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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内容概要

《想象》是一部有关想象的哲学史，也是影像的现象学的再现。萨特研究并创建了“影像存在的真正
理论”，他的分析穿越了传统的形而上学重要体系，使之与现象学和胡塞尔的思想相契合。
让-保罗·萨特的想象理论，为他的现象学存在论的重要依据打下了基础，因此，要了解和研究萨特及
其思想，不可绕过《想象》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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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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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书籍目录

译者序
导言
一、诸多形而上学的重要体系
二、影像问题和心理学家们为得到一种实证方法而作出的努力
三、古典观念的矛盾
四、胡塞尔
结论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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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精彩短评

1、名为想象，但通篇所述，多为影像。在习以为常中发现荒谬之处，萨特再一次发现了别人所忽略
的东西。不过，这也是为数不多的、看完之后依然一头雾水的一本书。
2、用学术的方法来对意识情感进行探讨，几无实例，无法引起学术外读者的关注。
3、表示第一遍读完没太懂。每次读完法国人的书都有这种感觉⋯⋯
4、太烧脑了
5、萨特早期的论文，可以预见其到后期的思想。没有现象学基础绝不可能读懂。直觉和想象作为胡
塞尔直观的两种形式，萨特取想象，mp取知觉。图像意识是现象学的重要内容，非常同意序中所说：
萨特的作品绝非是无根基的轻薄写作。翻译可以接受，有能力的可以读读英文或法文原作。
6、一种强烈情感的感受和知觉与身体运动密不可分，同时，一种真正而又提前、最终没有对象的信
仰产生了。由于身体的刺激，情感总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热切、想象而又是真实的期待特性⋯⋯因此
就有了身体的无序，心灵的错误，一个滋养另一个，这就是想象的真实。
7、毛姆说读哲学可以让人头脑清醒，可是为什么我却觉得晦涩不堪。
8、萨特的博士论文? 前面所有总结概括引用 批评再批评 质疑再质疑 然后最后引出"伟大"的胡塞尔 还
是总结概括引用........这论文真好写- -
9、奔着译文和封面看得，不能说是看，是翻的。前面一带你点还有一点点兴趣，可是到后面，脑子
跟不上，翻完了。难为译者了。
作为一篇论文，很好的。条理清晰，很有逻辑。
可问题时关于哲学的，实在是看不懂，也没有做这个兴趣。于是乎，翻完了。
10、把笛卡尔嘲讽了个遍
11、1、影像是一种现在的状态，是一种活动，只能通过它由之而来的回忆参与过去。2、影像是行为
，非认知。3、影像不是一种回忆，而是创造。与身体密不可分。4、影像是对某物的意识。【翻译辛
苦，很多无法翻译的词也注明了。地铁上读的
12、这位学哲学的翻译很可能并不会汉语⋯⋯
13、太为难翻译了⋯⋯
14、无疑，我没看懂这版翻译
15、看完就不再会想象
16、影像的现象学。萨特在书中虽然旁征博引，并规规矩矩的诉说，但是我还是感到有些吃力，几乎
没看一页都要翻到前面的译者序来试图了解萨特在说什么。我努力的看到第二章中部，只不得不放弃
阅读。
17、看看
18、翻译总是出戏 如果会法语就好了 萨特的东西钻一钻有趣也有意义 不过也许“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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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章节试读

1、《想象》的笔记-第4页

        斯宾诺莎影像在斯宾诺莎那里具有双重形态：影像与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影像是作为有
限样式的人的思维，然而它是作为观念总体的无限世界的观念和片段。
莱布尼茨诸多影像正是在灵魂中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被留存，而且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影像只担当一
种偶因和从属的角色，即思维、符号的单纯协助的角色。
p8永远必须有一种心灵的专断建构以使精神能够承认它面对的是诸多对等的关系。

2、《想象》的笔记-第56页

        意识的心理影像是一种在身体中、在纯粹、不动、未被察觉的回忆的动力机械之中的肉身化，而
这种回忆存在于无意识之中。对于心灵，活着，就是永远“通过一种机械的媒介嵌入诸物”。回忆被
置于这种条件之下。在纯粹的状态中，回忆是“清楚、准确的，但⋯⋯没有生命”，它就像柏拉图说
的那些灵魂，不得不堕入身体之中以能够“实显”：它是潜在的，无力的。因此它需要嵌入到一种身
体的立场之中，以成为在场的。受到深层记忆的召唤，它发展成为嵌入到动力模式中的回忆－影像，
并且成为一种活动的实在，一种影像。在这个意义上：“影像是一种现在的状态，只能通过它由之而
来的回忆参与过去”。
p59
影像力图“自我推动直至光明”，而为了“抑制影像的显现”，必须要花费努力。稍有松懈，“不动
的回忆——由于感到我刚刚避开障碍，去除了在意识下面维持这些回忆的挡板——就开始运动。

3、《想象》的笔记-第149页

        “⋯⋯一种强烈情感的感受和知觉与身体运动密不可分，同时，一种真正而又提前、最终没有对
象的信仰产生了。由于身体的刺激，情感总体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热切、想象而又是真实的期待特性⋯
⋯因此就有了身体的无序，心灵的错误，一个滋养另一个，这就是想象的真实。”

4、《想象》的笔记-第75页

        活生生的影像在再次显现的过程中从它在其中显现的心理生活的环节那里获取自身意义。感觉内
容总是在那儿，但是它显示的形式无休止地解体并重建。我们于是相信，把影像从其过去解放出来，
我们做得足够多了：事实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想象的创造功能，因为任何自发和不可预见的影像
总的来说都是一种创造。

5、《想象》的笔记-第26页

        物理隐喻把影像变成“在使之诞生的刺激之后的震撼的幸存”并且把影像同化于钟摆的摆动，这
种摆动在钟摆被其平衡位置的奇特力量所偏离之后仍然会长时间产生——这种隐喻以及其他的类似的
隐喻知道一种罕见的财富。后来，穆勒、泰纳和高尔顿最终确认了影像的本性：这是一种再生的感觉
，一种脱离外部世界的坚固碎片。

6、《想象》的笔记-第52页

        休谟认为，影像显现为知觉的一种削弱，是在时间中追随知觉的回应。p53回忆和图画一样是孤立
、脱离于其他影像的影像。任何实在都同时拥有这两种特性：它促使身体行动——又像静止的回忆那
样沉积在心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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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

7、《想象》的笔记-第134页

        首先，而且恰恰因为这种颜色是纯粹的被动性，它始终是一种惰性成分。由此应该如何理解呢？
颜色不可能自在地在自身存在的内在性中找到它显现的理由。它不可能自己再生、消失。它必须被异
于自身的其他东西追忆或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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