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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结构》

内容概要

《行为的结构》内容简介：这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宠蒂的另一本重要著作。在《行为的结构》中，
他运用胡塞尔现象学的方法，吸收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结构理论，试图赋予形式、结构以哲学的意义。
他认为行为是主体的行为，行为表述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永恒斗争。
《行为的结构》是一本重要的哲学著作，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 
法国思想文化对世界影响极大。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孟德斯鸠法的思想、卢梭的政治理论是建构西方
现代思想、政治文化的重要支柱；福科、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学说为后现代思想、政治文化奠定了
基础。其变古之道，使人心、社会焕然一新。我馆引进西学，开启民智，向来重视移译法国思想文化
著作。1906年出版严复译孟德斯鸠《法意》开风气之先，1918年编印《尚志学会丛书》多有辑录。其
后新作迭出，百年所译，蔚为大观，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裨益良多。我馆过去所译法国著作以古典
为重，多以单行本印行。为便于学术界全面了解法国思想文化，现编纂这套《当代法国思想文化译丛
》，系统移译当代法国思想家的主要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但凡有助于思想文化建设的著作
，无论是现代性的，还是后现代性的，都予列选；学科领域，不限一门，诸如哲学、政治学、史学、
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兼收并蓄。希望学术界鼎力襄助，以使本套丛书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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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种含混的哲学
导论：意识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第一章 反射行为
导言：生理学对客观性的界定及经典的反射概念。
实在分析与因果说明的方法
第一节 经典的反射概念及其辅助假说
1．刺激
2．兴奋的位置
3．反射环路
反射的化学条件、分泌条件、植物性条件。——大脑条件与小脑条件；抑制与控制、协调与整合的观
念；神经系统的等级概念。——反射对于同时发生的种种反应的依赖。——对于各种先前发生的反应
的依赖：反射的扩散，反射的反向，韦伯法则与阈限观念。
4．反应
概述；秩序问题；解剖学秩序与生理学秩序
第二节 格式塔理论对于反射的解释
1．眼睛注视反射；各种兴奋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反应的关系。
2．推论
3．推论的证实：机能重组与替代：尤其以偏盲为例
4．反射的生物学含义
第三节 结论
1．“形式”范畴
2．这一范畴是多余的吗？在一种的生理学中，神经功能被归结为一些物理类型的关系的交织吗？
3．形式与目的。作为描述范畴的秩序。
第二章 高级行为
第一节 巴甫洛夫的反射学及其诸假设
它预设了对于行为的某种描述。物理—化学分析和生理学对行为的分析
第二节 行为的“中心区域”与定位问题
1．定位问题中普遍承认可的一些结论
疾病分析，结构障碍。——整体机能与镶嵌机能。——定位的混合观念与功能平行论
2．对这些结论的解释：协调的观念足以说明它们吗？
空间知觉方面的协调与“形象的不协调”。——色彩知觉方面；“色彩的层次”；语言生理学方面。 
——协调观念的歧义。
3．结论
驳生理学中的经验论与理智论。各种中枢现象中的形式；但什么是形式呢？
第三节 行为的各种结构
1．学习不能被解释为彼此外在的神经事件的联结
2．对行为的各种结构的描琐
A)各种混沌形式与本能。B)各种“可变动形式”：信号；各种空间关系与时间关系；各种机械关系与
静态关系。C)各种象征形式
结论：条件反射的含义：病理现象或高级活动。行为与生存。
第三章 物理秩序，生命秩序，人类秩序
导论：格式塔理论想要突破实体主义的各种二律背反。——实际上，由于未能对“形式”作出哲学分
析，它本身也回到了二律背反之中
第一节 物理结构
1．在什么意义上确实可以说：与实证主义的看法相反，物理世界包含着一些结构
2．但这些结构并不“在”某一“自然”“之中”
3．结构是对于某一意识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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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生命结构
1．生命形式相对于物理系统的新颖性。新辩证法之项的机体及其环境
2．作为“观念”的机体
3．机体中的超越机械论—活力论对立的意义统一
第三节 人类秩序
1．意识的生命
——在当代人那里，意识与活动的关系仍然是外在的。关于知觉理论的一些推论
——初始知觉的诸特征：它依附于人的意向而不是依附于对象，它体验到实在而不是认识到真理
——有关于意识结构的推论：多种多样的意向，实在意识
2．严格意义上的人的意识
3．驳心理学中的因果思维。用结构来解释弗洛伊德主义
4．“心理”与精神不是实体而是统一性的辩证法或者形式。——如何超越“心灵主义”与“唯物主
义”的二者择一。——作为行为结构的心理
结论：前述分析的双重意义。它们接受一种批判主义结论吗？
第四章 心身关系及知觉意识问题
第一节 各种经典的解决
1．素朴意识及其经验实在论
2．关于感性事物的哲学实在论
3．科学中的伪笛卡尔主义
4．知觉意识的笛卡尔式分析
5．批判的观念。理智主义知觉理论对心身关系的解决
第二节 不存在着自然主义的真理吗？
1．前述各章在何种意义上导向了先验态度。被界定为意义的三个秩序的物质、生命和精神
2．但我们的结论不是批判主义的
3．应该区分作为意义的场所的意识与作为实际经验之流动的意识
A)外部知觉。事物现象。——身体本身的现象。——如同回到一种原初经验那样回到知觉场。作为有
充分根据的错误的实在论
B)错误，心理的与社会的结构
4．结构与意义。知觉意识问题
所引著作目录
法中(西中)术语对照表
中法(中西)术语对照表
法中(西中)人名对照表
中法(中西)人名对照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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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事先以“潜在内容”或“无意识知识”的形式作出这些证明，这乃是在假定：任何不以表象或内
容的形式呈现给意识的东西都不能被意识所认识。我们应当明确表达从这些看法所得出的没有言明的
意识概念。我们已经说出的那些足以表明，拥有一个表象或作出一个判断并不是与意识生命同外延的
。意识毋宁是由含义意向组成的网络：这些意向时而于它们自身是明晰的，时而又相反地不是被认识
到而是被体验到的。这样一个概念使我们能够通过扩大我们关于活动的观念而把它与活动联系起来。
除非我们把人类活动所经历的理智分析看作是达到动物性目标的一种更精巧的手段，否则人类活动就
不能够被归结为生命活动。但是，从我们自己所持的观点来看，正是目的与手段的这些完全外在的关
系变成为不可能的了。只要我们用某些“表象”的拥有来定义意识，这种外在关系就是必然的了，这
是因为，活动意识由此必然一方面被还原为对其目标的表象，并最终被还原为保证活动得以执行的身
体自动机制的表象。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在这些情况下只能是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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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行为本身是对环境的一种敞开，每种行为得以发生都依赖一个背景场，行为的结构指的是生命体
在与背景场互动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结构关系。三种行为模式：混沌形式-生命体与环境完全粘连在一
起；可变动形式-生命体相对独立，能习得结构并用于同类情况；象征/文化行为-能习得结构并用于不
同情况，创造新的结构，人类因为拥有语言所以能创造文化世界。三种秩序：物理秩序-数量关系；生
命秩序-有序，混沌形式和可变动形式；人类秩序-含义，文化行为，创造意义。物理秩序和生命秩序
为人类秩序奠基，人类知觉转而把它从人类秩序获得的意义投射到物理秩序和生命秩序中，前二者不
可避免地烙上了人性的含义。意义来源于知觉/感知，人类的感知/意义因为其与语言、符号、象征交
织在一起所以与动物的感知/意义不同，MP用“含义”称之。
2、梅洛-庞蒂致力于论述物质反应、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的区别，正如他所指出的“要设想一种与生
理学形式有着同样性质的物理学形式，或一种作为心理学形式的等价物的生理学形式是不可能的”。
最终欲要实现的是发现人类行为所遵循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他所揭示的意向性的行为结构，以区别
与动物本能的行为结构。
3、糊涂翻译···
4、梅洛-庞蒂的早期著作，从有关行为/认知的心理和生理学理论之中的矛盾说起，批判了行为主义和
将反射活动认作行为之基本“原子”的理论。前两章基本上是这种批判，第三章开始集中建构自己的
理论，其核心在于“形式”与“结构”，一方面强调行为的整体论特征，从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借鉴了
元素间关系比元素本身更为根本的思想；另一方面突出意识的“为我”性及其与身体之间密不可分的
关系，反对将精神还原为物理事件。整本书像是种另类的科学研究。
5、好想看行为的结构2016，这书太老了
6、对比英文版，虽然难读，但是其实是译的不错的
7、意识以身体作为中介知觉世界。对具身认知的详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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