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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码# 想象的公共表象
###以维科'阿伦特为中心论心性#秩序的融合是如何可能的

李河成

摘!要# 作为想象的公共表象(符码可以为心性/秩序)个人/社会的融合提供一种分析范例* 维科的民政神学(通过
!想象性的类概念"和!以己度物的比喻"(阐释了人类共同意识的起源(展现了诗性智慧对于共同体的心体意义* 这对
主体性哲学分化表象与存在的趋向具有批判性意义+阿伦特关于!范例"的观念通过特殊表象的交互共通而将具体与普
遍相连接(从而达致可公度性的效力* 这提供了理解想象机制如何由审美感通$心体%走向社会共通的路径* 想象符码
!亲在/绽现$71/.35 .̂]/21/3/%"的存在样态不同于说教)规训的知识论策略在于# 符码历史生发于!共同意识"和!公共
交往"(植根于对个体生命的提升以及与他者的融通(借以展现了审美共通感的公共哲学意义*
关键词# 想象+!符码+!公共表象+!是其应是+!审美共通感+!心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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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维科!QMJ3:4"对天神意志的民政学'布留加
对原始思维之集体表象的考察(还是拉斯韦尔对政治精
英之意识形态象征的分析!拉斯韦尔 #+#$""(想象作为
利维坦造物的%神经&!霍布斯(%引言&"关乎人心和秩序
的表象运动* 该表象(作为融会心性与秩序所凝练的符
码(衍生为工艺形式'艺术典范'习俗或仪式'符码#组织

!德鲁克 %##+)"等实在方式(构成制度生产和社会运行
的%图证&.相应地(在制度的强化下成为政治态度'民族
信仰及其情感的体现* 公共符码的塑造替人判断力的提
升提供范导.为我们研究%语词中创造的城邦&!柏拉图"'
共同信仰!托克维尔"'价值共意!彼德$布劳"'集体表象
!涂尔干等等"提供抓手) 这将是对符号语言学!索绪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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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胡壮麟'王铭玉"'逻辑#修辞学模式的符号学
!皮尔士"'符号学与文化研究!赵毅衡'龚鹏程"'符号人
类学!萧兵'叶舒宪"'现代形式美学!赵宪章"等等符号学
理论之社会心理学的推进* 基于心性#秩序的交互逻
辑(制度秩序的公信力渊源于心性(但这在制度革命后的
转型中国并未完成为心性的自觉.当代中国(经济福利支
撑的合法政府也面临政治认信和文化忠诚的%产出不
足&* 对照社会治理理论(针对知性逻辑将效率或财富的
最大化作为程序正义的审核标准(玛莎$努斯鲍姆的研
究认为%效用的载体和容器&的人#社群需要%想象&对科
学理性标准的颠覆!努斯鲍姆 #""(诗性正义和诗性裁判
将审美化的生存推向社会治理体制* 鉴此(%想象观念&
具备使社会实践成为可能的实践意义!G1D?4-""* 对于
当代中国(心性的真理探求已甚于历史性论证的历史反
叛(探明心性秩序的内在逻辑(理解公共理性的表现范
式(这对回溯儒家礼治(前瞻现代法政是有裨益的* 从
而(维科%想象性的类概念&'阿伦特关注的%范例&等等公
共性视角的检视成为议题所在*

一% 维科从人类学的角度论)想象性的
类概念*# 共同体秩序的心性描述

!!国家起源问题(有%契约论&%暴力论&%风俗保群论&

等等* 契约论须预制权利平等的社会和主体(就必须先
有国家) 这是一个悖论* 延至晚近(奥尔森 !T15:=-
X?/45"在/权利与繁荣0一书中得出(政府最初是通过暴
力形成(继而依靠契约的维护(渐次而开显德政的结论*
然而对中国而言(匪帮在低端的生产力条件下(何以统治
尧舜禹时代的较大方国4 暴力论力不从心* 张岩的/山
海经与古代社会0的假说认为(最初人类社会的秩序不是
借助于暴力(而是借助于宗教形成的* 中国的上古史落
于个案(意大利的维科则就各民族的共同性提出了一门
普适性的%新科学&) 制度通过人类的某些天生的能力而
产生* 在神性共同体之上'自然法学的理性之外(/新科
学0为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和现代法政在心性#秩序的融
通方面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源*

对共同体在原始社会中的发明(是维科的一大贡献.
对原始初民何以共通(是/新科学0的职志所在* 与格罗
特'塞尔敦和普芬道夫等三位研究部落自然法的权威不
同(维科花足二十年的光阴(回归到诸异教民族最初创始
人的心理状态(探索初民的%诗性智慧&(并企图用%天意&

取代%自然法&一词(以之作为初民共通的密匙* /新科
学0的雄心在于创建人类社会的人文科学(即天神意志的
民政学*

按语言学兼哲学的公理(在人类的童年时期!神的时
代'英雄的时代"(人们按本性都是崇高的诗人'天生的诗
人* 他们推理能力!哲学智慧"欠缺(而浑身却是强旺的

感觉力和生动的想象力* 诗人的崇高工作是赋予感觉和
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和它交谈(追问其意味* 原始初
民因无知愈甚(而惊奇愈大(则想象力愈切* 对于同民族
自身有关系的(但还有疑义而不甚清楚的事物(自然而然
地经常按照原始初民自己的某些自然本性以及它们所引

起的情欲和习俗!神人同形同性观"来解释* 想象性的类
概念!想象的共相"'以己度物的比喻(是诗性智慧的两种
系定理*!

想象性的类概念) 原始人为了表达当时根本没有的
抽象概念(如天神'哲人等(其办法只能是虚构某些范例
或理想的意象(把同类中一切和这些范例相似的具体人
物都归结到这些范例中来* 在远古(为对抗外界的压力(
普通的个体生命在归属感上更突出地表现在对部族'群
体的依赖上* 如果一个勇敢的人在关键时刻能机智地带
领群体度过难关(这在部族的历史上(他可能跻身为氏族
膜拜的先祖之列(被编制成史诗(塑造成图腾(继而圣化
为神* 如天神约夫'民政哲人荷马等等即是忠诚于感官
想象的范例* 与这些神话期待相应的一些寓言故事(如
阿克琉斯统摄%勇猛&的特质(幽里赛斯代表%智慧&的特
质等等(更多的体现在对自身生命极限的跨越上(想象的
范型正满足了对此生命强盛的要求* 这些范型即是可感
通的公共符码(在神谕时代即为图腾.在政治共同体时代
即为礼器象征(有如孔子.在消费时代即成时尚编码的代
表(有如牛仔裤服饰* 他们在审美共通感"

的语义中成为

反思性判断力的范导(并成为共同体符码编织话语的文
化资本* 朱光潜为适宜于国家意识形态并构造历史哲学
美学的需要(称之为典型性格!类型"的艺术创造!朱光潜
"%'#%#"* 伽达默尔立足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反思平台(

为修正现代科学(而为人文主义修辞学辩护(将之总结为
%具体普遍性&*#

以己度物(即是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事
物(使他们具有人所有的感觉和情欲* 康德将这种知天
地者'知人心者的真正义务(交由%上帝&等理性去占有
!%纯然理性& (%#(*".或者可能交由美学的反思性判断
力去实现) 此种忠实于原始人自己的叙述即我们所言的
%能近取譬&(中国诗论中的%比& %兴&可资印证(或者与
近代美学中的移情说相暗合* 这可能是对审美感通之主
观条件的基础性表述之一(而构成模仿理论'类比推论理
论'联想同感理论等 "' 世纪以来有关%他心知&问题之心
灵哲学探究!施泰因 &(#)&"和主体间性治理的理论
背景*

为了避免无知者(第一'把自己!我"我们"当做权衡
一切事物的标准.第二'对辽远未知的事物(根据自己熟
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比较等等所带来的虚
骄讹见!维科(/新科学0 ($((&"* 维科通过对原始民族
的诸神世系'词源学'象形文字'寓言故事'徽章'钱币等
确凿可凭符码的翔实解说(特别是对%荷马&的重新发现(

$#)"$



符码) 想象的公共表象

认为诗性智慧别于玄奥智慧(是希腊各民族的民俗智慧*
它既是人类思想史'人类习俗史(也是人类事迹史的准
则* 诗性智慧灌输生气给各民族共同体(并作出一切
推理*

借用维科的发现(挂一漏万(以资例说* 维科从世界
大洪水开启历史叙事) 原始野蛮人在黑云压境'电闪雷鸣
之际无处救济(绝望处(完全只凭肉体方面的想象力(以
惊人的气魄创造出天神并体会到天神意旨对人类福利的

支配和照顾* 由此(每一异教民族都有他们的天帝约夫
! 4̀0.( S4=/"(即各部落的创建人(其权力在拉丁语中即派
生出法律一词3=/* 希腊人称约夫为 734/(从此派生出拉
丁语 C=> 634(与 C=> S40.同义(意为%在天之下&* 为使声
音和谐(法律一词 631r45发音为 63]1345* 所以约夫就是我
们讨论法律的出发点(天帝诏谕就是神的制度(各民族都
凭此公信力来调节'统合一切人类制度(这正是宗教'结
婚仪式'埋葬死者!相当于/周礼0中的祭'婚'葬礼"等文
物典章的起源* 神的制度和人的制度和在一起(构成法
学的适当题材* 因此(我们对自然法的讨论就从与法律
观念同时产生的天神意旨开始!维科(/新科学0 #*&#
*)(""'#"$"*

说诸神是自然力量的化身(已是老生常谈.但说诸神
是社会公信力需要的化身(/新科学0已富有成效* 天神
意志把人类制度安排成这样) 从人用肉眼观照天象开始(
诗性神学同步作用(即用某些可感知到的符号来象征由
天神送给人们的神旨(并借以调节人类制度(如%诗性的
伦理&%诗性的经济&%诗性的政治&%诗性的物理!自然和
社会科学"&%诗性的宇宙&等等* 通过编织想象而有%天
神&(如%约夫&'荷马等等符码(且通过天神符码而范导共
同体和人的制度想象* 就如拉康%镜像阶段&一语的说
明(神他者确证了人自我的存在* 且拉康说)%镜像阶段
是一出戏剧(它的内在行动是从不足指向预期& !Z-=:.
\35] #*"* %不足&乃是神人的差异(%预期&乃是说%镜
像&想象成为认同的基础* 这种认同是必须的(而认同的
自足(维科是这样表达的) 天神意旨教给诸民族的准则就
是人类的共同意识!维科(/新科学0 (((#&)"(这即是部
落自然法的一致性(%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
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

民族共同意识的形成(即民族准则!宗教'婚姻'丧葬
等"的诞生与天神想象的生发同时* 在自然界中本是野
兽(在各民族世界中他们变成人* 通过符码###想象性
的类概念等等诸研究(维科把人!,8D/3/) 本性自然"和人
工制作!L4K4/) 法律'契约'成规'人为制度"的区分缩
小* 至少如亚里士多德把自然和城邦放在一起(而不摆
在对立的两边* 诡辩派以来(对自然和城邦差别的刻意
夸大(并不能解释人类进程中(%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
的结果&!哈耶克 #+"的这种居间以及融通状态* 维科揭
示出人类童年的%无知&(通过想象符码的关联(存在和思

想是同一的.在存在和思想分化的现代(哈耶克'罗尔斯
等人依然重申%必然的无知&%无知之幕&等不确定性) 理
性的限度之外(诗性智慧作用于共同体!礼俗社会"以及
其后继%社会&!法理社会"的可能性* 这将体现为社会治
理中%自然&和%人为&的争论* 在维科%想象的民族共同
体&的现代表述中(科学技术'知性力量是主体超越蒙昧
的自由力量(这种期待成为主体性美学(如技术美学等等
的理论策源.不过吊诡性在于(想象却是对于科学技术的
信心'对于知性的崇拜'对于主体自由的承诺'对于市场
和行政体制的信任等等世俗化理性的反叛* 在维科看
来(制度通过早期人类天生具有的某些心理能力的运作
而产生.尤其借助想象力按照自我投射的原理(由诗性的
人创造出来(如占卜'献祭'和婚姻等等惯例!/维柯著作
选0 &%"* 这显然区别于自然法理学的%公道&和实证主
义法理学的契约* 维科的超越意义在于反思逻辑主义主
宰心灵和文化的理性传统* 从柏拉图的知性智慧起始(
近代理性主义者已图谋用认知心理建立%人文精神科学
的自然系统&!卡西勒 &%"(格劳秀斯把法律知识类比于
数学的知识(斯宾诺莎以几何学为榜样建立其伦理学体
系,,然而历史学或人文科学能够用数学化的方式达致
超越吗4 维科从人类文化史!历时"上和判断的共时性角
度上纠正道)%诗性智慧&优先于%知性智慧&* 因此(想象
构成对人类的心性进行整体性研究的组成部分(是国家
治理艺术化理解!霍布斯(%引言&"的前提* 诗性智慧是
对科学意识的严重挑战(即要法律实证主义'历史客观主
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等历史工具化
研究承认自身研究的局限* 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
如兰克%对万物的同情'共知&'德罗伊森对%同情&的追
问(成为维科精神科学传统演进的逻辑环节* 对维科立
足共通感觉的民政神学的解读(实即对沙夫茨伯里'哈奇
生'休谟(以及康德等人道德感学说出发点的清理(诗性
智慧和共同意识的本体关联成为政治判断力和反思性判

断力合一阐释的逻辑关联(这是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
政治学传统的回溯(也是对阿伦特政治哲学批判的理论
声援* 阿伦特没有注意到维科(但维科已经先在地将审
美形而上学和共同体理念放在体用交融的理解平台之

上* 社会学家涂尔干继承滕尼斯对共同体向社会转型的
论断(也洞悉%集体意识&对机械团结的整合需要(并欲拓
展向想象判断与集体表象的关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0
"&'($"&#").%乱伦禁忌& *#"* 在此意义上(朱光潜殚
尽竭力地译介/新科学0意义深远*

%天神意志的民政学&(依维科所处的时代(不免是对
基督教神学的讨好($

其暗示人们(宇宙中最高明的制度
即在引导人转向天神而且时常和天神交结.依据诸异教
民族的起源而论(其却阐明共同意识!常识"的何以形成*
作为维科给出的答案) 诗性的神学以及天意的历史化史
观(依现代学科的眼光即可称之宗教起源论* 宗教主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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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想象概念(无论斯宾诺莎对其予以%无明&地批驳(还
是康德对其以己度物的至善义务论证(在此具有意向性
意义的本体地位* 想象一次进化(%盖沿隐以致显(因内
而符外者也&!/文心雕龙注释0 $'("(生发出宇宙实在的
切身体认) 他们一旦虚构出(就立刻信以为真* 词语本
身'符号本身的特征不是关键(象征的对象才更为核心(

象征功能的执行在于象征由可见融通向不可见(由实致
虚(这是想象的二次进化* 按康德的理解(想象结合了感
性和理性* 不仅如此(而且值得提醒的是(想象是主体让
客体符合的明证(想象突破个人%实&的羁绊(腾跃向不可
见者(这种意向他我的判断!胡塞尔 #+(("()"指向共同
意识(如图腾(成为集体情感生发的集体表象) 在原始社
会成为宗教的起源(在祛魅后的现代社会成为国家统治'
社会治理的心性基础* 这是程序宪政的客体规制下(自
由意志抵制原子个体'聚合他者的心能之源*

二% 阿伦特论想象力%范例说服与交往#
共同体心性秩序的生成及其公共性

!!希腊人称想象 !.3]1/31"为幻象(意思就是假象
!,?124"'*"* 基督宗教神学认为想象是不依靠幻象的真
实实在(是上帝生气的吹入!*(+G-85,"C8+$"(被高贵地
敬称为精气灵* 霍布斯作为自然权利的阐释者(对%灵气
灌入&的神授说论而不辩(而认为想象是因障蔽(而渐次
衰退的感觉(等同于记忆*%

霍布斯揭示想象的衰退(而阿
伦特等人直承康德(强调了想象的重现* 何以重现4 早
先的艾迪生曾以建筑等艺术为例谈及%一切伟大'新奇或
美丽的事物容易引起想象的快感&的见识(试图揭示想象
的快感来源于视觉对象的快感

&
的动因* 哈奇森又将其

细化为五种天然能力之一的%内在感官&!哈奇森(%论激
情& ).%论美& *"* 这种经验论虽然仍弥漫着神秘(但却
正与阿伦特由先验转向经验的努力方向同功*

康德认为(借助于想象力(感性和理性因此具备先验
的综合功能* 概念与对象合拍形成知识(概念没有对象
时仅构成可思维之物!康德(/纯粹理性批判0 +*#+("*

康德既展示鲍姆加登对具体虚构力的关注(也展示了沃
尔夫对形式抽象力的强调* /纯粹理性批判0对此论述为
%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的一种技艺& !Z#(#'((""(直至/实
用人类学0第 $# 节对想象的三分(具综合能力的先验想
象力作为一种盲目的但却是规则指导下的综合(要么成
为解决感性和知性关系的第三种能力 !中介" !I?>.-2
E3??315 H.03( 9=64?@IMT1]]-..?( N8-3/24Y8.-,MH45;".
要么成为解释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 !源始" !T1-235
F.36.;;.-( C1-18 HMQ3>>45/"* 但阿伦特的论述则由普遍
综合性的想象走向作出判断和行动的想象* %同一种能
力(想象力(为认识提供了图型(为判断提供了范例&*'

想

象具有实践的范导功能(在知识机能上(想象力是一种对

不在场事物的直觉本能!或根基(根源"(图型使概念赋有
造型功能(并且也是理解特殊的能力.想象力不仅成就了
知识(更重要地是要促成交流* /康德政治哲学讲演录0
论述道)

"d,桌子-图型为所有桌子的根据# 没有
它!我们将被纷繁殊异的客体所包围!我们将仅
说!,这-),这-),这-# 不仅不可能有知识!而
且不可能交流+++,给我搬一张桌子- %不管是
什么(+++都将不可能#

$d所以!没有命题能力说,桌子-!我们将不
能交流# 我们能描述华盛顿大桥是因为我们都
知道,桥-# 假设没有,桥-概念!我将不能分辨
也不能发音# 我可能描画桥图型的形象!当然
它已经是一特殊的桥!正好它提醒我们!我们拥
有该图型!即,它是从河的一岸到达另一岸的交
通枢纽#-

即使特殊可交流的原因是%1(在我们心灵
支撑下%或者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的理解特殊
的能力!是图型使这些特殊赋有造型功能的性
质# %>(造型能力是众多不同的人在心灵包孕
下的能力# 这些图型的造型是想象力的结果!
即使,并非所有图型都能带来如其所是的形
象#-但所有单数的赞同或否定都预设我们正在
谈论同一事物+++我们!作为复数!交互同意!
达成共识# 即在某一件事上!独体一个和我们
大家一致# %,H.:2=-./- ($(

阿伦特在/想象力0的研究中(仅从%知识&一脉展开
了论述(而就%上帝& %意志& %灵魂&等可思维之物而言(
图型的能想象'可交流性于实践理性可能更为紧要* 这
是尼采'海德格尔继续工作的学术平台* 在/判断力批
判0的批判中(阿伦特发现了%图型&的相似物)%范例&*
%范例是特殊(它蕴含在自身之中(也包含概念或普遍的
规则&!%H.:2=-./& (&"* 阿伦特认为(只要我们涉及特
殊(范型在反思性判断力和规定性判断力中都起作用*
故而判断力可以在实例'历史事件'故事'诗歌等学步车
中得到训练'磨砺(继而达到提升* 罗蒂'努斯鲍姆诸人
正是在此理论基准上(区别于哈贝马斯的%非历史性&商
谈(而寻求人类团结的历史性想象与创造的* 阿伦特的
范例是在与图型类似的方式下获得%范例有效性&的* 这
种类似是一种非客观的感觉* 想象者私人单数的官觉(
通过内在感官(形成维科所言之%想象性的类概念&* 范
例于特殊中见出普遍(形成%意象&(阿伦特有时使用%精
神的眼睛&###内在的'非功利地'无偏见地重现曾经的
愉悦感兴(以期待并要求他人赞同或者否定(而达到可传
达性和公共性的访问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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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不可避免地处于德国哲学以%情&对知'意的
整合潮流之中(她对康德的思想进行了改造* 在康德(对
人存在的担忧体现在人内在的调和) 不仅仅是一种德性
力量的彰显(同时还关联于人身上的感性存在方式* /实
践理性批判0%纯粹实践判断力的模型论&一节即觉识到
%德行法则的模型!GDY=/"&与%感性图型&二者间的冲突*
席勒致力于将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融为一体的游戏之

人(而关注到康德的第三批判* 黑格尔运用正反合的辩
证法(在绝对精神的纯思中展开并终结这一本该是现实
的历史过程,,由于德国当时历史条件(德国哲学在思
的幻相中看到人性统一的契机(这与他们在现实历史中
的整体性期望何其相似3 而阿伦特身处资本主义体制亟
待修正的时代(尝试着由哲学真理演进为经验实践(即通
过%范例&的方式((

由康德的理性真理转向了政治行动的

事实真理!意见".由康德的抽象立场'概念思辨转向情
感'感官体会与具体的意见.由康德的哲人想象转向艺术
家'史学家的想象* 通过在人面前展现的唯一可行的方
式(即树立一个范例(继而%说服&众人(他实际上令柏拉
图折回%政治洞穴&(开始了交往行动*

分析了想象的机制(我们可以初步推论(影响'助长
大众想象力的(倒不是实事本身(而是它们发生的途径
!这与共同体'社会的背景相关"'以及引起注意的方式
!符码制造术"* 具象落入一隅一刻(待于想象的生发.抽
象远避某隅某刻(屏蔽想象的生发.居间的%范例&则融通
二象(形诸为意象* 范型为特殊和普遍的和解提供可能(
并生殖象外之象!符码"* 例如十九世纪晚期的人们(因
为得不到及时'切实的相关资讯(自以为一艘穿越大西洋
的汽轮已经在大海中失事,,此事对群众的影响能持续
一周* 但官方统计显示(仅仅 #(+& 年(就有 ()' 条船和
"'$ 艘汽轮失事(而大众因为社会的闭塞(却并未在任何
时候都关注这些接连不断的海难* 如果让我表明看法(
我会说必须对失事进行浓缩(以形成范例(生发为符码(

如/泰坦尼克号0(至今催眠着大家* 符码制造术掌握了
影响群众想象力的技艺(也就掌握了统治群众的诗艺*

安东尼让民众反对谋杀凯撒的人(采用的办法不是机智
的说理论证(而是用手指着凯撒的尸体(即指向了崇高的
行动乃至安德森式%想象共同体&的构造* 言不尽意时(
立象以尽意.言不行事时(立象以行事* %象&的亲在感和
对实事的绽现已优越于第三人称的说教和推理*

巫术宗教时代(对非实在的实在性想象成就了共同
意识(其思想与存在成为理解的同一用语.祛魅的现代社
会(想象的交往性质凭借范例而给社会的自由联合带来
希望* 同时也必须看出 %范例&的意义在热媒介 ! 83;8
6.@3532345"蓬勃的现代社会将思想#存在的同一关系改
写* %热&依据的是人的感知) 界定清晰'鲜明'实在'详
细的%世界 &&无须接受者深度的卷入'参与以及信息填补
!麦克卢汉 )+戈登序-.$%"(当然也无助于对%不可见W&

的想象* 当今社会(我们被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新
媒介环绕(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它们是身体部位的延伸*
延伸之一是媒介的%热&性已经将范例图片化'表浅化(而
令想象低能.延伸之二是距离的缩减(想象的短路* %距
离&作为共同体防御能力中最为可怕'最难克服的东西(

在信息传输技术出现后(视觉假肢给共同体理解的%自然
而然&!滕尼斯'雷德菲尔德"以图证复制的意义* 媒介延
伸得过广则意味着信息的泛滥和质量的下降(这是%洞穴
时期&哲学家王远离群氓'神授时代信使秘传的考量所
在* 在新媒介时代(我们为了保持接受信息的能力(势必
需要将海量的信息快速地抛弃(以便更新* 这导致后现
代文化%我关注(故我在& %我叫喊(故我在&的情况!鲍
曼(%生活在& #*("* 第一(纳克索斯!L1-:3//=/"之镜以
亮相电视取代永恒的牧灵修持.第二(我们的目光就像在
超市的货架上滑过(有时会做出停留(但基本上不会有人
停下来聊天闲谈* 在热媒介的支撑和阻隔下(关键是保
持高速(正如%冲浪运动&(永不沉潜于想象的海洋里* 一
如电视讲话(根本没有时间思想(或者被迫不思想.或者
可能懒于思想(而只随口说说%公认的观念&(这些与%符
号制造术&!Z1=6-3??1-6 #()"交相裹挟(不证自明(无助于
想象的参与(当然难以思想* 此为镜头下难能的%光终
结&!Y8424̂@353/8"(%回头一看被变成柱石&!*(+G-85,"C8+
"*"* 想象回到了专项感觉的%不思想&*

以上是现代性的时间于媒介分析中对于想象性范例

的屏蔽* 下面简述媒介对日常生活的操纵!后极权主
义"(以此而导致的国家治理对公共的置换*

依赖于通讯能力和社会组织体制对遥远地区或匿名

他人的认同感(想象所达致共同体的表象决定于人人%平
等重要&的现代观念* 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见(报纸虽
然曾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参与媒介(但随着报纸成为
广告的媒介'沦为盈利的工具后(其公共领域的职能就演
化成资本家赚钱的秀场!哈贝马斯 "#(#$#"* 在鲍曼眼
里(公共空间已经沦为隐私的炫耀空间(窥私欲的受众将
他者视为一种所谓的美学对象(从而(人际交往成为一种
体验事件(而不是责任关系!%生活在& ##'"* 鲍曼的基
本看法是(%由1引人注目的事件2产生的公众是一群旁观
者(而不是一群行动者* 由观看的同时性和关注的共同
性引起的这种1归属2(除了引起注意外(并没有其他的行
为* 这群旁观者无需在旁观之后采取行动* +,,-1公
共舞台2适合观看和享受(它并不适合行动& !%被围困&
#('"* 媒介观众%存在#思想&的分化'知行分离使哈贝
马斯'鲍曼(以及布尔迪尔'吉登斯等人着重思考媒介的
政治价值* 同时也只有政治批判(才能见出消费社会中
%图证&的连带责任* 其中媒介之于思想!想象"和行动的
关系(将在阿伦特的政治美学批判中得到揭示*

阿伦特所处的时代(启蒙运动早已将古代维系存在
与思想合一'天人共在的自然!本体"价值斩断(而孤闭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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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的%心灵&.对照于维科%天神意志的民政学&(现代契
约论以来的%官僚制造&使个人间的联系雾化(处在未来
与过去之间的非身份的个人已被知性秩序同质化为原

子* 其危机体现为现代性的虚无主义* 知性取向的%图
证&不再配享想象力所达致的诸神救赎或未来的彼岸天
国(或者降低为感官享乐主义!如尼采以来的肉身学"'经
验实证主义等唯己'唯实取向.或者寄望英雄强力的激活
!如阿伦特所论之%德艺绽现&"(而无力对抗虚无主义的
侵蚀以及官僚政治的符码压迫* 无人统治的时代(同质
的社会规划(原子个人之间的不判断'不想象(极易让极
权主义得手* 阿伦特处身于纳粹迫害的水深火热(鉴于
现代性的危机中失去原始自然本体论的孤闭心灵(阐述
了美之范例于想象运作中(走向感通整体的运作机制*
这是她平生思考%判断力&的美妙音符*

三% 想象符码的共通性分析

由于无知和试错的去除不断(%源始性&想象的理解
并非完全清楚(原始思维的集体表象!布留加"在旁观者
看来实属偶然或许甚为怪异.由于理性的限度和人类自
然天性的不可超脱(又令%想象&在人类进化中持存* 在
此存在和思想由同一转向分化的知识进化史中(知识即
既能被思想也有直观对象者.神'理念'良知等%物自体&

虽能被思想(赋予概念!范畴"(但却没有对象(因而不是
知识* %神&%良知&%理念&等是知识学不能叩问的(但不
可知的%是&并非不能感知(它无声无臭(不学而能'不虑
而知(这正是想象绽现%普遍感通&的内在逻辑* 美学意
味的符码因而是感通的凝聚物(是具体感觉!专项感觉'
私人感觉"交互向共通感觉的通道*

符码捕捉的%图证&如何取消%看见&和%看不见&之
间的距离(其为影像和理念'是与应当'离异和共通之间
的争夺(这是砥砺%共通性&的张力所在* 从柏拉图的理
念和艺术之隔到杜尚的/泉0'沃霍尔的布里洛包装盒'雷
尼$马格里特的/这不是一个烟斗0等等现代艺术对%生
活!现成物"即艺术&的反思(!丹托(海德格尔"推进我们
思考想象何以能切近于%看不见&的 W* 这关乎于符码共
通意义的生成和提炼* 影像!如摄像技艺"模仿现成物
+实是!V8123/"(具体感觉-在图像时代泛滥地已不再%是
其应是&!V8123/1/32/84=?6 >."* 在维科的语境(想象是
人把民族集体(以及自己熟悉的事物作为权衡判断的标
准.接继维科(康德'阿伦特等人均见出以符码'%范例&来
说明想象的沟通性质* 在维科所规划的%神的时代& %英
雄的时代&(国家起源于自然宗教(诗性想象服务于天神
意志的民政学(主于真* 巫术宗教时代(想象的叙事在于
寻求一超越性的主体(以致最终置换到民族国家

##
的共同

体意识(这是超越性想象的崇高目的(它表现为任何一种
权力在争夺合法地位前后的符码话语和崇高美学!金浪

#"+#$$"* 现代性以来(契约理论支撑着民主宪政的运
作* 在此语境下(想象作为实在的非实在(根植于人类深
层意识的认知'交流'理解的分享情欲(主于美* 而且在
审美代宗教m伦理的反思中(也只有美的现象学解读能抵
挡住存在与思想在主体哲学之下的分化(成为统合社会
的天然之善* 在康德有关美学%中介说&的研究基础上(
阿伦特言之范例的交往性质(筑基于现代民主宪政的参
与意识和行动观(她的目的是借助美的公共外观(激活美
学于公民社会

##
的伦理感(在可欲'可感的自治生活中培育

共同生活的公共感* 当然(在崇高和美被具体感觉化'去
政治化的后极权主义社会(重启政治批判(乃至重启超越
性主体的想象及其符码(则是政治美学的深度思考* 正
如康德所析(想象力与知性的自由游戏体验为优美.想象
力与理性间的冲突的解除体证为崇高!/判断力批判0
+)'+*"* 优美与崇高之政治能量的分判话题(暂置不论(

但有一点需要明确(美和崇高以其%是其应是&的召唤能
量成为想象符码维系共通的公共性维度* %实是&的力量
解释了我们共有的世界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应是&!V812
4=;8224>.28.:1/."的力量解释了我们之觉得世界毕竟是
一个值得生存的优异意识.%是其应是&这种范例性解释
揭示了我们的世界在时间中经受的变化(解释了新格局
的兴起和新路径的展开!费拉雷 #)#"* 想象不属于自
发(而导源于理性的归纳(在共同体时代(神话'葬礼仪
式'崇拜仪式等等符码(是出于对集体情感的需要与应
答) SK1;4!死者面容的蜡质模具"'.36s?45!死者的灵魂"'
-.Y-a/.5212345!表现'展示"等等的词源表明(图像的公共
均是先祖的权利!德布雷 *##'"* 随着巫神的祛魅(%不
应当从人出发来给人类下定义(相反的(应当从人类出发
来给人下定义&)

的原则行将颠倒* 这是对神灵作出人格
化论述!泰勒'维科"需要同情性理解的可议之处*

想象之%类概念& %图型& %范例&等符码表述基于共
通感m常识的%明智&!Y-=6.5:."判断!亚里士多德 #*%#
**"(包含着人类对生命的强盛及其促成自身达到普遍性
能力的确认* 无论维科的%宗教&(还是阿伦特的交往(普
遍性!美(在此表现为公共性的意象"均基于想象力本身
的先验综合判断的性质* 想象力是与对象无关而只与对
象的形象有关的情感(不可涉及对象的客观实质和意志
的实现(因此缺乏个人福祸的感觉力'缺乏伦理目的所具
有的普遍价值活动的严肃态度(而只涉及对象的形象的
显现形式* 故此(在想象的形式中需要探索的是存在于
审美判断中的先天综合的基础(这成为共通感区别于具
体感觉的逻辑推衍* 综合判断别于分析判断是康德的重
要区分* 谓词Z完全外在于主词I(虽Z与概念I连接(
这种判断称之综合判断.分析判断是谓词 Z属于主词 I(
Z是包含在I这个概念中的东西* 在综合判断中(谓词Z
是对主词I的扩展性判断.分析判断中(主词I分解出已
包含在主词I当中的 Z!康德(/纯粹理性批判0 ("* 综

$#)%$



符码) 想象的公共表象

合判断是走向杂多的扩展和普遍的统一(分析判断则是
自闭性的说明* 康德的%图型&(维科'阿伦特的%范例&均
是想象力的先验综合为一个概念取得它的形象的某种普

遍的处理方式的表象(只不过康德在第一批判中(针对休
谟难题(处理的是想象力的规定性判断力(范畴通过统觉
的统一(形成的是概念.而维科和阿伦特(针对想象力和
知性的%自然&!天才"构成(探讨的是反思性的判断力(想
象力通过统觉的协调促成的是美的追求和判断力的提升

要求* 就%想象&综合判断的意向而言(即人的社会性!复
数性".就社会的预演而言(没有他人也就没有美(也难以
达到普遍.唯有美的%是其应是&方能超越具体感觉!专项
感觉'私人感觉"达成共通共在) 想象之%应是&是天人共
属!维科"'人人共在!阿伦特"的意向性表述* 当然(这种
想象与审美共通感的关系只到康德第三批判的探讨中才

告完成* 在想象的意向过程中(人是发动者(只可能将人
自己(仅有人自己将自己推向宇宙万物和群己(并使宇宙
万物灌注上或彰显出人类的权能和生命* 想象m审美事
实成为虚席以待的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渠道(在此%镜像阶
段&(自己通过与他者的差异确认了自己的预期存在(个
体通过%实是&向%应是&的推衍%如其所是&地向整体开
放'或者提升*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集释0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集释0
&"*"* 意向性想象使人己的忠恕之道成为可能(正基于
此意向性的自明(儒家的价值伦理得以设立(借机为公共
性表象的形成提供契机*

通过以上维科等人的个案分析(%想象&由前现代朴
素的混沌状态而在现代凸显为臻于醇美的交往行动* 借
助于想象概念的爬梳(见出%想象性智慧&在建构前现代
共同体和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相应的(想象符码的争夺
!想象的离异性"则为威权性意识形态的政治化逻辑(即
替激赏机械同质地服从而否弃个人想象的公共批判(提
出可能* 中国近代对%典型&的人性#阶级性的争夺'%文
化大革命&初期对%形象思维&的讨论即构成对极左意识
形态的挑战(而上升为犯忌事件* 这见出符码制作#规
制权与符码感通'玄想性智慧和诗性智慧有所不同!维
科(/新科学0 #')(&"+*"但是(鉴于 "' 世纪 (' 年代的美
学新潮(乃至之前的%典型论&%形象思维论&的无疾而终(
说明美学在 "' 世纪中国与政治哲学的特殊关系并非玄想
性智慧和诗性智慧的对立!阿伦特的范例将其兼容"即可
完成(也非止于艺术学化美学的%形象思维论&所能替代(

它必然扩展向维科所揭示的历史哲学(方显示出生存形
态美学的时代意义* 固然维科以审美的诗性智慧为基点
构造出共同体时代人类实践的循环史(但在现代性处境
中(历史时间化的公共世界(如何抵御包括程序宪政学在
内的知性逻辑!逻辑的共通感"'并回应 "' 世纪政治哲学
研究的%行为主义&取向(阿伦特所提示的想象力(以及反
思判断力和审美共通感的交往潜能(为现代社会主体的

黏合在儒家传统!梁漱溟等"'契约规则!霍布斯'卢梭'洛
克等"'货币媒介!齐美尔"'阶级政治!马克思"'语言交
往!哈贝马斯"等等理论上提供了弥补性预设* 这将深化
到%政治哲学已死&的另一论域*

借助维科的推衍(诗性智慧!审美"把捉住殊相(并非
对直接的生存环境以切身的实在为旨归(而是通过审美
的想象(腾跃向非实在之实在的把握乃至解放* 哲学'玄
学可能的偏颇之一是与人的感官隔一层的概念抽象和推

衍.偏颇之二是指涉向理性的终极传统* 逻辑推理(是抽
离主体的认识论(正如哈耶克'伽达默尔的批判) 知性的
滥用(必然催生同质性世界而导致审美共通感的丧失(乃
至成为利奥塔的%非人&(这成为罗蒂抛弃理论!如基督宗
教'康德的先验方法'共同人性等等"(转向小说'民俗'电
影等叙述(途径想象而寻求人类团结的历史性创造!罗蒂
*("*'"*

想象的起源即是人种起源的新科学(维科'特别是阿
伦特等揭示了想象在法政国家中的能动性* 这也正是晚
清以来(中国早期的现代社团以文学为骨干(倡导%小说
界革命&%文学界革命&的深意所在* 这种哈贝马斯意义
上的沙龙'美术馆'文学批评团体(基于社会中天然亲和
的审美共通感(直接就是现代社会公共机制与公共机构
的政治学原型* 但若进入历史生存形态的美学视野(即
%想象&符码因何内容(特别是在宪政社会(而使法政臻于
至善醇美4 这只有回到司法条文的相关批判中方能见
出* 面对现今美的滥用影像与美学过度学科化的趋向以
及美学的社会责任感与政治参与感的终结局面(激活或
反思美学的公共能量!想象"才成为问题所在*

注释'E.()$(

! 维科) /新科学0(朱光潜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第 #'$'#*+'#(' 页* 这种巫术知情意一体化的
互渗律可拓展阅读列维 布留尔的/原始思维0'弗雷泽的
/金枝0等文本*

" %共通感&的元点意义即五官六觉之共同官能(亚里士
多德认定为区别于专项感觉的共通感!常识"(苏格兰常
识学派从文化上提炼为人天生的道德感* %共通感&的研
究有一转折和两分化* 一转折即共通感由前现代的%普
遍性&转向现代%反思性判断力&的分析* 分化之一即康
德的先验研究(并将共通感问题内在地分为逻辑的'道德
的和审美的共通感.!康德见出共同知性的偏执'非反思
性质(而区分了逻辑的共通感和审美的共通感* 参见康
德) /判断力批判0(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第 #$( 页注!(以及/实用人类学0C"#+* 艾莉森论证
康德在情感'规则'能力三种意义上运用共通感* F.5-D
I??3/45MQ7'4O2*(+-35-/*724+! N1K>-36;.tN1K>-36;.
b530.-/32D,-.//( "'##"( YYM#)% )*M"分化之二是阿伦特
对审美的交往性的研究(并且将沙夫茨伯里'哈奇生'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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谟(以及康德等人道德感学说指向政治判断力的批判(其
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回归旨向(具有政治现象学和艺术现
象学合一阐释的现实针对性* 参见李河成) /审美共通感
的政治哲学意义0 !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年"*
伽达默尔) /诠释学S) 真理与方法0(洪汉鼎译!北京) 商
务印书馆("'#' 年"(第 #+#%% 页* 在此现代性的突进路
线中(出现了像康德'阿伦特等人援引先天的条件(以协
调个体性主体的%赞同&和共通.或者是遵从马克思对私
有制的扬弃学说(从%感性&等实践经验的完善着手而达
到自由人的联合.或者是胡塞尔等人立足单子主体(直面
主体间沟通原则的系列冲突*

# 胡塞尔) /笛卡尔沉思与巴黎讲演0(张宪译!北京) 人
民出版社("''( 年"(第 #(+ 页* 伽达默尔) /诠释学S) 真
理与方法0(洪汉鼎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第 $)
页* 至此维科揭示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离* 参见
伯林)%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离&(/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
集0(冯克利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年"(第 ##$'
#$# 页*
$ 天神意志的民政学实即文化人类学(维科使用%天神意
志&一词的主要原因是) 调和其历史哲学体系与外部天主
教复辟势力间的压力* 这里要提及的事实是) !#"维科
虽然生活在一个外族统治和天主教势力强盛的时代(但
是与 #%+) 年恢复宗教法庭后的时期相比(他青年时代的
社会是%意大利思想最自由的社会&(人们可以讨论原子
论与伊壁鸠鲁主义* 维科自己曾一度是个无神论者(而
且还是%意大利最大的笛卡尔主义者&(只是到后来他才
自称是正统天主教徒(并在/自传0中隐去了上述事实*
!""从维科/自传0中所描述的思想发展过程来看(他只是
到写 /新科学 0 时才谈及神意* 在沃思 ! \-.6.-3:]
J1=;815"眼里(维科对荷马的发现实际上是对/圣经0的
隐蔽攻击(即对/伊里亚特0和/奥德赛0的批判可以以相
同的方式运用于/旧约0和/新约0的分析* 参见普鲁斯)
%斯宾诺莎'维科与宗教想象&(/维科与古今之间0 !北
京) 华夏出版社("''( 年"(第 %"#%$ 页* 对基督教的批
评(斯宾诺莎早已见出%凭想象窥知上帝启示&的结论(而
拒绝神启的可能性* 斯宾诺莎) /神学政治论0(温锡增
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第 ")'$" 页./伦理学0
第一部分命题三十六的附录*

% 霍布斯) /利维坦0(黎思复等译(杨昌裕校!北京) 商
务印书馆(#+() 年"(第 *'( 页* 维科认为想象和记忆同
属一回事(想象不过是扩大的或复合的记忆* 参见维科)
/新科学0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第 #'&'
&"( 页*
& 艾迪生)%想象的快感&(/缪灵珠美学译文集0 !第二
卷"(缪灵珠译'章安祺编订!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年"(第 $)'$%'&# 页* 西文的%想象&概念(源自
希腊文的%,81521/3.&一词(即与视觉有关* 亚里士多德曾

说过(%想象这个名称!Y81521/31"是从光!Y814;"这个词变
化而来(没有光就不能看& !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及其
他0(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第 #$+'&%'#%# 页*"*

胡塞尔在/逻辑研究0中把想象!3K1;351234"称作是%图像
意识&(%像&!3K1;."(指一种纯粹的精神图像* 梅洛$庞
蒂在考察绘画的时候也同样是用 %精神图像& !3K1;.
K.521?."的概念来标识图像客体的*

' F15518 I-.562M@+)4$3+2-' Q7'4O2<-8"4")78<("8-2->(5
!N83:1;4) G8.b530.-/32D4@N83:1;4,-.//( #+(""(YM('M在
与%德行法则的模型!GDY=/"&的对分中(康德已提到想象
力的一种普遍的运作方式) 感性图型* 康德) /纯粹理性
批判0(邓晓芒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第 $""#
"$ 页*

( F15518 I-.562M@+)4$3+2-' Q7'4O2<-8"4")78<("8-2->(5
!N83:1;4) G8.b530.-/32D4@N83:1;4,-.//( #+(""( YYM*%
**'(& ()M另见阿伦特)%真理与政治&(/在过去与未来
之间) 政治思想 ( 篇0(中文版参见阿伦特)%真理与政
治&(田立年译(/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0(贺照田主编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年"(第 $""#"$ 页*

) 列维 布留尔着重赞同奥古斯特$孔德的该社会学见
解* 列维 布留尔) /原始思维0(丁由译!北京) 商务印书
馆(#+(# 年"(第 *'&)) 页*

引用作品':.*6$!%()4(

I-.562( F15518M@+)4$3+2-' Q7'4O2<-8"4")78<("8-2->(5M
N83:1;4) G8.b530.-/32D4@N83:1;4,-.//( #+("M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0(廖申白译注* 北京) 商
务印书馆("''$ 年*

+I-3/242?.M R")-A7)(+7' F4(")2M G-15/M H314 C8.5>13M
Z.3P35;) N4KK.-:31?,-.//( "''$M-

Z1=6-3??1-6( .̀15M#-37 !3"4"W$+-/4(+<-8"4")78F)-'-A5-/
4(+0"1'=G-15/MN81-?./H.035MC2H4=3/) G.?4/( #+(#M

齐格蒙$鲍曼) /生活在碎片之中) 论后现代道德0(郁建
兴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年*

+ Z1=K15( OD;K=52M @"/+ "' #371A+'42) F22752 "'
<-24A-;+3' 9-378"45=G-15/MA= 3̀15[35MC815;813)
I:16.K31,-.//( "''"M-

###) /被围困的社会0(郇建立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
社("'') 年*

+ M ,+2"+1+; 0-)"+45M G-15/M F=1 3̀15?3M L15P35;)
3̀15;/= ,.4Y?.R/,=>?3/835;F4=/.( "'')M-

恩斯特$卡西勒) /人文科学的逻辑0(关子尹译*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年*

+N1//3-.-( <-5/2M*(+@-1")-/4(+G$A7'"4"+2MG-15/MQ=15
O3D35MG13Y.3) H35]35;,=>?3/835;( #+(%M-

程树德) /论语集释0*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N8.5;( C8=6.M*(+X'4+3>3+474"-' -/N45@=:3=/R/I51?.:2/M

$#)($



符码) 想象的公共表象

Z.3P35;) O845;8=1Z44] N4KY15D( #++'M-
阿瑟$丹托) /寻常物的嬗变0(陈岸瑛译* 南京) 江苏人

民出版社("'#" 年*
+71524( I-28=-M*(+*37'2/"1$374"-' -/4(+!-AA-'>87)+M

G-15/M N8.5 I5D35;M L15P35;) 3̀15;/= ,.4Y?.R/
,=>?3/835;F4=/.( "'#"M-

雷吉斯$德布雷) /图像的生与死###西方观图史0(黄
迅余'黄建华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年*

+7.>-1D( 9a;3/M*(+,"34( 7'; J+74( -/4(+XA71+) 4(+
K+24+3' G"24-35-/!-')+>497>MG-15/MF=15;W=5D=
156 F=15; 3̀158=1M C815;813) <1/2N8351L4-K1?
b530.-/32D,-.//( "'#&M-

彼得$德鲁克) /功能社会) 德鲁克自选集0(曾琳译* 北
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年*

+7-=:].-( ,M\MM:#$')4"-'"'1 0-)"+45) 0+8+)4"-'2/3-A
0"?45V#"U+B+732-/K3"4"'1 -' !-AA$'"45( 0-)"+45( 7';
<-8"45MG-15/M O.5;H35M Z.3P35;) N8351T1:835.
,-.//( "''+M-

埃米尔$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0(渠东译*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年*

+7=-]8.3K( uK3?.M*(+-35-/0-)"78K-3.J"U"2"-'MG-15/M
_= 745;MZ.3P35;) C7W 4̀352,=>?3/835;N4KY15D(
"'''M-!

###) /乱伦禁忌及其起源0(汲喆'付德根'渠东译* 上
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 MX')+24*7C--7'; X4263"1"'MG-15/M 3̀O8.( \=
7.;.5;( 156 _= 745;MC815;813) C815;813,.4Y?.R/
,=>?3/835;F4=/.( "''$M-

IM费拉雷)%另一种普遍主义) 范例的力量&(/世界哲学0
&!"'#'") #&+#%'*

+\.--1-1( IMM%I5428.-b530.-/1?3/K) G8.\4-:.4@28.
<[1KY?.M& K-38; <("8-2->(5&!"'#'") #&+ %'M-

\35]( Z-=:.M*(+@7)7'"7' 0$CS+)4) ,+4N++' @7'1$71+7';
%-$"227')+= ,-35:.245) ,-35:.245 b530.-/32D ,-.//(
#++)M!

尤尔根$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0(曹卫东等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年*

+F1>.-K1/( j̀-;.5M*(+043$)4$378*37'2/-3A74"-' -/4(+
<$C8")0>(+3+MG-15/MN14E.3645;( .21?MMC815;813)
I:16.K31,-.//( #+++M-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法律'立法与自由0!第一卷"(邓
正来等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年*

+F1D.]( \-3.6-3:8M@7N( @+1"2874"-' 7'; @"C+345MJ4?M#M
G-15/M7.5;O8.5;?13( .21?MMZ.3P35;) <5:D:?4Y.6314@
N8351,=>?3/835;F4=/.( "'''M-

马丁$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林中路0(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年* ##*'*
+F.36.;;.-( T1-235M%G8.X-3;35 4@28.E4-] 4@I-2M& M-7;

"' #-3+24MG-15/MC=5 O84=[35;MC815;813) C815;813
G-15/?12345 ,=>?3/835;F4=/.( "'#&M# *'M-

托马斯$霍布斯) /利维坦0(黎思复等译(杨昌裕校*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年*

+F4>>./( G84K1/M @+U"74(7'MG-15/ML3C3@=( .21?MM
Z.3P35;) N4KK.-:31?,-.//( #+()M-

埃德蒙德$胡塞尔)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
学0(王炳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

+F=//.-?( <6K=56M*(+-35-/4(+!3"2"2-/F$3->+7' 0)"+')+2
7'; *37'2)+';+'478 <(+'-A+'-8-15M G-15/M E15;
Z35;V.5MZ.3P35;) N4KK.-:31?,-.//( "''+M-

弗兰西斯$哈奇森) /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
对道德感官的阐明0(戴茂堂等译* 杭州) 浙江大学
出版社("''+ 年*

+F=2:8./45( \-15:3/M:' F2275-' 4(+R74$3+7'; !-';$)4-/
4(+<722"-'27'; ://+)4"-'2) N"4( X88$24374"-'2-' 4(+
9-3780+'2+MG-15/M713T14215;( .21?MMF15;B84=)
O8.P315;b530.-/32D,-.//( "''+M-

###) /论美与德行观念的根源0(高乐田等译* 杭州) 浙
江大学出版社("''+ 年*

+ M:' X'W$"35"'4-4(+63"1"'78-/6$3X;+72-/,+7$45
7'; ["34$+MG-15/MQ14H.2315( .21?MMF15;B84=)
O8.P315;b530.-/32D,-.//( "''+M-

金浪)%审美想象的政治局限###略论崇高美学的两种模
式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艺理论研究0$!"'##")
#"+#$$*

+ 3̀5( H15;M%,4?323:1?H3K3212345/4@I./28.23:SK1;3512345M&
*(+-3+4")7804$;"+2"' @"4+374$3+7'; :34$!"'##") #"+
$$M-

伊曼努尔$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0(邓晓芒译* 北京) 人
民出版社("''& 年*

+f152( SKK15=.?M!3"4"W$+-/<$3+M+72-'MG-15/M7.5;
W314K15;MZ.3P35;) ,.4Y?.R/,=>?3/835;F4=/.( "''&M-

###)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0(李秋零译注* 北京) 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年*

+ M<$3+85M74"-'78N"4("' 4(+,-$';73"+2-/M+8"1"-'M
G-15/MH3_3=?35;MZ.3P35;) N83519.5K35 b530.-/32D
,-.//( "'#"M-

###) /判断力批判0(邓晓芒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年*

+ M!3"4"W$+-/%$;1A+'4M G-15/M 7.5; W314K15;M
Z.3P35;) ,.4Y?.R/,=>?3/835;F4=/.( "''"M-

哈罗德$7$拉斯韦尔) /政治学) 谁得到什么4 何时和
如何得到40( 杨昌裕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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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V.??( F1-4?6M<-8"4")2) K(-I+42K(74( K(+'( G-N4
G-15/MA15;N815;D=MZ.3P35;) N4KK.-:31?,-.//(
#++"M-!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0(何道宽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年*

+T:H=81( T1-/81??MT';+3247';"'1 9+;"7) *(+F?4+'2"-'2-/
97'MG-15/M F.714]=15M L15P35;) A3?35 ,-.//(
"'##M-!

玛莎$努斯鲍姆) /诗性正义) 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0(丁
晓东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 L=//>1=K( T1-281M <-+4") %$24")+) *(+ @"4+3735
XA71"'74"-' 7'; <$C8")@"/+MG-15/M735;W314645;M
Z.3P35;) ,.]35;b530.-/32D,-.//( "'#'M-

,?124M*(+M+>$C8")MG-15/MNM7MNM9..0.MS563151Y4?3/)
F1:].22,=>?3/835;N4KY15D( S5:M( "''&M

理查德$罗蒂) /偶然'反讽与团结0(徐文瑞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年*

+94-2D( 93:81-6M!-'4"'1+')5( X3-'57'; 0-8";73"45MG-15/M
W= E.5-=3MZ.3P35;) N4KK.-:31?,-.//( "''$M-

艾迪特$施泰因) /论移情问题0(张浩军译* 上海)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年*

+C2.35( <6328M*(+-35-/FA>74(5<3-C8+AMG-15/MO815;
F14P=5MC815;813) <1/2N8351L4-K1?b530.-/32D,-.//(

"'#&M-
G1D?4-( N81-?./M9-;+3' 0-)"78XA71"'73"+2M7=-81K 156

H45645) 7=].b530.-/32D,-.//( "''&M
*(+G-85,"C8+M C1?2H1].N32D) S52.??.:2=1?9./.-0.(

S5:M( #+*+M
乔瓦尼$巴蒂斯塔$维科) /新科学0(朱光潜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年*
+J3:4( QMMR+N0)"+')+MG-15/MO8= Q=15;U315MZ.3P35;)

,.4Y?.R/H32.-12=-.,=>?3/835;F4=/.( #+(%M-
###) /维柯著作选0(利昂$庞帕编译(陆晓禾译* 北

京) 商务印书馆(#++* 年*
+ M0+8+)4+; K-3.2-/[")-M<6MH.45 ,4KY1MG-15/MH=

W3148.MZ.3P35;) N4KK.-:31?,-.//( #++*M-
周振甫) /文心雕龙注释0(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年*
+O84=( O8.5@=M!-AA+'42-' G8.H32.-1-DT356 156 28.

N1-035; 4@ 7-1;45/M Z.3P35;) ,.4Y?.R/ H32.-12=-.
,=>?3/835;F4=/.( #+(#M-

朱光潜) /朱光潜全集0!#&"* 北京) 中华书局("'#$ 年*
+O8=( Q=15;U315M*(+!-A>8+4+K-3.2-/H($ I$7'1W"7'M

J4?M#&MZ.3P35;) O845;8=1Z44] N4KY15D(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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