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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柏格森是20世纪早期世界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生命哲学最主要的代表。
1927年以“丰富而生机勃勃的思想以及卓越的表现技巧”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柏格森的思想在20世纪早期曾一度风靡世界，在哲学、文学、科学、政治、绘画艺术、音乐等领域产
生了深远影响。
他的思想不仅为法国存在主义铺平了道路，而且为现象学进入法困准备了充分条件。
他深刻地影响了詹姆士、怀特海、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德勒兹等一大批思想家，是20世纪法
国思想最主要的本土源头之一。
随着众多未刊遗稿的陆续发表以及其他各种原因，被人遗忘已久的柏格森研究于20世纪90年代得以复
兴，“重读柏格森”、“回归柏格森”成为当代西方思想文化领域最活跃的思潮之一。
     本书作者即在新近“回归柏格森”这股国际学术潮流背景下，试图从“存在”角度出发，在整体上
重新建构、理解和诠释柏格森的整个哲学，挖掘其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廓清种种误解
，从而揭示以差异与绵延(存在)为主题的“柏格森主义”的真正内涵和当代意义。
     作者简介：王理平（王礼平）男，1975年7月生于四川荣县，1994年入铁道部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习
，1998-2005年于复旦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攻读硕、博士学位。
其间于2002年保留学籍赴巴黎高师哲学系研习柏格森哲学，并于2003年以论文《意识与柏格森主义的
诞生》通过答辩，获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EHESS）DEA学位（Diplomed' Etudes
Approfondies,Grade de Master；深入学习文凭，硕士），2005年获复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大学哲学系师资博士后。
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国现当代哲学。
曾在《复旦学报》、《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若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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