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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形象的力量”、“美的世界”、“表现的世界”和“表现的过程”等四章组成。
通过这四章，我们要搞清楚人类经验的特殊结构和它的有限但又被开放的方式。
因此，我们要涉及一些理论。
但是我们要把出现在这些理论中的概念和我们的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即以能够不断返回我们经验的方
式来解释这些概念。
这就是我们的课题。
优秀的理论能够促使我们反省那些比我们的经验陈腐了的观念；优秀的理论还具有把我们引向更加开
放的世界的力量。
为了深刻理解这一点，我们解读文本，使其变换成能够抵达我们经验的语言。
我将尽可能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接近文本。
这也是我们必须尝试的。
这是因为用身体来理解优秀的理论或者在品味理论是否优秀的时候，首先要把自己和他者的理论同化
起来，或者尝试着进行模仿（simulation）。
实际上我们从幼儿的时候起，就一直通过模仿父母和他人的语言和动作，才长成为现在的我们。
我们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接触各种各样的他者，学到各种各样的他者表现。
我们就是这样变化或者进化过来的。
这种状况，无论我们上了多大年纪都是不可改变的。
    这样说来，本书的基本观点已然明了，即“经验是不断根据和他者之间的关系而被更新着的”。
后两章之所以专论“表现”，就是因为我们要具体考察经验是如何根据表现以及表现媒体和表现技术
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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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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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现实空间——“错觉”之错觉      （二）现实与艺术——为了改变评判的尺度      （三）不是人
类创造形象，而是形象操纵着人类    二  形象的基本要素——测定基本要素的力量      （一）点      （二
）线      （三）物与形象    三  形象的认识论      （一）超越“形式”一“质料”二元论的思考模式      （
二）康德的形象论——关于认识论的基本概念    四  形象世界——经验的现场      （一）空间与时间      
（二）被构成的知觉——形象和语言      （三）人的经验结构  第二章  美的世界  序（一）美的范畴    序
（二）理解美的前提    一  美      （一）“不伴随关心的满足”      （二）“不伴随概念的普遍性”      （
三）“不伴随目的的合目的性”      （四）“不伴随概念的必然性”    二  崇高      （一）现代的“崇高
论”      （二）康德的崇高论      （三）康德与现代“崇高论”    三  滑稽      （一）滑稽的一般性定义      
（二）滑稽的分类  第三章  表现的世界    一  现代“超越论的感性论”      （一）超越论的哲学转向      
（二）现代感性论的课题    二  “艺术家．形而上学”      （二）打破偶像      （二）因果律的解体      （
三）尼采的新思想及其存在的问题    三  “艺术活动的根源”      （一）意欲和能力      （二）现实与语
言——两种先人观  　　（三）艺术表现的特性第四章　表现的过程后记译后记所收论文出处一览插
图一览参考文献术语、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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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形象的力量序形象——防不胜防的物所谓形象（image），就是“有形的诸多现象”，是“不
断改头换面，渐次出现在我们面前，防不胜防的各种物”。
它们包围着我们，伴随着我们的行动，不断改头换面。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就绝对不能逃离形象，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它都在周围凝视着我们。
即使在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它也会以记忆、梦甚至幻觉的形式出现，无法抗拒。
我们是形象内的存在，是被封闭在形象内的存在。
形象不是我们能够自由支配、自由驱使的，也不是以我们的好恶所取舍的。
即使我们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变了形象，它也会以被改变了的姿势，重新把我们包围起来。
譬如，为了从意识中排除一个闯入眼中的形象，我们可以设置一个壁障，使其看不见。
但是，这时“壁障”作为一个新的形象却代替原来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
可见，我们暴露在形象之下的状态没有丝毫改变。
我们还要先理解一点：形象不等于“物”。
我们可以设想，在隔着玻璃可以从里向外或从外向里看的时候，拥有身体的这个“物”和那个被称为
物体的“物”都不能够穿过玻璃这个“物”。
所以，玻璃这一物体，能够把我这个作为物质的身体存在与外部的物隔离开来加以保护。
形象却不是如此，因为形象可以轻易穿过玻璃，向着我们扑面而来。
反而言之，是我们的目光穿过了玻璃。
目光和形象、物质的身体和物，它们以另一种方式结成联盟。
所以我们可以隔着玻璃窥视屋子里面。
对于目光和形象的关系，玻璃近乎无能为力，所以需要另一种遮蔽物（比如，窗帘）。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玻璃是一种特殊的物。
它对形象几乎是无抵抗的，并且还可以反射形象，使其增幅或减幅。
然而，我们在强调物不等于形象的同时，也是在强调着作为物理身体存在的“我”和“作为目光的我
”的不同。
成为目光的我，把意识指向形象；暴露在目光下的我，是被观看的我，是被形象化了的我。
玻璃就是这种既能允许目光通过，又可以使其发挥反射作用的物。
理解形象的特性，对于“感性论”（美学）以及理解艺术（art）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如是观之，“形象”（image）不能还原为“物”。
但是，似乎反之亦然：“物”，实际上就是“形象”。
我们作为感性的存在、作为拥有身体的存在，如果不离开经验的现场与“物”相关联的话，“物”总
是与我们相对作为“形象”而出现。
譬如，我摔掉一个“物”，把它破坏成粉末，这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虽然不是原来的“物”，但也是
由其改变而来的粉末的现象。
它依然是一个个“有形的现象”，也就是诸多“形象”。
无论我们把这些粉末怎么样加以精密的科学分析，它每次都是作为形象（具有形状的物）出现。
形象的对面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思辨。
现在科学上的微观研究，想要知道或是让别人知道这一研究正确与否，也要把研究的结果改变成形象
，让人们“看得见”。
实际上科学家就是这样做的。
比如，量子力学、遗传基因科学等，这些理论“假说”，只有在作为一个形象被“眼见为实”——在
人的感性身体经验的现场得到确认之后，其“正确性”才能得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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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感性论:为了被开放的经验理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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