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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梅洛一庞蒂在其《知觉现象学》的前言中一开始这样写道：“什么是现象学？在胡塞尔的最初著作出
版后的半个世纪，还要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是离奇的。然而，这个问题远没有解决。”①“然而”，
一个世纪过去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所有的迷惑都突出地源于现象学运动内部的隐逸并
且激烈的纷争，我们可以合理地将其理解为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纷争——就两者分别充分地突显出纷
争的两极而言。所有的现象学家都认同这样一句话：“回到实事本身。”这句话原是胡塞尔因着当时
新康德主义者的“回到康德本身”而相应地提出的。这当然不是针对康德；他的意思是，无论是康德
还是哲学史上任何思想家的论说都始终处于莫衷一是的危机状态中，这个危机已经以相对主义、怀疑
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想态度明显地表现出来。既然每种思想都在坚持着自己的真理性，而所有的思想
都并存于我们的思想史之中，那么显然，思想，从来都是并且只是一种（柏拉图所说的）“意见”。
无可置疑，这个危机直接宣告了实体形而上学的终结。胡塞尔当然深深体会到这个危机；但是他从来
没有停留于单纯地“品味”这个危机，而是始终相信：世界、以及人必得有其自身的意义。否则，人
为什么还要继续活着便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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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邓晓芒点评·图像与本质:胡塞尔图像意识现象学辨证》内容简介：根据胡塞尔的分析，一个完整的
图像意识是由三个客体化立义的内在统一来完成的，即图像事物立义、图像客体立义和图像主题立义
。就图像事物而言，我们具有的是一个普通感知，我们得到的是一些色块、线条，画布等等。在这个
立义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图像”，而图像客体立义就使这样的一个“图像”显现出来。它使我们在
面对（比如说）一幅油画时，看到一个或生动、或呆板、或清晰、或模糊的“像”。这个立义并不是
一个感知，而是一种想象；但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想象——而是一种奇特的“感知性想象”。因为它被
天然地编织进一个“图像主题”。图像主题立义是一种想象，它在图像意识之中也不是普通想象，因
为它是一个“不显现者”，即我们并不是在看图像时直接想象到一个处于想象中的感知的“现实之物
”。图像主题与图像客体立义处于一种内在的相互作用、相互成全的交织之中。缺少其中任何一个，
另一个也不能发生。

Page 3



《邓晓芒点评  图像与本质》

作者简介

耿涛，笔名屋子，1976年生。1995-2005年，保送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文史哲试验班，师从黄克剑先生，
先后获文学学士（1999）、哲学硕士（2002）、文学博士（2005）。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中文
学刊》。有书法、篆刻作品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1996）。现任教于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讲授
“西方文论”、“书法艺术”等课程。《问道》辑刊编委、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员、中国硬笔书
法家协会会员。博士论文《图像与本质——胡塞尔图像意识现象学辨正》获2006年度“熊伟青年学术
奖”、“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在《哲学研究》、《问道》、《德国哲学》、《东南学术
》等刊物发表论文十数篇。学术兴趣主要为现象学、美学、中西文化比较。

Page 4



《邓晓芒点评  图像与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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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以上的基于感知场域的“场域叠合”解释了图像意识自立。在整个解释的过程之中，我们没有
发现任何所谓“图像主题”的参与。那么我们问：这个解释成功地解决了图像意识自立问题并且排除
了图像主题吗？对此，我们没有权利简单地回答。经常地，一些看似成功的解决方式其实已经使自身
处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明证的所与物是坚忍性很强的，它们让理论在自身中流过而依然如故。”①
下面我们来检验一下这个解释。我们知道，图像主题就是一个与“图片场域”中的东西相类似地对应
着的一个感知场域的想象（当下化）。这里，没有直接地让我们在场域叠合的解释之中“看”到图像
主题的显身。但是，我们要在此追问：何谓图片场域？如果一个感知场域乃是“源初”的，是我们与
“世界”的原始契约，如果这个概念能在我们的生存之中找到其确定无疑的根据的话，那么，我们还
能在哪里找到一个根据，这个根据可以使有别于感知场域的其他场域建立起来？场域是什么？场域是
主体首先地已经挺身于其中的那个东西。据此，我们还能在什么其他的意义上找到其他的场域的建立
呢？那么，如果说还有有别于源初的感知场域的其他场域的存在，我们必然地要将那些“其他”场域
建基于我们总已经首先拥有着的并一直拥有着的我们总已经“在”其中的感知场域之上。据此，一切
其他场域（包括图片场域）都必然地通过感知场域而开出。那么，这里所说的“通过感知场域开出”
意指何谓？这个意思无非是意味着其他场域必然地非当下地具有着感知场域的特性。在“图片场域”
这里，就意味着图片场域自身是感知场域的当下化。也就是说，我们所具有的图片场域是并且必然地
是对感知场域的想象。惟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具有一个“图片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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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几年前，藉着阅读胡塞尔我走进现象学的殿堂。胡塞尔给予哲学之“严格科学”的承诺令人神往。但
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提示下，我迷惑了，对那“严格科学”的承诺也产生了根本的怀疑。那
“回到事情本身”不正是因为其“回到”而根本地与“本身”产生了“距离”么？而前主题化的“存
在领会”不才真正地守持着“本源”吗？思想裂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经过了一段痛苦的日子，我
义无返顾地离开了胡塞尔而走入海德格尔的“世界中”。不过，那之前的对“严格科学”的神往、兴
奋也就随之云散了。我甚至觉得，哲学，不过是门艺术。于是，我依着存在哲学的思路进行着自己的
科研计划。事情的再度变化出现在我对“图像”这个饶有趣味的话题的思考中。本来，所拟订的题目
是“图像：现象学与后现代主义”，我准备通过图像问题对现象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内在的思想渊源进
行探讨。但是当我关注到胡塞尔所讲的图像意识中的“模像”问题时，我被深深吸引住了。但是这个
“吸引”却源于对“模像”的怀疑。记得当时，我看着妈妈的照片，自问：我真的是只有把那不在“
此”显现的亲切的妈妈之“象”内在地编织进在“此”显现着的“象”中，我才看到了“像”吗？就
像着了魔一样，我整天在思考着这个“模像”的问题。甚至，在熬夜的清晨面对洗手间的镜子时也在
不断地毫无自恋地盯视着那镜中的“我”。于是也就有了论文最后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在镜
子中看到了‘我’，每个人从来都没有‘直接’看到‘我’，我看到的只是‘我’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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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邓晓芒点评·图像与本质:胡塞尔图像意识现象学辨证》：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中国教育也是世界各国
教育的最高阶段。博士论文则是博士研究生成果的最后集成。博士论文是如何写成的呢？论文的指导
老师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们是如何指导博士论文写作的呢？如果你正在关心
这个问题，本从书应能给你恰当的解答。本丛书所收博士论文全部由邓晓芒教授点评。邓晓芒教授，
现供职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与教学，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名师出
高徒。邓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肯定是高徒。他特别推荐点评的这些博士论文当然也就绝非一般。看看这
些论文研究的题目也就知道，这绝非一般学人敢轻易涉猎之领域：《论康德的知性与理性》（易晓波
著），研究的是康德哲学中最重要也最容易混淆的两个基本概念；《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朱
学平著），述说的是青年黑格尔思想形成与转变过程，这对黑格尔研究极其重要；《哲学、语言与生
活》（苏德超著），谈论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这对理解20世纪西方哲学的转向意义重大；《
图像与本质》（耿涛著），所做的则是胡塞尔图像意识的现象学辨证，这也是个难题，尤其对现象学
来说。论文本身的高质量，加上名师进行点评，锦上添花。由名师对博士论文进行点评并汇集成书，
这在国内出版界则更是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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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B516.52 /G47
2、博导点评博伦，二到无穷大啊亲
3、　　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讨论胡塞尔图像意识（胡塞尔全集第23卷）的论文；但其“第一篇“的历
史事实并不意味着这篇论文就是一篇合格的论文——更遑论博士论文了。
　　
　　首先，在第一章，虽然基本事实都交代了，但胡塞尔图像理论的核心困难并无涉及，例如图像的
”物理物“与”图像对象“之间的冲突，”图像对象“与”图像主题”之间的冲突，只有说明了这三
者之间的冲突才能触及胡塞尔图像理论的核心及其困难，也即在图像意识之中进行的极为复杂的意向
行为或意向性。而且，该文根本就不懂Abbildung和bild之间的区分之于胡塞尔图像理论前后发展的意
义，为此第五章基本上就不得要领了。
　　
　　其次，拜托，就算是你是美学出身的，也烦劳你下点文献的功夫好不？满篇自说自话，不行你稍
微看看耿宁和马尔巴赫等人合写的《胡塞尔现象导论》的第5章第一节好不？再不行看看John Brough
的论文也行啊？更别说Eugen Fink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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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大概是国内第一篇讨论胡塞尔图像意识（胡塞尔全集第23卷）的论文；但其“第一篇“的历史事
实并不意味着这篇论文就是一篇合格的论文——更遑论博士论文了。首先，在第一章，虽然基本事实
都交代了，但胡塞尔图像理论的核心困难并无涉及，例如图像的”物理物“与”图像对象“之间的冲
突，”图像对象“与”图像主题”之间的冲突，只有说明了这三者之间的冲突才能触及胡塞尔图像理
论的核心及其困难，也即在图像意识之中进行的极为复杂的意向行为或意向性。而且，该文根本就不
懂Abbildung和bild之间的区分之于胡塞尔图像理论前后发展的意义，为此第五章基本上就不得要领了
。其次，拜托，就算是你是美学出身的，也烦劳你下点文献的功夫好不？满篇自说自话，不行你稍微
看看耿宁和马尔巴赫等人合写的《胡塞尔现象导论》的第5章第一节好不？再不行看看John Brough的
论文也行啊？更别说Eugen Fink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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