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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与视角》

内容概要

人们往往把现代世界的兴起与科学态度在16、17世纪的出现尤其是哥白尼联系在一起。然而，要想理
解现代世界的兴起，就必须理解它在中世纪的开端。全球性的现代文化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自我演进
的一种产物，其先决条件是人的自我理解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与对上帝、上帝与人、上帝与自然的
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理解密切相关。文艺复兴时期对透视法的兴趣是理解这种发展的一把钥匙，阿尔贝
蒂的《论绘画》对此作了简洁表达。但与此兴趣密切相关的是关于上帝无限性的神学思辨，库萨的尼
古拉的工作特别清楚地反映了这种关联。
现代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必然笼罩着虚无主义的阴影，后现代思想已经对现代世界的发展提出
了质疑。然而，只有理解了现代世界的正当性，我们才能开始理解和面对其非正当性。正是本着这一
精神，本书最后呼吁一种或可称为后后现代的（post-postmodern）地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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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梳理了16世纪前的几位哲学家的思想，强调视角性反思。人的视线是否真能穿透无限，过去的无限
与未来的无限。作者保留意见。其实，信仰是危险的，人们警惕它的无批判。其实人，必然是矛盾的
，必然是反自身的。
2、后后现代⋯⋯在未寻找到更为舒适的家园之前？
3、可把哥累死了看这本书，思想很深刻，考证很到位
4、该书系最漂亮的一本书。
5、很精彩⋯⋯世界剧场。科学史、哲学史、神学史、艺术史⋯⋯中世纪末梢与文艺复兴开端的“时
代精神”，现代科学的神学起源，文艺复兴黑魔法。系列里非常漂亮的一本，作者从近代绘画中的重
大发明“透视法”切入，进入隐藏其后的神学“革命”源头，再带出来其引发的科学革命和世界观变
化。哥白尼、开普勒这些天文学家的思想看起来还没有两个神学家的激进。
6、库萨的尼古拉，引人入胜！
7、看看
8、一部博雅优美的、围绕着视角而徐徐展开的思想史。对于无限与真理的渴望，对于现象与幻觉的
洞穿，促使着人类在一次次超越与反思之中突破自身。永远好奇，永远渴望，永远敬畏。
9、温暖
10、非常漂亮，世界剧场。
11、没有固定不变的视角，只有无限的跳出再跳出
12、太空奥德赛，在无限的星海呼唤归乡。
13、看了个开头。主题是现代性与现代科学革命的史前史，讨论的范畴依然是观念史。立场略白左，
观点较规矩，材料很丰富。我觉得这位老先生非常博学但并不适合这样宏大的当代主题。其实他当年
对我影响挺大的，念建筑研究生的时候读了他的书，才明白要读就读哲学，千万别听那些建筑系的半
吊子理论草包跟你胡说八道。
14、本书从一个细部，即“对视角的反思”出发，通过爬梳从库萨的尼古拉直到笛卡儿的思想/科学史
，回应了现代性及其科学的虚无主义问题。它之所以是一本不同寻常的科学史著作，是因为作者始终
怀着对当下的深深关切，并不像一般历史书写那样避讳所写事件之后产生的思想，整个叙事极富哲学
的、尤其是现象学的韵味，科学不再游离于人类文化之外，而是关键环节；同时，又有深厚的神学背
景作支撑，突出了基督教在现代性塑造中的关键作用。反思视角即是超越它，但这种超越，由于同时
是脱离原位、“去中心”，而导致了意义的丧失。现代性的奠基人许诺新的意义来源（例如工匠人重
塑世界的理想），后现代主义者鼓吹无意义之中的自由，而作者提倡一种“归家”的本体论：即便我
们如今能够飞上太空，那也只是为了能让我们反观地球，从而更加珍惜这个无可取代的出发之处。
15、bravo 哲学/天文学/神学/艺术/建筑 谁看谁知道
16、需要一读再读。
精神是自由的；人类的好奇心使伊甸园一次次地失去；客观性必定会消除所有那些让我们对这个世界
感兴趣的东西；遥远的人儿啊，快回到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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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昨天刚刚跟一个朋友聊到上帝与科学的关系，便看到了这本书，直观扼要，而且剥去了专业范畴
的概念，使用了普遍性的词语，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读明白，或者至少有些收获。西方科技发展的进
程一直伴随着宗教的演变，它们有相同的老祖宗，或者说宗教是科学发源的前提。正是基督对人和上
帝的关注，对人精神层面的关注和思辨的发展，导致了形而上学，而科学概念的演化，理论的提出正
是得益于这种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它借助于人的这种力量以及其自身的有效性得以发展，而人类这种
力量的正当性却来自于宗教。由于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它一直试图摆脱来自人主观上的东西，摆
脱宗教，也跟形而上分家。但这种企图却使人们倍受折磨，在强大而客观的自然规律面前，人类渺小
得不堪一击，自我，存在变得虚无缥缈，人的精神世界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质疑，以及随之而来的一次
又一次的人性的反扑。人存在的正当性在自然面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质疑，上帝，作为人内心中自我
存在的渴望的映射便一次又一次地得到认可和加强，虽然历史赋予了上帝不同的理解，但这些理解都
是与时代相应而生的。而本书一方面企图阐述科学和宗教的历史渊源，另一方面，他就科学与宗教相
互纠缠的实质原因所在，即我们在发展客观知识的同时，如何捍卫和巩固人主观性的正当性，提出了
一种新的论点：视角和无限。这种分析和概念是十分有助于我们这样没有西方文化背景的人来学习和
吸收的，它的概念是独立而自存在的，无需考虑其历史渊源。因为在中国也一样地存在这样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问题更加严峻。中国人的自我一直处于非常羸弱的状态，而我们文化中又不存在强调自我
的基因，因此，当西方科技来袭，我们便是束手无策，接受了我们自我感将更加低落，而不接受则意
味着被时代逼着倒退。中国在基础理论一直未能有重大突破的原因便是在此，绝少有个人单枪匹马地
杀出重围，重视这些问题，并寻找出路是每一个会接触到西方科技的人出路所在，希望所在。
2、这本书里的思想非常复杂，没办法理出线性的逻辑关系，书中谈到的各种思想源流呈网状联系，
看完书之后，摘抄出来划线的段落集中起来看，仍然是一脸懵逼。。。读了几十年书了也算是头一次
遇到这样的情况，各章之间，前后章节都有联系，随随便便就能理出一些逻辑线索。作者的厉害之处
就在于通过对历史的挖掘，理出了这些线索，所谓草蛇灰线，伏延千里，在这本书里是草蛇灰线，伏
延千年。当你不知道这条线的存在，草蛇灰线于你不过是平常的坑洼，而作者一指，立马看得清楚清
楚，证据确凿，确实是有这么一条蛇。各个领域的杂七杂八的史料，串成链条，互为印证，都指向那
条蛇。有一些好玩的史料，比如书中详谈的中世纪异端贝格派和贝居安派，正是艾柯《玫瑰之名》的
那个无人敢谈起的异端。比如考证了阿尔贝蒂和布鲁内莱斯基的透视学源自大科学家Paolo Toscanelli。
比如考证了布鲁诺支持哥白尼日心说并不是因为他从数学的角度理解了日心说，哥白尼对于布鲁诺其
实并不重要。原来阿尔卑斯山的每一个小山峰都有十字架是因为让登山者体验耶稣登上各各他山的感
觉。下面随便总结一些相互联系的思想，有言在先，因为我水平有限，以下总结无法体现书的全貌。
。。无限宇宙-&gt;失去了中心-&gt;虚无主义-&gt;喜欢登山的彼得拉克，在山顶目睹无限，同时燃起急
切的回家的欲望中世纪到现代：沉思转向操作&lt;-&gt;笛卡尔：理解世界要靠机械模型而不是数学模
型，我们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创造实在，就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实在。视角局限导致我们只看到现象看
不到实在-&gt;真理爱隐藏-&gt;哥白尼偏于一隅也发现了真理-&gt;精神而不是视角可以达到真理-&gt;人
类是很牛的-&gt;皮科：需要人类来赞叹造物主的伟大-&gt;应该由科学而不是神学家诠释圣经-&gt;比如
哥白尼就证明了上帝的伟大1277年大谴责捍卫上帝的全能-&gt;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权威-&gt;设计了许多
思想实验来反驳-&gt;促进了关于可能的世界的思辨-&gt;为新的科学做好了准备如何突破视角的局
限-&gt;库萨的尼古拉做视角变化思想实验，请读者想象自己置于某个其他位置，比如月球-&gt;而亚里
士多德则认为元素存在固有位置阿尔贝蒂的透视学-&gt;事物的显现都相对于主体而产生-&gt;透视法是
人的视角-&gt;中世纪艺术是精神视角-&gt;透视法是一种现象学，现象学是一种广义的透视理论荷尔拜
因的画大使们-&gt;一幅画两个视角-&gt;放弃单一视角才能获得答案-&gt;不同的视角才能揭露出真
实-&gt;单一视角是现象：假象人出于视角局限天然会把自己置于中心-&gt;思考上帝的无限导致“去中
心&quot;-&gt;文艺复兴回到人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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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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