编审。
     
　　作者曾参与一项国家社科基金“十五”重点项目，两项国家社会基金课题研究，完成“博士后基
金”项目，主持“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荣获人民大学“优秀士学位论文奖”和全国论
文金奖，发表多篇颇有影响力的学术论文，十一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高等
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光明日报》转载。
主要著作《哲学的社会学》、《数字化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当代西方50位哲学家》、《中国古
村落》、《齐鹏画集》、《人格结构与现代人格》、《当代人格符号》、《新感性虚拟与现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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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关于感觉和感性命题的哲学史考察一、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是一个艺术高度繁荣的时期，这
首先是人的感性高度展开而带来的。
又因为古希腊的艺术是西方古典主义的典范，因此古典主义的理性在这个阶段和人的感性得到了极好
的整合。
谈感性不能不谈感觉。
“感觉主义是感性学的近亲”，但它们只是相关而本质不同的两种理论范畴。
感性学是外界作用于人而产生的知觉和直观形式的认识，即所谓“究天人之际”的哲学，而感觉主义
则是人对客观的个别特性的反应“亦即”是对世界事物感官接受的肤浅述说。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就说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我们关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
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是爱好感觉。
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理由是：能使我们识别事物，并显明事物之间的许多差别，此于五官之中
，以得于视觉者为多”。
古希腊的另一位哲人普罗泰戈拉（公元前484-公元前411）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权衡”。
在这里他将人的一切判断视为感觉判断，并由此出发而否认客观真理。
虽然如此，在古希腊时代，感性的显现还是被吸纳进了美的理念之中，于是“现实的感性成了斯多葛
主义者和伊壁鸠鲁学派体悟和研讨的有关内容。
这两种倾向后来成为中世纪神学哲学灵肉理论的先声。
在宗教神学崇灵贬肉的一千多年中，感性通常是一个在迂回语言中被谈及的事情。
这样的现象一直到文艺复代方才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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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齐鹏擅长国画，是很有造诣的艺术家，又是哲学博士、社会心理学博士后，知识结构比较好。
《新感性：虚拟与现实》是一本具有创新价值的著作，因为新感性问题一个由于时代发展和科技进步
而提出的问题，是一个涉及哲学、文学艺术、科学、以及西方当代多种哲学与文艺思潮的问题。
其学术价值并不在于详尽的答案，而在于问题的捕捉。
这个问题的提出就为哲学、文学艺术研究，以及从新的角度评价当代西方某些哲学与文艺思潮，开拓
了一个研究的新领域。
　　——陈先达（国务院哲学科学评议组成员、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教授、博士性导师）刘鹏在
文化哲学的框架中，展示了她对当代感生文化研究的丰富而精彩的思想成果，探讨了新感性与虚拟现
实的重大专题，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变革中人的心理及文化效应进行了深层的哲学思考，并在人类开
始迈向数字化生存的今天，提出了一个十分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表述：数学化生存意味着人类由读写
时代进入到视听的新感性时代，它预示着人类而临一场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巨大革命。
而这场革命的起点，就是人的全面的、理性的感觉解放和感性革命。
该书学术思想前沿、视野开阔、引证广博，语言生动，是一部能给读者带来阅读乐趣和巨大思想收获
的优秀著作。
　　——李鹏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前副所长、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新感性的“虚拟化
”改变了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名言，它预示着：“凡是现实的都是不合理的，都是应当
改变的和否定的”。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创新是人的本质要求。
人总是不满现状，有新的需要，总是以新的实践活动改变现实，人类创造一切文明成果的目的也正是
如此。
作者对“新感性：虚拟与现实”的研究，不仅开拓了人-机感性哲学研究的新领域，而且填补了感性与
当代文化、艺术和前沿科学发展的空白。
　　——陈志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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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感性:虚拟与现实》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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