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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Введения работы Жана Франсуа Лиотара  

«Состояние постмодерна» 

 
Работа Жана Франсуа Лиотара «Состояние постмодерна» (1979 г.)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ой т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котором введени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особую часть, где автор формулиру-
ет основную мысль книги. Однако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лучает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кста остается малопонят-
ным вследствие сложного языка и стиля автора. Поэтому авторы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и детально рассмат-
ривают основные идеи книг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ые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методы, дают собственные ком-
ментарии для лучшего понимания постмодернистской теории Лиотара.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 знания, легализация, метаповествование, кризи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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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ing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by Lyotard 

 
Abstract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by Jean François Lyotard is the most impor-
tant and thorough theoretical work on postmodern issues, of which the introduction is an important guid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ook as it epitomizes the author’s basic thoughts and outlines the book’s con-
tents. However, the difficulty arises from its concise style and heavy use of technologies which pose an ob-
stacle to an accurate and thorough understanding. Therefore, the article offers a detail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ideas, historical events and backgrounds as well as technologies in the introduction as so to reveal 
the accurate meanings and highlight its far-reaching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ostmodern, knowledge, legitimating, metanarratives, crisis. 

 

利奥塔銙ਾ⧠ԓ状ᘱ銚引言解䈫染

洁民染ࡈ

े京师㤳大学数学科学学院ˈ古口口叫只旨染

蒋染染虹染

े京师㤳大学外文学院ˈ古口口叫只旨染

染

摘要闭染利奥塔的銙ਾ⧠ԓ状ᘱ里里ޣ于知识的ᣕ告銚是 该口 世纪ޣ于ਾ⧠ԓ䰞题

最䟽要銓最䘿ᖫ的理论著ˈަ引言集中体⧠了者ޣ于ਾ⧠ԓ的สᵜ㿲点ˈ而ф清

Რ地㔉ࠪ了全书脉㔌ˈ是理解䈕书的䟽要ሬ引銔⭡于它行文极Ѫ简㓖৸包ਜ਼较多у业

词语ˈѪ人们准确銓全面地理解它䙐ᡀ了困难銔ᵜ文通䗷对引言中สᵜ㿲点銓历史һ

Ԧ銓历史背Ჟ和у业词语的䈖㓶解说ˈ揭示ަ确࠷ਜ਼ѹ和深䘌的理论ԧ值銔染

键词˖ਾ⧠ԓˈ知识ˈਸ法ॆˈ元ਉһˈਉһড机凡染ޣ

染

无论是Ѫ一种学术思潮ˈ䘈是Ѫ一种社会⧠ᇎˈ学术界对ਾ⧠ԓ䰞题的ޣ注

㠣少ᐢ㓿持续了 旧口 ᒤ銔在㓿历了 该口 世纪 独口 ᒤԓ㠣ᵜ世纪初的激烈ҹ论之ਾˈ最䘁

研ウ明显降温銔但是在笔者看来ˈ时㠣Ӻᰕˈ理论层面к的ਾ⧠ԓ䰞题并没ޣᒤᴹࠐ

ᴹ获得Ԕ人满意的结果ˈ而Ѫ一种社会⧠ᇎ的ਾ⧠ԓ↓䎺来䎺广泛和深刻地影响着

世界ˈ影响着䎺来䎺多的人们的生活銔⭡于理论研ウ的滞ਾ和停亯ˈਾ⧠ԓ的大䟿⧠

ᇎ既没ᴹ被↓确地判断ˈ更缺ѿ适ᖃ的ᓄ对策略銔染

利奥塔的銙ਾ⧠ԓ状ᘱ里里ޣ于知识的ᣕ告銚˄La condition postmoderneˈ
1979˅是 20 世纪ޣ于ਾ⧠ԓ䰞题最䟽要銓最䘿ᖫ的理论著銔ቭ管利奥塔在䈕书引

言中谦虚地说它ਚн䗷是一部釐ᓄ时之金ˈ但在 30 多ᒤ之ਾ的Ӻཙˈ它对ਾ⧠ԓ

ᇎ䍘的ᢺ握ˈ对ਾ⧠ԓ状ᘱ的᧿述ˈ对ਾ⧠ԓ䘋程的预言ˈ都显示ࠪ惊人的䘌㿱卓

识銔染

Ԕ人遗憾的是ˈ长期ԕ来ˈ虽然很多学者研䈫和引用䗷它ˈ但ަ䟽要性并没ᴹѪ

世人充࠶认识ˈ对ަ理解ҏ停留在较Ѫ表面的层⅑к銔ᇎ䱵кˈ书中一Ӌ十࠶䟽要的

㿲点被长期忽视ˈԕ㠣于一Ӌᰙᐢ被利奥塔论述得十࠶清Რ明确的内容Ҽй十ᒤ之ਾ

ӽ然在学术界ҹ论н休銔一Ӌ论述ਾ⧠ԓ䰞题的著或䍘疑ਾ⧠ԓ思想的著甚㠣ᆼ

全н提৺利奥塔的工ˈ或者虽然提৺তн得要亶銔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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䈕书引言集中体⧠了者ޣ于ਾ⧠ԓ的สᵜ㿲点ˈ而ф清Რ地㔉ࠪ了全书脉㔌ˈ

内容丰富ˈ思想深刻ˈ是理解䈕书的䟽要ሬ引銔⭡于它行文极Ѫ简㓖˄译ᡀ中文ਚᴹ

大㓖 1770 个ᆇ˅৸包ਜ਼较多у业词语ˈѪ人们准确銓全面地理解它䙐ᡀ了困难銔ᵜ

文依据车槿山ݸ生的译ᵜ˄南京大学ࠪ⡸社ˈ2011˅ˈ通䗷对引言中สᵜ㿲点銓历史

һԦ銓历史背Ჟ和у业词语的䈖㓶解说ˈ揭示ަ确࠷ਜ਼ѹ和深䘌的理论ԧ值銔染

引言全文ޡ 古该 段ˈަ内容о全书各ㄐᴹ明确的对ᓄޣ系銔ԕл࠶段解䈫銔染

第 古段染

↔书的研ウ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ᘱ銔ᡁ们ߣᇊ用釐ਾ⧠ԓ金命䘉种状
ᘱ銔䘉个词↓在美洲大䱶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的笔л流行ˈ它指的是㓿历了各种ਈॆ
的文ॆ处境ˈ䘉ӋਈॆӾ 19 世纪就开始影响科学銓文学和艺术的游ᠿ规ࡉ了銔在䘉
䟼ˈᡁ们将通䗷оਉһড机的∄较来ᇊս䘉Ӌਈॆ銔˄第 3 页˅染

解䈫˖染

Ӿ起源的角ᓖ看ˈ釐ਾ⧠ԓ金首ݸ是一个思想һԦˈ始于对人类一࠷知识体系銓

方法论体系銓ԧ值体系銓社会规㤳体系和信仰体系之ṩᵜส础的䍘疑銔者认Ѫˈṩ

据 20 世纪 70 ᒤԓ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ᘱˈ人类知识体系ᐢ㓿䘋入ਾ⧠ԓ銔о↔਼

时ˈ知识的状ᘱҏߣᇊ着最发达社会˄者ᓄ是指西方发达ഭ家˅乃㠣ᖃӺ世界的状

ᘱ銔换言之ˈѪ人类知识体系䘋入ਾ⧠ԓ的一个伴䲿һԦˈ人类社会ᐢ㓿或将要䘋

入ਾ⧠ԓ銔因↔ˈӾ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ᘱ来考察ਾ⧠ԓˈ是一个十࠶自然的࠷入

点銔染

ᵜ书第一ㄐ釐㤳围˖信ॆ社会中的知识金是对ᖃ时釐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金的

性䍘和状ᘱ的一个สᵜ概括ˈ者〠之Ѫ釐工假设金ˈ既是全书立论的ส础ˈҏ是

ᵜ段思路的直接延续銔染

在ᵜ书写的ᒤԓˈҏ就是 20 世纪 只口 ᒤԓˈਾ⧠ԓ思潮ѫ要流行于社会学家銓

文艺理论家銓艺术批评家等群体中ˈ釐ਾ⧠ԓ金ѫ要被看一种思想文ॆ⧠象而н是

被看一种社会⧠ᇎ銔者↓确地指ࠪˈоਾ⧠ԓᴹޣ的ਈॆˈᰙ在 19 世纪就䙀渐

对科学銓文学和艺术ӗ生了影响銔者没ᴹ䘋一↕说明在 19 世纪的科学銓文学和艺

术中ウㄏ是哪Ӌާ体ਈॆоਾ⧠ԓᴹޣˈ但Ӻཙᡁ们ਟԕࡇ举一Ӌ明显的方面˖染

1ˊ19 世纪 2口 ᒤԓˈৼ曲ࠐ何的ࡋ立ਟԕ被看ਾ⧠ԓ思想或㿲念的第一个ӗ

物ˈ或者说ˈ它的ࡋ立ᵜ身标志着ਾ⧠ԓ思想的起源銔染

在西方历史кˈ在漫长的时间䟼ˈ欧ࠐ䟼得銙原ᵜ銚被Ѫ人类理性精神的象

ᖱ銔ަ⢩点是˖ԕ一㓴被认Ѫ釐н证自明金的原始假设˄ޜ理和ޜ设˅Ѫ论证的ส

础和开端ˈ通䗷˄在ᖃ时被认Ѫ是˅ѕ格的䙫䗁方法和䗷程ˈᇊѹ全部概念ˈ᧘ሬࠪ

ަ他全部命题˄ᇊ理˅ˈӾ而构建一个条理清Რ銓Ԕ人信服的知识体系銔西方历史

кˈ很多䟽要的理论体系都是仿照欧ࠐ䟼得銙原ᵜ銚的方式构建的ˈ例如托勒密的地

心说体系˄2 世纪˅ˈ哥ⲭቬ的ᰕ心说体系˄1543 ᒤ˅ˈ笛尔銓ᯟᇮ䈪莎銓㧡ᐳቬ

茨的哲学体系˄古只 世纪˅ˈ牛亯的㓿ި力学体系˄1687 ᒤ˅等ˈ直到ᓧ德的哲学体

系˄18 世纪ᵛ˅ˈᵜ䍘ко欧ࠐ䟼得銙原ᵜ銚中的数学体系都处在相਼的䙫䗁层⅑

кˈ它们在很大程ᓖк构ᡀ了西方人理解世界的สᵜ方式銔染

ਖ一方面ˈ在欧ࠐ䟼得銙原ᵜ銚ᡀ书之ਾн久ˈ改㢟它的尝试就开始了ˈ最突ࠪ

的䰞题是人们认Ѫ书中的第五ޜ设˄ҏ就是ᒣ行ޜ设ˈަ最简单的等ԧ形式是˖ᒣ面

内䗷ᐢ知直线外一点ˈ能ф仅能一条ᒣ行线銔˅н够自明ˈ而фᓄ䈕能够Ѫަ他

设的᧘论而被证明ࠪ来銔但直到ޜ理銓ޜ 古叫 世纪之前ˈ䘉种证明都没ᴹ得到真↓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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ԧ值的结果銔䘉Ӌ尝试的一条思路是使用৽证法˖⭡假设第五ޜ设нᡀ立ˈᓄ䈕能᧘

ࠪ矛盾銔䘋入 18 世纪ԕਾˈᴹޣ探索得到十࠶丰富的结果ˈ但并没ᴹሬ㠤显然的矛

盾銔于是ˈ19 世纪 20 ᒤԓˈ一种在䙫䗁ко欧ࠐ䟼得ࠐ何处于਼等地ս的ᯠࠐ何里

里ৼ曲ࠐ何被建立ˈ欧ࠐ䟼得ࠐ何的一统ཙл被打破銔人们发⧠ˈᡁ们接ਇ欧ࠐ䟼得

理ਚнޜ何ˈ并н是因Ѫ它是㔍对真理ˈ而仅仅在于它符ਸᡁ们的直㿲㓿验ˈ它的ࠐ

䗷是䘉种直㿲㓿验的体⧠銔用利奥塔的䈍语说就是ˈ欧ࠐ䟼得ࠐ何的元ਉһ被⎸解

了銔染

2ˊ19 世纪ᵛˈቬ采明确提ࠪˈ釐к帝死了金古ˈ釐虚无ѫѹ站在门ਓ了金该ˈ

釐虚无ѫѹ意味着ӰѸ？里里意味着最高ԧ值自行䍜值銔没ᴹ目的銔没ᴹ对目的的回

答銔金详釐一࠷长期ᆈ在的һ物在ަᆈ在䗷程中都䙀渐理性ॆ了ˈԕ㠤ަ非理性起源

益发渺茫了金旧ˈਟԕ看哲学銓人文社会科学中ਾ⧠ԓ思想的预言或ᇓ言銔染

3ˊ19 世纪ᵛ㠣 20 世纪初ˈ䟿子论銓相对论的建立ˈ标志着自然科学中ਾ⧠ԓ

思想ਆ得了䟽大ᡀ果ˈަ中⢩别突ࠪ的是ˈ打破了㓿ި物理学的确ᇊ性㿲念ԕ৺牛亯

的㔍对时空㿲銔染

Ӿ牛亯㓿ި力学建立开始ˈ㓿䗷大㓖 200 ᒤ的发展ˈ到 19 世纪七ޛ十ᒤԓˈ形

ᡀ了一种㓿ި世界㿲ˈਟԕ粗略地᧿述Ѫ˖釐一个牛亯的㔍对时空框架˗一个⭡нਈ

的銓нਟ࠶割的原子㓴ᡀ的世界˗一种Ѫ电磁场ԕ৺ݹ和䗀射热ԕ波ࣘ方式Ր播提供

ส础的ԕཚส䍘銔↔外ˈ䘉ṧ一种⭡ 19 世纪л半ਦ的物理学家构建起来的世界㿲䘈

包括了є条䟽要原理ˈণ物䍘和ԕཚє者之间ᆈ在着相ӂ用ˈ能䟿媒ӻ要遵Ӿࠐ条

用数学ޜ式表述的ѕ格的热力学ᇊ律銔↓是䘉є条原理ˈ才使㓿ި世界㿲ާᴹ了极大

的统一性銓简明性和谐和性銔金旨染

于釐㔍对时空框架金ˈਟԕ䘉ṧ的通俗᧿述˖釐在н知ӰѸ地方ᆈ在着一个ޣ

野阿ส米德量点ˈ一࠷䘀ࣘ都ਟԕ参照那一点䘋行⍻䟿˗৸在н知ӰѸ地方ᆈ在着一

个标准钟摆ˈ它永н停地摆ࣘߣᇊ了宇ᇉ的时间˗䍘䟿和能䟿нਟ能ӂ相转ॆ˗物

体ਟԕ䘀ࣘ得∄ݹ䙏䘈快銔金早染

↔外䘈ᓄ䈕指ࠪˈ牛亯所建立的㓿ި力学ԕ৺ԕ↔ѪṨ心建立起来的㓿ި科学ˈ

ᵜ䍘к是机械论的銓䘈原论的和ߣᇊ论的銔染

䘉种世界㿲ᡀѪ⧠ԓ性思想的ѫ要ส础之一銔染

然而ˈӾ 19 世纪最ਾ 10 ᒤ到 20 世纪前 30 ᒤ间发生在自然科学亶域的一系ࡇ䟽

大ਈ革ˈ使к述㓿ި世界㿲ᖫᓅ瓦解銔染

1900 ᒤˈᲞ朗克ࡋ立䟿子论銔1927 ᒤˈ海森堡认识到ˈ一个电子ਚ能ԕ一ᇊ的

н确ᇊ性处于某一ս置ˈ਼时ҏਚ能ԕ一ᇊ的н确ᇊ性ާᴹ某一䙏ᓖ銔ਟԕᢺ䘉Ӌн

                                                           

古
ቬ采ˈ銙快Ҁ的知识銚ˈ黄明嘉译ˈे京˖中央编译ࠪ⡸社ˈ1999ˈ第127页銔染
该
ቬ采ˈ銙ᵳ力意志銚ˈᆉ周ޤ译ˈे京˖商࣑ঠ书馆ˈ2007ˈ第古旧叫页銔染
详
ቬ采ˈ銙ᵳ力意志里里䟽ՠ一࠷ԧ值的尝试銚ˈ张念东銓凌素心译ˈे京˖商࣑ঠ书馆ˈ1991ˈ第280
页銔染
旧
ቬ采ˈ銙朝霞銚ˈ⭠立ᒤ译ˈк海˖ॾ东师㤳大学ࠪ⡸社ˈ2007ˈ第43页染
旨
詹姆ᯟ爷E爷麦克㧡伦第й銓罗德爷多恩ˈ銙世界史к的科学ᢰ术銚ˈ王鸣䱣译ˈк海˖к海科ᢰ教

育ࠪ⡸社ˈ2003ˈ第405-406页銔染
早
詹姆ᯟ爷E爷麦克㧡伦第й銓罗德爷多恩ˈ銙世界史к的科学ᢰ术銚ˈ王鸣䱣译ˈк海˖к海科ᢰ教

育ࠪ⡸社ˈ2003ˈ第409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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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ᇊ性限制在最小的㤳围内ˈ但н能等于䴦銔简单地说ˈ在微㿲亶域ˈ任何一个粒子

的ս置和ࣘ䟿нਟ能਼时准确⍻䟿銔要准确⍻䟿ަ中一个ˈਖ一个就ᆼ全⍻н准銔䘉

就是著的н确ᇊ性原理˄ᰗ译⍻н准原理ˈ䟿子力学的สᵜ原理之一˅ˈ它表明Ӿ

ᵜ䍘к来讲物理学н能做ࠪ超䎺统䇑学㤳围的预⍻ˈ㓿ި世界㿲所期ᖵ的精确性銓确

ᇊ性是н࠷ᇎ䱵的要求ˈӾ更ṩᵜ的意ѹк说ˈ对世界的机械论銓ߣᇊ论理解是站н

տ脚的銔染

1905 ᒤˈ爱因ᯟ坦发表⤝ѹ相对论銔釐按照爱因ᯟ坦的解释ˈ宇ᇉ中并没ᴹ哪

一个参考系更Ո䎺ˈҏ没ᴹ一个起ѫሬ用的时钟銔一࠷㿲⍻˄譬如一个һԦ在何时

发生ˈ一ṩ直尺ᴹ多长ˈ或者一个物体ᴹ多䟽˅都是相对的ˈ㿲⍻结果ਆߣ于㿲⍻者

的ս置和䘀ࣘ䙏ᓖ銔金古䘉Ӌ㿲点Ӿṩᵜк超䎺了牛亯的㔍对时空㿲銔染

1916 ᒤˈ爱因ᯟ坦发表广ѹ相对论ˈ指ࠪ⭡于物䍘的࠶ᐳн均匀ˈ空间和时间

会发生弯曲ˈ引力ਚ是时空弯曲的表⧠形式銔行ᱏ围绕ཚ䱣䘀行并н是因Ѫਇ到ཚ䱣

引力的吸引ˈ而是因Ѫ它们ᗵ享循着弯曲空间中的最短路ᖴ䘀ࣘ銔䘉一方面⎸解了

Ѫ牛亯力学ส础的引力概念ˈ更⎸解了Ѫ牛亯力学สᵜ框架的й维ᒣ直的欧ࠐ䟼得

空间銔染

总之ˈ䲿着䟿子论銓相对论的建立ˈ整个㓿ި世界㿲被ᖫᓅ瓦解了銔染

4ˊ20 世纪初发生的第й⅑数学ড机是⭡集ਸ论悖论⢩别是罗素悖论引起的ড

机ˈ是一个ާᴹ䟽要意ѹ的ਾ⧠ԓһԦ銔染

1874 ᒤˈ德ഭ数学家ᓧ托ࡋ立集ਸ论ˈѪ在数学中引入ᇎ无ェ开䗏了道路銔集

ਸ论Ѫ数学理论的形式ॆ奠ส提供了ᴹ效的途ᖴˈоՐ统的数学理论ᖰᖰާᴹ⧠ᇎ背

Ჟн਼的是ˈ集ਸ论是高ᓖ抽象的ˈ它的研ウ对象һݸ没ᴹ任何限制ˈ换言之ˈ它的

论域н是ୟ一的ˈ䘉о欧ࠐ䟼得ࠐ何ާ体研ウ点銓线銓面性䍘的情形ᆼ全н਼銔虽然

ᓧ托没ᴹ㔉ࠪ他的集ਸ论的ޜ理系统ˈ但 20 世纪初提ࠪ并迅䙏ᆼ善的集ਸ论的 名培

˄或 ZFC˅系统ᐢ㓿ᆼ全形式ॆˈާᴹ明显的ਾ⧠ԓ⢩ᖱ銔ᓧ托的数学㿲ҏ是ਾ⧠ԓ

的ˈ他ᴮ明确地说˖釐数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ᆼ全是自⭡的ˈ对它的概念的限制ਚ在

于˖ᗵ享是无矛盾的并ф和ݸ前⭡确࠷ᇊѹ引入的概念相ॿ调銔……数学的ᵜ䍘就在

于它的自⭡銔金该在他心目中ˈ数学ᐢ㓿ᰙᐢн是⧠ᇎ世界的˄或者说物理学的˅模

型ˈ而是人类心灵的自⭡ࡋ䙐物銔染

罗素悖论的ࠪ⧠ˈ表明集ਸ论ส础中ᆈ在着漏洞銔虽然ᖃ时的集ਸ论䘈没ᴹᇎ⧠

立集ਸ论时明确依据了某Ӌ前提假设ˈ例如ˈ认ᇎ无ェ并ԕ它ࡋ理ॆˈ但ᓧ托在ޜ

Ѫѫ要研ウ对象˗ԕ一一对ᓄ原ࡉѪ集ਸ࠶类的ѫ要标准˗н࣐限制地使用幂集

ᇊ理˗等等銔1893 ᒤˈ弗䴧格˄F.L.G.Frege˅在銙算术สᵜ原理銚第一卷中首⅑使用

了概括原ࡉ˖帮x˖P(x)}ˈ它䳀ਜ਼着䘉ṧ的假ᇊ˖对任意染Pˈ {x˖P(x远田总构ᡀ一个集

ਸ銔ᇎ䱵кˈ↓是概括原ࡉ的使用ሬ㠤了罗素悖论銔⭡于ᖃ时大多数数学家ᐢ㓿接ਇ

了集ਸ论ˈ集ਸ论ҏᐢᡀѪ纯数学各ѫ要亶域的䙫䗁ส础ˈ所ԕ集ਸ论悖论的ࠪ⧠就

н仅仅是集ਸ论的ড机ˈ而是整个数学理论体系的ড机銔用利奥塔的䈍语说就是ˈ数

学理论体系的元ਉһ被⎸解了銔染

                                                           

1詹姆ᯟ·E爷麦克㧡伦第й銓罗德爷多恩ˈ銙世界史к的科学ᢰ术銚ˈ王鸣䱣译ˈк海˖к海科ᢰ教育

ࠪ⡸社ˈ2003ˈ第408-409页銔 
2转引自M凡克㧡因銙ਔӺ数学思想銚第四ˈ邓东皋銓张恭庆等译ˈк海˖к海科学ᢰ术ࠪ⡸社，2002ˈ
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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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ˊ20 世纪初期崛起的所谓釐⧠ԓ派艺术金ˈ包括抽象ѫѹ銓立体ѫѹ等流派ˈ

ᵜ䍘к是ਾ⧠ԓ的銔染

⧠ԓѫѹ思想的原型是欧ࠐ䟼得ࠐ何学銓笛尔哲学和牛亯力学ˈᵜ䍘к是对人

类㓿验直㿲中的ᇒ㿲世界的概括和抽象銔在艺术ко↔相适ᓄ的ˈ是Ӿ文艺复ޤ时期

䙀↕发展起来的銓ส于䘿视法和人体解剖学的㔈画銔无论是人物画䘈是风Ჟ画ˈ追求

䙬真是ަ਼ޡ⢩ᖱˈ精确的䘿视銓适ᖃ的∄例銓自然的色彩ࡉ使䘉一时期的㔈画૱

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銔染

19 世纪ਾ期ޤ起的ঠ象派㔈画䙀↕超䎺了写ᇎ的艺术风格ˈ追求外ݹ和色彩的

表⧠ˈ强调艺术家对世界的瞬间感ਇ和ঠ象銔䘋入 20 世纪ˈ抽象ѫѹ銓立体ѫѹ等

艺术流派ޤ起ˈᢺ艺术家对世界的ѫ㿲感ਇ凸显到前所ᵚᴹ的程ᓖ銔染

ԕᓧᇊᯟส˄Василий Кандинскийˈ1866ˉ1944˅Ѫԓ表的抽象ѫѹ最สᵜ的ѫ

张是ˈ艺术ᗵ享ޣ心精神方面的䰞题而н是物䍘方面的䰞题銔艺术家的意മˈ要通䗷

线条和色彩銓空间和䘀ࣘˈн要参照ਟ㿱自然的任何东西ˈ来表明一种精神к的৽ᓄ

或ߣ断銔ᓧᇊᯟสᴮ明确地说˖釐一Ԧ艺术૱的形式⭡нਟᣇ拒的内在力䟿所ߣ

ᇊˈ䘉是艺术中惟一нਈ的法ࡉ銔金古釐很明显ˈ色彩的和谐统一的ޣ键最㓸在于对

人类心灵ᴹ目的的启示激发ˈ䘉是内在需要的指ሬ原ࡉ之一銔金该釐ࠑ是⭡内在需要

ӗ生并来源于灵兲的东西就是美的銔金详↓如在ᓧ托心目中ˈ数学ᐢ㓿н是物理学

的简单摹ᵜˈн单纯地表⧠人们的直㿲㓿验ˈ而ᡀѪ人类心灵的自⭡ࡋ䙐物一ṧˈ

在ᓧᇊᯟส心目中ˈ艺术ҏн是⧠ᇎ的简单摹ᵜˈн单纯地表⧠人们眼中所㿱的

⧠ᇎˈ而ᡀѪ人类心灵的自⭡ࡋ䙐物ˈୟ一㓖束它的ˈ仅仅是艺术家˄或者说人类˅

心灵中的和谐㿲念銔它们都超䎺了欧ࠐ䟼得式的㓿验直㿲ˈ超䎺了ԕ釐н证自明金Ѫ

⢩ᖱ的⧠ԓѫѹ预设銔Ӿ䘉个意ѹк说ˈ抽象ѫѹᆼ全是ਾ⧠ԓ的銔染

类լ地ˈԕ∅࣐索Ѫԓ表的立体ѫѹˈӾ艺术的角ᓖ打破了欧ࠐ䟼得的空间㿲

念ˈ或者说打破了牛亯的㔍对时空㿲銔染

ṩ据阿瑟爷导爷米勒銙爱因ᯟ坦爷∅࣐索里里空间銓时间和ࣘ人心魄之美銚旧中的

研ウ结果ˈ立体ѫѹ的第一幅ԓ表銙ӊ威ߌ少女銚˄1907˅釐ᓄ用了Პޠᯟ˄

Maurice Princet˅向他᧿述的四维空间的概念銔金˄第 4 页˅釐综к所述ˈᲞޠᯟн

仅㔉野洗衣㡛量带来了庞࣐㧡的૱ˈ而ф䘈带来了ޣ于非欧ࠐ何的ѕ密思想ˈਾ者

显然ਇ到⅒迎銔ᡁ䘈要在䘉䟼ᴹ所保留地提一提∅࣐索的ਖ一个࣐泰罗ቬӊ密৻ˈণ

画家和雕塑家马䈪洛˄Manuel Manolo˅的证言ˈ他 1910 ᒤ回ᗶ道ˈ野∅࣐索那时㓿

常大谈第四维ˈ身к总装着庞࣐㧡的数学书銔量虽然ᡁ十࠶相信䘉个᧿述的头一半ˈ

但ਾ一半լѾнཚਟ信銔金˄第 123-124 页˅釐∅࣐索的空间਼时性㿲念∄᷿格森的

走得更䘌ˈ……∅࣐索ҏ超䎺了ঠ象派艺术的时间概念ˈ……∅࣐索的空间਼时性㿲

念更࣐激䘋ˈ因Ѫ它是ᆼ全н਼的视点的਼时表⧠ˈ䘉ᆼ全н਼的视点的总和构ᡀ了

所要表⧠的物体銔蹲着的少女的整个↓面和侧面被਼时表⧠ࠪ来ˈ∅࣐索ᢺ她看是

一个Ӿ第四维而来的投影銔金˄第 126 页˅釐∅࣐索的Տ大突破是Ѫ了ᇎ⧠科学銓数

                                                           

古
ᓧᇊᯟสˈ銙论艺术的精神銚ˈ查立译ˈे京˖中ഭ社会科学ࠪ⡸社ˈ1987，第 页。12  

2਼кˈ第35页。  
3਼кˈ第70页。  
4方在庆等译ˈк海˖к海科ᢰ教育ࠪ⡸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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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銓ᢰ术和艺术之间的一种联系銔他摒ᔳ了ᐢᴹ的常规ˈ转向一个崭ᯠ的思想框架ˈ

ԕ科学模型ˈԕ数学指ሬ里里就ۿ 20 多ᒤਾ物理学家们ҏ将做的那ṧ銔就䘉

ṧˈ他到了勇气在銙ӊ威ߌ少女銚䟼ࡋ他自ᐡ的视觉表达法ˈ并向ণ将ࠪ⧠的立

体ѫѹ的ࠐ何语言方向前䘋銔金˄第 145-146 页˅Ӿ一个更Ѫ通俗直㿲的角ᓖ看ˈ立

体ѫѹ㔈画对一个对象的处理ˈ是要在一个画面к表⧠ᡁ们需要绕着那个对象转一圈

所看到的东西ˈ换言之ˈ画家Ӿн਼角ᓖ获得一个й维对象的н਼影ۿˈ然ਾᢺ䘉Ӌ

影ۿ叠ਸ銓拼接在一个Ҽ维画面кˈ䘉无疑是对Ր统的欧ࠐ䟼得空间㿲念的解构銔染

6ˊ19銓20 世纪之交哲学中的“语言转向”銔“语言转向”的ᇎ䍘ˈ是试മ在前提假

设和概念৺命题的确࠷ਜ਼ѹ䘉є个层面к解ߣ哲学˄或ަ他亶域的˅᧘理和判断的确

地表达了它ᵜ䈕ާᴹ࠷性䰞题ˈণ⇿一个ᇊѹ或命题是确࠷性оਸ法性䰞题銔确࠷

的ਜ਼ѹ銔ਸ法性䰞题ˈণ前提假设是ਸ理銓是相容ˈԕ৺ᇊѹ৺᧘理䗷程是符

ਸ规㤳銔染

釐语言转向金的第一篇䟽要论著是弗䴧格的銙概念文ᆇ銚˄1879˅ˈ在ަ中ˈ弗

䴧格明确论述了自然语言的нᆼ善性˖釐ᖃᡁ㠤力于满足䘉种最ѕ格的要求时ˈᡁ发

⧠语言的нᆼ善性是一种障⺽ˈ在⧠ᴹ各种最笨拙的表达中都能ࠪ⧠䘉种нᆼ善性ˈ

系䎺是复ᵲˈ就䎺н能达到ᡁ的目的所要求的精确性銔概念文ᆇ的思想就是⭡䘉种ޣ

需要ӗ生ࠪ来的銔因Ѫ它首ݸᓄ䈕用来ԕ最ਟ靠的方式检验一个᧘理串的ᴹ效性ˈ指

ࠪ⇿一个悄悄潜入的假设前提ˈԕ便能够研ウ䘉Ӌ前提的ṩ源銔金古釐如果说哲学的

任࣑是通䗷揭示ᴹޣ⭡于语言的用法常常ࠐѾ是нਟ避免地形ᡀ的概念ޣ系的假象ˈ

通䗷使思想摆脱ਚ是语言表达工ާ的性䍘才使它ާᴹ的那Ӌ东西ˈ打破语词对人类精

神的统制的䈍ˈ那Ѹᡁ的概念文ᆇ㓿䗷Ѫᇎ⧠䘉个目的而的䘋一↕改䘋ˈ将能够ᡀ

Ѫ哲学家们的一种ᴹ用工ާ銔金该↔ਾˈ⭡于弗䴧格銓罗素銓维⢩ṩᯟ坦等人ԕ৺䙫

䗁ᇎ证ѫѹ等流派的ࣚ力ˈ语言哲学和࠶析哲学䙀↕发展起来ˈᡀѪ 20 世纪哲学最

引人注目的⧠象之一ˈަสᵜ⢩ᖱ是相信通䗷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ਟԕ获得对思想

的一种哲学说明銔䘉种㿲念н仅ߣᇊ了ަਾ哲学的发展方向ˈҏ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

的㔍大多数亶域銔染

ԕкࠐ方面的例子表明ˈ19銓20 世纪之交是一个心灵躁ࣘ銓精神激荡的ᒤԓˈ

人类文ॆ的ࠐ个Ṩ心亶域ˈ数学銓哲学銓科学銓艺术銓语言ˈ或许䘈ᴹᇇ教ˈ一个个

ӂн相ᒢ的亶域ˈ相继发ࠪ了十࠶相լ的銓惊世骇俗的疑䰞˖世界真的是ᡁ们所感觉

的或被告知的那ṧ吗？人们凭ӰѸ要相信䘉Ӌ？如果һ情н是那ṧˈ৸会如何？一个

个巨大的䰞ਧˈ发自那个时ԓ各个亶域一Ӌ最杰ࠪ的思想家ˈӾ而引发了一批激ࣘ人

心的䟽要䘋展ˈ但对一Ӌ深层䰞题ˈ他们㤖思冥想銓н懈探索ˈতн到Ԕ人满意的

答案ˈӾ而引发了对人类知识体系銓ԧ值体系銓社会规㤳体系和信仰体系之深层ส础

的䎺来䎺强烈的ᘰ疑ˈ一个ཙ翻地覆的时ԓণ将到来銔染

元ਉһ˄宏大ਉһ˅的⎸解是ਾ⧠ԓ的สᵜ⢩ᖱˈ釐ਉһড机金是理解ਾ⧠ԓ的

ަ⧠键概念ˈަ直接的涵ѹ就是ᡁ们ᰙᐢҐ惯的銓被认Ѫ高ᓖ理性的ਉһ方式被发ޣ

最㓸的ส础是非理性的銔染
 

                                                           

1弗䴧格ˈF.L.G.ˈ銙弗䴧格哲学论著䘹䗁銚ˈ王路译ˈे京˖商࣑ঠ书馆ˈ1994ˈ第2页銔染
该
਼кˈ第4页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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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段染

科学在起源时便оਉһ发生ߢ突銔用科学自身的标准衡䟿ˈ大部࠶ਉһަᇎਚ是
寓言銔然而ˈਚ要科学н想沦落到仅仅陈述ᇎ用规律的地↕ˈਚ要它䘈ራ求真理ˈ它
就ᗵ享使自ᐡ的游ᠿ规ࡉਸ法ॆˈ于是它制䙐ࠪޣ于它自身地ս的ਸ法ॆ䈍语ˈ䘉种
䈍语就被ਛ做哲学銔ᖃ䘉种元䈍语明确地求ࣙ于诸如精神䗙证法銓意ѹ阐释学銓理性
ѫ体或ࣣࣘѫ体的解᭮銓䍒富的增长等某个大ਉһ时ˈᡁ们使用釐⧠ԓ金一词指〠䘉
种依靠元䈍语使自身ਸ法ॆ的科学銔例如在理性精神ਟ能形ᡀ一㠤意㿱䘉种㿲点中ˈ
ާᴹ真理ԧ值的陈述在发䈍者和ਇ䈍者之间建立ޡ识䘉一规ࡉ被认Ѫ是ਟԕ接ਇ的˖
䘉就是启蒙ਉһ銔在䘉一ਉһ中ˈ知识英雄Ѫ了高尚的伦理᭯治目的而奋斗ˈণѪ了
宇ᇉ的安宁而奋斗銔ᡁ们ਟԕ通䗷↔例看ࠪˈ用一个包ਜ਼历史哲学的元ਉһ来使知识
ਸ法ॆˈ䘉将使ᡁ们对支配社会ޣ系的体制是ާ备ᴹ效性ӗ生疑䰞˖䘉Ӌ体制ҏ需
要使自身ਸ法ॆ銔因↔↓ѹ਼真理一ṧˈҏ在依靠大ਉһ銔˄第 3-4 页˅染

解䈫˖染

ᵜ段是对ਾ⧠ԓ之前知识的性䍘和状ᘱ的历史回亮銔染

科学起源于ਔ希腊ˈ最初的科学о哲学是融ਸ在一起的ˈণਾ人所说的自然哲

学銔科学是人们对һ物的理性的銓ᴹ条理的认识ˈ最สᵜ的⢩ᖱ是证据銓䙫䗁和因果

性銔⭡于釐大部࠶ਉһަᇎਚ是寓言金ˈѪ了使自ᐡᴹ别于䘉ṧ的寓言ˈ科学ᗵ享制

ᇊਖ外的规ࡉ和䈍语ˈ䘉就是˄自然˅哲学銔所谓ߢ突意味着ˈ一方面ˈ通常的ਉһ

н符ਸ科学的要求ˈ被认Ѫ是нѕ密的銓ਜ਼混н清的˗৽之ˈ没ᴹਇ䗷у门䇝㓳的人

Ґ惯于通常的ਉһ而нҐ惯科学䈍语ˈ认Ѫ它晦涩难懂銓故ᔴ玄虚銔染

者继而揭示⧠ԓ䈍语的⢩ᖱ˖依靠元䈍语使自身ਸ法ॆ銔⧠ԓ科学建立在证据

和䙫䗁的ส础кˈ但是ˈ对证据的检验手段尚н够精㓶ѕ格ˈ检验所依据的某Ӌ假设

ҏᵚ㓿ѕ密的论证銔最ṩᵜ的是ˈ⧠ԓ性所依据的元䈍语或元ਉһˈᵜ䍘к是建立在

直㿲㓿验ส础к的ˈᵚ㓿䗷精㓶的࠶析ˈަ真理性˄或者ਾ退一↕ˈ相容性˅依赖于

直觉ˈ最初的说法就是所谓的釐н证自明金銔䘉种釐н证自明金的ส础是直觉或㓿

验ˈ而人们之所ԕ相信它们ˈᇎ䱵к是假ᇊ了ਖ外的东西ˈ例如对需要判ᇊަਟ靠性

的那Ӌ原始假设ˈ直觉就够了銔例如ˈ在欧ࠐ䟼得ࠐ何中ˈ依据直㿲㓿验假ᇊ了空间

是й维的銓ᒣ直的銓无限的銔染

者举了一个ާᴹި型意ѹ的案例˖一个สᵜ㿲点是˖如果人们਼ޡส于理性精

神䘋行对䈍ˈ就ᴹਟ能形ᡀ਼ޡ意㿱ˈަ前提假设是˖如果一个陈述ާᴹ真理ԧ值ˈ

那Ѹ对䈍ৼ方就ਟԕ建立ޡ识銔䘉就是启蒙ਉһ銔䘉显然是一个䗷强和䗷于理想ॆ的

假设銔ᇎ䱵кˈ䘉个假设并нᡀ立銔例如ˈ哥ⲭቬᰕ心说显然∄托勒密地心说更ާᴹ

真理性ˈ但它提ࠪ之ਾˈ㠣少在 100 ᒤ内都没ᴹ被Პ遍认ਟˈ而ф长时间ਇ到强烈压

制銔ᖃխ利略站在ᰕ心说立场ко教会对䈍时ˈ得到的结果是他被迫ᇓᐳ自ᐡ的㿲点

是错误的并被判软禁家中н允许发表论著銔类լ的例子在历史кн胜枚举銔引言中

接л来亷Ѫ夸张的一ਕ䈍ᢺ䰞题᧘到极端˖ণ使真的如↔ˈ那Ѹ支配社会ޣ系的体制

真的ާ备䘉ṧ的ᴹ效性˄或者更明确地说ˈਸ理性˅ˈਟԕ使那Ӌ拥ᴹ真理的人銓那

Ӌᘰᴹ崇高理想的知识英雄被社会所认ਟ吗？䘉种体制的ᆈ在或形ᡀ并ф能Ѫ人们所

判ᇊˈ਼ṧ需要Ԕ人信服的前提条Ԧ銔染

于是ˈ对前述直㿲㓿验或启蒙ਉһˈᡁ们ਟԕ发ࠪ䘉ṧ的疑䰞˖ѪӰѸ空间是й

维的銓ᒣ直的銓无限的？ӰѸ是真理？它们真的ᆈ在吗？ণ使它们ᆈ在ˈᡁ们怎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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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它们？ᡁ们凭ӰѸ知道ᡁ们所获得的是真理而н是错觉？਼ṧ的ˈӰѸ是↓ѹ？ᆈ

在对所ᴹ人都ާᴹ਼等意ѹ的↓ѹ吗？↓ѹ的标准是⭡谁确ᇊ的？怎Ѹ知道䘉ṧ的尺

ᓖ就是ᚠᖃ的？染

非欧ࠐ何的ᇎ践告䇹人们ˈ䘉种釐н证自明金是靠нտ的銔更一㡜地ˈ自希腊人

ԕ来є千多ᒤ的哲学探索銓科学探索銓伦理学探索銓᭯治学探索н断告䇹ᡁ们ˈ釐真

理金并н是那ṧ确ᇊ无疑的ˈަ资格需要䟽ᯠᇑᇊˈ甚㠣人们获得所谓釐真理金的方

法和途ᖴҏ需要䟽ᯠᇑ查˗釐↓ѹ金的尺ᓖ是⭡⢩ᇊ人群制ᇊ的銓ᴹ条Ԧ的ˈ它明显

偏袒制ᇊ尺ᓖ的人群ˈ因↔ˈ釐↓ѹ金到ᓅ意味着ӰѸ需要䟽ᯠ䇘论ˈ假如真的ᆈ在

䘉ṧ一种东西ˈ那Ѹަ尺ᓖҏ需要䟽ᯠ确立銔ަ他那Ӌ长期被人们Ѫн证自明的㔍

对前提的东西ˈަ性䍘ҏ大体如↔銔于是ˈ任何Ѫ一个理论体系䙫䗁前提的东西

˄原始假设ˈ或元ਉһ˅ˈަਸ理性或ਟ靠性ᗵ享通䗷ਖ外的方式建立銔染

ᵜ段的Ṩ心是˖在ਾ⧠ԓ之前ˈ釐ਸ法性金是怎ṧᇎ⧠的˗л一段ࡉ概述在ਾ⧠

ԓਸ法性是怎ṧ被⎸解的銔ਸ法性或ਸ法ॆ在ਾ⧠ԓ之前的所ᴹ时ԓլѾ都是自然而

然ᇎ⧠的ˈ例如在一个地方掌握᭯ᵳˈ或提ࠪо论证一个科学原理ˈ或构建一个知识

体系ˈ无论䘉Ӌһ情ᵜ身ᴹ多Ѹ㢠难ˈ但ਚ要һ情ᐢ㓿做ࠪ来了ˈަਸ法性䲿着操

䗷程的ᆼᡀլѾᐢ㓿自然ᇎ⧠了ˈ因而对ਸ法性的论证ᵜ身нཚ会ᡀѪ一个ṩᵜ䰞

题銔但是在ਾ⧠ԓˈ它ᡀ了一个ṩᵜ䰞题銔ᵜ书第Ҽㄐ釐䰞题˖ਸ法ॆ金是引言第

Ҽ銓й段的延伸ˈ明确揭示䰞题的性䍘和䟽要性銔染

第 详段染

简ॆ到极点ˈᡁ们ਟԕᢺ对元ਉһ的ᘰ疑看是釐ਾ⧠ԓ金銔ᘰ疑大概是科学䘋
↕的结果ˈ但䘉种䘋↕ҏԕᘰ疑Ѫ前提銔оਸ法ॆ元ਉ述机制的衰落相对ᓄˈ思䗘哲
学和Ӿ属于思䗘哲学的大学体制ࠪ⧠了ড机銔ਉ述࣏能失去了自ᐡ的࣏能装置˖Տ大
的英雄銓Տ大的冒险銓Տ大的㡚程ˈԕ৺Տ大的目标銔它࠶解Ѫਉ述性语言元素的Ӂ
团ˈ但ަ中ҏᴹ指示性语言元素銓规ᇊ性语言元素銓᧿写性语言元素等ˈ⇿个Ӂ团都
带着自ᐡ⤜⢩的语用学ॆਸԧ銔ᡁ们大家都生活在许多语用学ॆਸԧ的交৹路ਓ銔ᡁ
们并н一ᇊ构ᡀ稳ᇊ的语言㓴ਸˈ而фᡁ们构ᡀ的语言㓴ਸҏ并н一ᇊާᴹਟ交流的
性䍘銔˄第 4-5 页˅染

解䈫˖染

ᵜ段紧前段ˈ概括ਾ⧠ԓ的ᵜ䍘⢩ᖱˈо前段形ᡀ鲜明对∄銔染

如前所述ˈ釐⧠ԓ性金是建立在某Ӌ元ਉһส础к的銔因↔ˈ对元ਉһ的ᘰ疑既

是䗸向ਾ⧠ԓ的第一↕ˈҏ是ਾ⧠ԓ诸多⢩ᖱ中最ᵜ䍘的一条銔理性的ᘰ疑是笛尔

明确提ࠪ的ˈ它是文艺复ޤԕ来理性精神发展和科学䘋↕的结果ˈ并фӾ↔ᡀѪ一种

สᵜ的科学方法ˈ使科学思维更࣐ѕ谨和ᴹ效ˈ没ᴹ䘉种ᘰ疑精神ˈ科学的㿲点和结

论о䲿心所欲的猜⍻和臆断就难ԕ४࠶ˈҏ就谈н到科学的真↓䘋↕銔欧洲最ᰙ的є

所大学࠶别是意大利的博洛ቬӊ大学˄1088˅和法ഭ的巴黎大学˄1180ˈ一说

1200˅ˈ前者的前身是一所५学у科学校ˈਾ者的前身是巴黎圣母院ѫ教ᓗ堂学校ˈ

є者的思想ส础都о㓿院哲学ᴹޣˈ而它们৸ᡀѪ欧洲所ᴹ䘁ԓ意ѹк的大学的ṧ

ᶯˈ因↔ਟԕ说欧洲䘁ԓ大学是ԕ思䗘哲学Ѫ思想ส础建立的銔思䗘哲学ᖃ然是ԕ某

Ӌ元ਉһѪ前提建立的ˈ因↔ˈ元ਉһ的⎸解使思䗘哲学ਇ到了ѕ䟽ࠫߢˈ䘉种ࠫߢ

ҏ就自然地波৺到了ԕ思䗘哲学Ѫ思想ส础的大学体制銔在䘉一䗷程中ˈ科学銓哲

学銓历史等亶域的元ਉһ都ᐢ㓿被⎸解ˈ䗷去Ѫ人们所〠颂的Տ大的英雄銓Տ大的冒

险銓Տ大的㡚程ˈԕ৺Տ大的目标ˈަਜ਼ѹ和ԧ值都需要䟽ᯠᇊսˈ㠣少нާᴹ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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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那ṧ显然的意ѹˈӾ而ҏ就失去了ަ最初的文ॆ銓教育等方面的࣏能銔于是ˈՐ统

ਉһ被⎸解Ѫ一Ӌнާᴹ统一ส础和内在ޣ联的⺾⡷ˈަѫ体是各种ਉ述性䈍语ˈ

ণޣ于真伪和是非的各种判断ˈ但ҏ混ᵲ着ަ语境需要䘋一↕明确的指示性䈍语銓ަ

ᚠᖃ性需要䘋一↕确认的规ᇊ性䈍语銓ަ真ᇎ性需要䘋一↕判断的᧿述性䈍语等銔䘉

Ӌ⺾⡷各ԕ自ᐡ的ԧ值尺ᓖ和言说方式呈⧠ˈ使人们陷入了既难ԕ适Ӿˈ৸难ԕ形ᡀ

各自䘎贯ᴹ效的言说ˈӾ而ҏ难ԕ交流的窘境銔染

无论是Ӿ釐语言转向金的角ᓖˈ䘈是Ӿਾ⧠ԓᵜ䍘⢩ᖱ的角ᓖˈ对釐ਉһ金的理

解都是䇘论оਾ⧠ԓᴹޣ的一࠷䰞题的入ਓ銔ᵜ段使用了语用学的一Ӌу门术语ˈ第

йㄐ釐方法˖语言游ᠿ金中了较Ѫ䈖㓶的解说ˈަਾ各ㄐҏ在৽复使用䘉Ӌ术语ˈ

䈫䗷全书ˈ䈫者一ᇊ会对它们获得更深刻全面的理解銔染

第 旧段染

因↔ˈ↓在到来的社会สᵜкн属于牛亯的人类学˄如结构ѫѹ或系统理论˅ˈ
它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銔语言游ᠿᴹ许多н਼的种类ˈ䘉便是元素ᔲ䍘性銔语言
游ᠿਚԕ⡷段的方式建立体制ˈ䘉便是局部ߣᇊ论銔˄第 5 页˅ 

解䈫˖染

㿲念影响⧠ᇎˈ而фˈণ使н考虑ਾ⧠ԓ思潮的影响ˈ自Ҽ战ԕ来⧠ᇎ世界ᵜ身

ҏ发生了巨大的ਈॆˈ包括ഭ䱵ޣ系銓民᯿ޣ系銓社会结构銓人䱵ޣ系的ਈॆˈԕ৺

科学ᢰ术銓㓿济銓᭯治銓社会㿲念銓人ਓ章资源章⧟境等多䟽因素的ӂࣘ銔ਾ⧠ԓ社会

ᰙᐢн਼于↔前的⧠ԓ社会ˈ面对䘉ṧ的社会ˈ20 世纪前期流行的ส于牛亯式统一

性銓简单性銓ߣᇊ性銓机械论銓䘈原论思维的结构ѫѹ理论和方法銓Ր统的ޣ于社会

系统的理论和方法ˈᐢ㓿н适用ˈ能о䘉种社会⧠ᇎ相适ᓄ的理论和方法ˈᗵᇊ是

ส于个体性銓复ᵲ性銓相对性銓ᴹ机论銓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銔在⧠ԓ社会ˈ虽然世

界࠶Ѫн਼的䱥营ˈ但㠣少在各䱥营内部ˈ人们的语言行Ѫ遵循某Ӌ统一的ԧ值㿲和

表达模式ˈ各䱥营之间的对䈍ҏ遵循某Ӌޜ认的规ࡉ銔但是在ਾ⧠ԓ社会ˈ语言行Ѫ

ਈ得高ᓖ个性ॆ˗语言行Ѫ的规ࡉ和模式ҏ相ᓄ地被࠶解Ѫ许多ਚ在⭡少数人构ᡀ的

群体ԕ৺少数情形适用的⡷段ˈӾ而ਚ在⢩ᇊ的㤳围内起用銔䘉种ਈॆᗵ将৽䗷来

影响人们的思想銓㿲念和行ѪˈӾ而构ᡀ更Ѫ明显的ਾ⧠ԓ⧠ᇎ銔染

釐语言游ᠿ金是维⢩ṩᯟ坦在考察语言⧠象时使用的一种࠶析方法銔穆ቬ茨在

銙ᖃԓ࠶析哲学銚中写道˖釐维⢩ṩᯟ坦在考察语言的复ᵲ⧠象时用的一个ѫ要࠶析

方法是语言游ᠿ的方法銔语言н仅仅是语言銔各种语言ᵜ身⭡许多н਼种类的语言游

ᠿ或语言游ᠿ的㓴ਸ所㓴ᡀˈਟԕ认Ѫ它ᵜ身就表⧠着䘉Ӌ语言游ᠿ或语言游ᠿ的㓴

ਸ銔金古染

ᵜ段和ަਾ相䘎的є段ਟԕ看一个整体ˈ用ਾ⧠ԓ视角考察社会᭯治銓㓿济䰞

题ˈ对ᓄᵜ书第四˄社会ޣ系的性䍘˖⧠ԓ的ᢹ择˅銓第五˄社会ޣ系的性䍘˖ਾ⧠

ԓ的视䟾˅єㄐ内容銔染

第 5 段染

然而ˈߣ策者力മ采用一种输ࠪ模式ˈ按照一种包ਜ਼元素ਟ通㓖性和整体确ᇊ性
的䙫䗁来管理䘉Ӌ社会性Ӂ团銔他们Ѫ了ᵳ力的增长而献ࠪ了ᡁ们的生活銔н论在社
会↓ѹ䰞题кˈ䘈是在科学真理䰞题кˈᵳ力的ਸ法ॆ都是Ոॆ系统性能ˈণՈॆ效

                                                           

古
穆ቬ茨ˈM.K.ˈ銙ᖃԓ࠶析哲学銚ˈ张汝伦等译ˈк海˖复ᰖ大学ࠪ⡸社ˈ1986ˈ第337页銔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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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銔在ᡁ们的全部游ᠿ中ᇎ施䘉一标准将带来某种或软或硬的恐ᙆ˖你们ᓄ䈕ᡀѪਟ
操的ˈᡀѪਟ通㓖的ˈࡉ就⎸失銔˄第 旨章早 页˅染

解䈫˖染

ᵜ段中的є个概念值得注意˖一个是釐元素ਟ通㓖性金ˈҏ就是说ˈ无论个体之

间ᆈ在多Ѹ明显的和巨大的差ᔲˈ都被认ᇊᵜ䍘к是相਼的或一㠤的˗ਖ一个是釐整

体确ᇊ性金ˈҏ就是说ˈ无论个体о整体之间ᆈ在怎ṧ的н一㠤或ߢ突ˈ整体都н会

因↔ࠪ改ਈ銔染

面对ਾ⧠ԓ社会的к述状况ˈ很多ߣ策者˄首ݸ是᭯治家和᭯府ˈҏ包括ߋ方銓

䍒团銓企业家等各个亶域ާᴹߣ策ᵳ力的人˅তӽ然坚持⧠ԓ性的思维方式о行Ѫ方

式˄ߣ策和执行˅ˈަ⢩ᖱ˄或假ᇊ˅是元素ਟ通㓖性和整体确ᇊ性ˈҏ就是说ˈ无

论社会н਼群体乃㠣个体之间在㿲念銓利益銓行Ѫ方式等方面表⧠ࠪ多大差ᔲˈ社会

н਼群体ԕ৺个体о社会整体之间ᆈ在怎ṧ的н一㠤或ߢ突ˈߣ策者始㓸按照他们自

ᐡ的意志銓按照固ᴹ的方式行һ銔他们Ѫ了坚持自ᐡ的意志銓维ᣔ自ᐡ的ᵳ力而⢪牲

了全社会的利益ˈ包括Პ通大Շ的生活銔Ӿ理论к看ˈ效率оޜᒣ性銓ਸ理性之间始

㓸ᆈ在矛盾ˈн਼ഭ家銓н਼社会集团的利益之间ҏ始㓸ᆈ在ߢ突銔但是ˈн论在社

会↓ѹ䰞题кˈ䘈是在科学真理䰞题кˈ釐ᵳ力的ਸ法ॆ金所首ݸ追求的都是ԕ最小

ԓԧ銓最ᴹ效的方式銓最高效率ᇎ⧠既ᇊ目标ˈ而是ޜᒣ銓ਸ理ࡉ被᭮到⅑要ս置

кˈ在很多场ਸ甚㠣被ᴹ意无意地忽略和漠视銔一ᰖ䘉种思维方式和行Ѫ方式被Პ遍

ᇎ施ˈ对被ߣ策的ޜՇ来说就意味着或软或硬的恐ᙆ˖要Ѹ服Ӿ和保持一㠤ˈ要Ѹ被

⎸灭銔染

利奥塔的说法或许显得ᴹӋ夸张ˈত是高ᓖ真ᇎ的銔例如ˈ美ഭ法学家䍍勒ᯟ

˄M. D. Bayles˅在銙法律的原ࡉ˖一个规㤳的࠶析銚中写道˖釐在 20 世纪 70 ᒤ

ԓˈ法律之㓿济࠶析ᡀѪ在法理学中ˈ㠣少是在美ഭ法学院中ˈঐ支配地ս的࠶析模

式銔然而ˈ↓如它的批评者所认识到的ˈԕ৺它的ѫ要ԓ表人物ਾ来所明ⲭ的ˈ㓿济

析依赖于规㤳的假ᇊ里里效率或䍒富极大ॆᓄ是法律的ୟ一目的銔金古染࠶

利奥塔的概括ਟԕӾє个层面к䘋一↕解䈫˖染

首ݸˈ在⧠ᇎ层面кˈ许多ߣ策者确ᇎ就是䘉ṧ做的銔在⧠ԓ社会ˈ⭡社会สᵜ

ԧ值㿲銓大Շ思维৺行Ѫ方式銓物䍘⢩别是ᢰ术支撑系统等สᵜ因素的ᇎ䱵状况所ߣ

ᇊˈߣ策者的к述思维方式和行Ѫ方式确ᇎ被较ѪᲞ遍地ᇎ施ˈ社会大体кҏ确ᇎਟ

ԕ↓常䘀行˗ণ使到了ਾ⧠ԓ社会ᰙ期ˈ例如ӾҼ战结束到利奥塔写ᵜ书的ᒤԓˈ䘉

种做法在很大程ᓖк依然是ᴹ效的ˈণ使在ᴹӋ地方銓ᴹӋ场ਸᆈ在н适ᓄ乃㠣ߢ

突ˈӾ总体к看ҏ无伤大局ˈ或者ަ䍏面效ᓄ㠣少在短时间内н会ѕ䟽到нਟ收拾的

局面銔在䘉ṧ的背Ჟлˈߣ策者ѫ㿲к⭡于㿲念和行Ѫ方式的惯性坚持原来的做法是

非常自然的銔染

ަ⅑ˈ在ᵚ来发展的ਟ能性кˈߣ策者的к述思维方式和行Ѫ方式无论对全社会

䘈是对ߣ策䱦层自身都是非常恐ᙆ的銔对ޜՇ来说ˈ它们意味着更多的нޜᒣ銓更多

地被摆ᐳ銓被无视銓被侵害ˈ他们的利益和需求ˈণ使是ਸ理的ˈণ使н会䇙社会付

ࠪ很大ԓԧˈণ使是他们ᓄ得的ˈҏ照ṧਟԕ被无视銔然ਾˈᖃ他们的利益ਇ到明显

                                                           

古
䍍勒ᯟˈM.D.ˈ銙法律的原ࡉ˖一个规㤳的࠶析銚ˈ张文显等译ˈे京˖中ഭ大Ⲯ科全书ࠪ⡸社ˈ

1995ˈ序言ˈ第Ⅰ页銔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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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害ˈ首ݸ䘉种侵害ਟ能ṩᵜ就н会ਇ到ޣ注ˈަ⅑ˈণ使被ޣ注ˈߣ策者ҏਟԕ

ṩ据统一的銓整体性的理⭡对ަࠪᆼ全ਸ理的解释銔对于那Ӌн接ਇ䘉种解释銓н

甘于ਇ到䘉种侵害而采ਆ行ࣘ的人ˈߣ策者ਟԕਸ理ਸ法地ࣘ用ഭ家机器去制裁他

们ˈ直㠣⎸灭他们銔对ߣ策䱦层来说ˈк述做法确ᇎ既保证了ᴹ效的统治ˈҏ维ᣔ了

他们的ᵳ力和利益銔但是ˈ在ਾ⧠ԓ社会ˈ社会สᵜԧ值㿲銓大Շ思维৺行Ѫ方式銓

物䍘⢩别是ᢰ术支撑系统等สᵜ因素ᐢ㓿发生了ṩᵜ性的改ਈˈߣ策䱦层的к述做法

ᗵ将付ࠪ惨䟽的ԓԧˈަ最㓸ԓԧ就是ަ统治因失去ਸ法性而崩溃銔ᇎ䱵кˈӾ䘋入

ਾ⧠ԓ社会开始ˈ⧠ԓ性的统治思维和统治模式就在付ࠪԓԧˈਚн䗷㔍大多数效ᓄ

是需要较长时间去显⧠的銔对于Ѫ个人的ߣ策者ˈ他们的任期是ᴹ限的ˈ他们的䍓

任感ᖰᖰҏ是ᴹ限的ˈӾ而ߣᇊ了很多ߣ策都是短期行Ѫˈ釐ᡁ死之ਾˈ哪ᙅ洪水滔

ཙ金˗对于整个ߣ策䱦层而言ˈ⭡于䍏面效ᓄ显⧠的滞ਾ性ˈ࣐之ᵳ力和利益的极大

诱惑ˈӾ而㔉了他们依照Ր统方式思维和行һ的极大信心銓理⭡和ࣘ力ˈ如果没ᴹ相

ᓄ的机制ˈ很难想象ᴹӰѸ力䟿ਟԕ使䘉种ߣ策方式ᴹ所改ਈ銔ᖃ䍏面效ᓄ充࠶显⧠

的时候ˈਟ能Ѫ时ᐢ晚ˈ来н৺调整和补救了ˈ结果是ߣ策䱦层和全社会各自付ࠪ惨

䟽ԓԧ銔染

第 早段染

䘉种最佳性能䙫䗁大概在许多方面都н一㠤ˈ尤ަ是䙐ᡀ了社会㓿济亶域的矛
盾˖它既希望ࣣࣘ更少˄ԕ便降վ生ӗᡀᵜ˅ˈ৸希望ࣣࣘ更多˄ԕ便߿轻社会对无
业人ਓ的䍏担˅銔但ӾӺԕਾᘰ疑ਈ得如↔强烈ˈԕ㠤ᡁ们н能ۿ马克思一ṧ指望
在䘉Ӌ矛盾中ࠪ⧠一条拯救之路銔˄第 早页˅染

解䈫˖染

策䱦层䘉种单纯追求效率的䙫䗁ሬ㠤了多方面的нॿ调ˈ尤ަ是㓿济亶域的矛ߣ

盾ˈ例如ˈ既希望߿少˄单ս商૱中的˅ࣣࣘԕ降վ生ӗᡀᵜˈ৸希望增ࣣ࣐ࣘ˄ᇎ

䱵к是工岗սˈ或者说就业机会˅ԕ߿轻社会对无业人ਓ的䍏担˗既希望оഭ䱵接

轨获得更大的ᐲ场銓更多的㓿济利益ˈ৸害ᙅഭ䱵ㄎҹᥔ垮民᯿㓿济˗既想ᢺ㓿济搞

活ˈ৸害ᙅ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既希望生ӗ更多的ӗ૱ˈ৸希望߿少资源⎸耗銓避免

⧟境污ḃ銔染

但是在ਾ⧠ԓ社会ˈ一࠷冠冕堂ⲷ的说法都失去了ṩสˈ面对ߣ策者ߣ策行Ѫ中

明显的矛盾ˈޜՇнۿԕᖰ社会形ᘱ中那ṧ亪Ӿˈ而是会发ࠪ䎺来䎺强烈的䍘疑銔

信仰和ԧ值系统的崩溃ˈᵳ威的⎸解ˈ理性精神的张扬ˈ对个人࠷身利益的ޣ注ˈ使

他们ᴹ足够的理⭡和勇气䍘疑和挑战ߣ策者一厢情愿的ߣ策行Ѫ˗信来源的多元

ॆˈ使᭯府垄断信和舆论的ࣚ力н断失䍕ˈޜՇਟԕ获得ԕᖰ难ԕ想象的巨䟿信

ˈӾ而н盲Ӿ˗个人信发ᐳ能力的增长ˈ使ਇ到нޜ↓ᖵ遇的民Շн会因统

治者的漠视和压制而求告无门ˈ他们ਟԕ向全社会发ࠪ声音ˈণ使他们依然得н到ޜ

↓的ᖵ遇ˈতਟԕ使᭯府形象ѕ䟽ਇ损˗ᢰ术的н断伎䙏发展ˈ使个人拥ᴹ了㠣少在

局部威胁社会的能力ˈ蚊子н足ԕ撼ࣘ大象ˈতਟԕ䇙大象ェ于ᓄ付銓焦头烂额˗最

ਾˈᖃ社会精英因ߣ策者的一意ᆔ行而ᖫᓅ失望ˈн会ᴹ人去舍命ᣇҹˈ他们ਚ需

要一走了之就足够䘉个᭯府去ਇ了銔染

ਾ⧠ԓ社会н是一个单靠统一᭯Ԕਟԕ支配的社会ˈ它需要更Ѫᇭ容的銓富ᴹ

妥ॿ精神的᭯治智慧ˈ需要多元ॆ的ॿ商和䘀机制ˈ一࠷简单ॆ的思维方式和行Ѫ

方式ˈ是注ᇊ要碰壁的銔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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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段染

н䗷ਾ⧠ԓ状ᘱо䘉种幻灭无ޣˈҏо非ਸ法ॆ的盲目ᇎ证性无ޣ銔在元ਉһ之
ਾˈਸ法性ਟ能ᆈ在于ӰѸ地方呢？操标准是ᢰ术性的ˈ它н适ᇌ用来判断真理和
↓ѹ銔ਸ法性是ۿ䍍马ᯟ˄J. Habermas˅设想的那ṧᆈ在于通䗷䇘论而达ᡀ的ޡ
识中呢？䘉种ޡ识䘍背了语言游ᠿ的ᔲ䍘性銔发明总是在࠶↗中ӗ生銔ਾ⧠ԓ知识并
н仅仅是᭯ᵳ的工ާˈ它ਟԕ提高ᡁ们对差ᔲ的敏感性ˈ增强ᡁ们对нਟ通㓖性的
ਇ能力銔它的ṩ据н在у家的਼构中ˈ而在发明家的误构中銔˄第 早章只 页˅染

解䈫˖染

在к一段ˈ利奥塔ਚ是简单指ࠪՐ统的ߣ策行Ѫᆈ在内在矛盾ˈ在ਾ⧠ԓ社会它

ᐢ㓿行н通銔但䘉䘈н是䰞题的ޣ键所在銔更深刻的䰞题是˖在元ਉһ⎸解之ਾˈ怎

ṧ䟽建ਸ法性銔䘉个䰞题н能用㔉ࠪ一个个ާ体䰞题的ާ体解࣎ߣ法的方式获得回

答銔ণ使按照ᖃл的标准ˈ所ᴹ显⧠ࠪ来的ާ体䰞题都获得了解ߣˈᡁ们ӽ然无法确

认ˈ⭡↔能够得到一个统一的标准和方式ˈ它确ᇎ是ਸ理的оޜᒣ的ˈਟԕ适用于ᵚ

来ਟ能会发生的类լ䰞题銔ṩ据对元ਉһ⎸解原因所的࠶析ˈᡁ们нਟ能ᆼ全依靠

理性原ࡉԔ人信服地䟽建ਸ法性銔䍍马ᯟ提ࠪˈਟԕ通䗷各方䇘论达ᡀޡ识而䟽建

ਸ法性銔但是ˈ⭡于语言的ᔲ䍘性ˈާᴹн਼利益銓н਼背Ჟ銓н਼行Ѫ方式о生活

方式的人群ˈ在他们的语言之间ᖰᖰާᴹ一Ӌн对〠的东西ˈӾ而对于交流ᖰᖰ䙐ᡀ

н਼程ᓖ的障⺽銔于是ˈ或者䘉种䇘论永䘌ҏн会达ᡀޡ识ˈ或者表面к达ᡀ了ޡ

识ˈ而ᇎ䱵кн਼人群对䘉个所谓的ޡ识各自ᴹн਼的理解ˈ在⧠ᇎ中ӽ然会ӗ生н

਼程ᓖ的ߢ突ˈ所谓的ਸ法性ަᇎṩᵜ就没ᴹ真↓解ߣ銔↓因Ѫ如↔ˈ䟽建ਸ法性的

前提是认差ᔲ和࠶↗ˈ在н伤害ަ他人群的前提лˈ认⢩ᇊ人群保持自ᐡ生活方

式和ԧ值㿲的ᵳ利銔处于ਾ⧠ԓ社会之中ˈߣ策者们ᖃ然ᓄ䈕ާᴹ起码的ਾ⧠ԓ知识

和㿲念ˈ但它显然н会单方面ᡀѪ统治者的工ާˈ而是ਟԕ䇙全社会都能更清楚地认

识到ˈ差ᔲ和࠶↗始㓸ᆈ在ˈᡁ们н能简单地ራ求思想和行ࣘ的一㠤ˈ而ᓄ䈕学会

ਇ差ᔲ和࠶↗銔ਾ⧠ԓ理论的ṩ据并нᆈ在于ส于Ր统理性方法的䙫䗁构建中ˈ而在

很大程ᓖкਟԕӾส于自然科学˄粒子物理学˅模型的釐误构金中获得支持銔简而言

之ˈ在ਾ⧠ԓˈՐ统意ѹк的理论理性方法和㿲念ᗵ将䇙ս于理论构建оᇎ践修↓相

结ਸ的方法和㿲念銔染

于釐误构金在第ޣ 古详 ㄐ和第 古旧 ㄐ中ᴹާ体᧿述銔按照第 古详 ㄐ中的案例৺ަ解

释是ˈ㠣少在微㿲层面кˈߣᇊ论失去用ˈ偶然性凸⧠ࠪ来ˈ最㓸结果无法Ӿ前提

条Ԧᗵ然地得到ˈਚ能ੜ凭偶然性的用銔染

ᵜ段о䲿ਾ的一段构ᡀ一个整体ˈ揭示全书最䟽要的部࠶˖䟽建ਸ法性的ਟ能途

ᖴ銔ᵜ书第ޝㄐ之ਾ的所ᴹ篇ㄐ都在䇘论䘉个䰞题ˈࠐѾェቭ了所ᴹਟ能的视角銔染

第 8 段染

䘉䟼展开的䰞题是˖社会ޣ系的ਸ法ॆˈޜ↓的社会ˈ是ਟ能依照一种类լ科
学活ࣘ的悖论来ᇎ⧠？䘉种悖论是ӰѸ？˄第 7 页˅染

解䈫˖染

利奥塔提ࠪ的䰞题是˖能н能通䗷类լ于科学活ࣘ中揭示矛盾所在的方式ˈ揭示

社会ޣ系乃㠣更广泛意ѹк的社会䰞题的症结所在？或者更明确地说ˈᡁ们是能够

系和更深层的社会结构中的元ޣ在哲学等理论系统中⎸解ަ元ਉһ那ṧˈ⎸解社会ۿ

ਉһˈӾ而Ѫ社会ޣ系的ਸ法ॆԕ৺构建一个更Ѫޜ↓的社会提供思路和途ᖴ銔如果

ਟԕˈ那Ѹ䘉个或䘉Ӌ症结是ӰѸ？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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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段染

л面的文ㄐ是ᓄ时之銔它是ᓄ共े克省᭯府大学င员会ѫᑝ的要求而提交㔉䈕
င员会的銓ޣ于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的ᣕ告銔ѫᑝݸ生䘈৻好地允许䘉份ᣕ告在法ഭ
发表里里ᡁ们对↔表示感谢銔˄第 7 页˅染

解䈫˖染
ਉ述ᵜᣕ告的研制和发表背Ჟˈ强调ᣕ告ѫᰘˈ表⧠ࠪ极ᓖ的谦䘺銔染

第 10 段染

但ᣕ告人是哲学家ˈн是ᢰ术у家銔ਾ者明ⲭ自ᐡ知道ӰѸ銓н知道ӰѸˈ而前
者তн਼銔一个人是在总结ˈਖ一个人是在发䰞ˈ䘉是є种语言游ᠿ銔它们在䘉䟼被
混淆了ˈ结果都䘋行得н好銔˄第 7 页˅染

解䈫˖染

䘉篇引言的第一ਕ䈍就是˖釐↔书的研ウ对象是最发达社会中的知识状ᘱ銔金衡

䟿釐最发达社会金的标准ᖃ然是综ਸ的ˈ但ަ首要标准就是发达的科学ᢰ术銔利奥塔

试മ表明ˈᆼᡀ䘉ṧ一个ᣕ告ˈ既需要科学家銓ᢰ术у家的у业素ޫˈҏ需要哲学家

的洞察力ˈ而䘉є方面的要求ࠐѾ是ᆼ全н਼的銔ᢰ术у家ส于明确的前提说䈍ˈ包

括明确的前提假设銓ᐢ知条Ԧˈԕ৺ޣ于他↓在䇘论的䰞题䘈ᴹӰѸ是н知道或нާ

备的銔他所做ࠪ的一࠷论断都是ᴹṩ据的銓确ᇊ的銔他的结论ਟԕ被看ᐢ知条Ԧ的

䙫䗁᧘论ˈ所ԕᵜ䍘к是在总结ᐢ㓿知道的东西銔而Ѫ哲学家ˈ⭡于哲学中元ਉһ

的⎸解ˈ对于釐自ᐡ知道ӰѸ銓н知道ӰѸ金ˈ他ᐢ㓿н能㔉ࠪ确࠷的回答銔哲学家

⧠在所能做的һ情ѫ要是提ࠪ䰞题ˈ例如解构ѫѹ者就ѫ要是通䗷对某个理论系统元

ਉһ的解构䍘疑䘉个系统的ਸ理性˄或者说ਸ法性˅ˈ但䘌ᵚ达到ਟԕ㔉ࠪ解࣎ߣ

法銓ࠪ结论的时候銔所ԕˈ哲学家和ᢰ术у家所担的任࣑銓工目标和方式銓言

说方式都是截然н਼的銔而担ᵜᣕ告研制工的利奥塔ত身ެҼ任ˈ因↔他说釐它

们在䘉䟼被混淆了ˈ结果都䘋行得н好銔金䈫䗷ᵜ书ᡁ们会清楚地感ਇ到ˈѪ一个

哲学家ˈ利奥塔准确銓深刻地ᢺ握了 20 世纪科学ᢰ术的สᵜ⢩ᖱˈԕ哲学家的洞㿱

揭示了科学ᢰ术在ᖃԓ的地ս銓用和影响ˈԕ৺在ਾ⧠ԓ视角л科学ᢰ术乃㠣整个

社会所面临的䟽要䰞题銔时隔 30 多ᒤ䟽䈫䘉份ᣕ告ˈᡁ们⭡衷地Ѫ者的深渊㿱解

所ᣈ服ˈ而者对自ᐡ工的评ԧᇎ在是ཚ谦虚了銔染

第 古古 段染

哲学家㠣少ਟԕ自ᡁ安慰地设想ˈ在他之ਾˈ人们会对哲学和伦理᭯治学的某Ӌ
ਸ法ॆ䈍语ࠪ语用学形式࠶析ˈ䘉种࠶析ҏ是↔ᣕ告的ส础銔他ᐢ㓿用多少带ᴹ社
会学色彩的方法对↔了ӻ绍ˈ虽然篇幅短小ˈ但确ᇊ了㤳围銔˄第 7-8 页˅染

解䈫˖染

ᵜ段紧к段銔虽然利奥塔认Ѫ他的䘉个ᣕ告对哲学和科学ᢰ术є方面的工都

没ᴹ做好ˈ但他相信ˈ在哲学方面他ᐢ㓿ส于ާᴹਾ⧠ԓ理论⢩ᖱ的语用学方法做了

初↕工ˈ并ф䘀用社会学方法对一Ӌสᵜ䰞题了䇘论ˈ大体к确ᇊ了䰞题的性䍘

和㤳围ˈ他期望ᵚ来的研ウ者ਟԕ䘀用语用学方法对哲学和伦理᭯治学ਸ法ॆ䈍语

ࠪ更Ѫ系统和深入的䇘论銔染

第 12 段染

总之ˈᡁ们将↔ᣕ告题献㔉巴黎第ޛ大学˄樊尚大学˅哲学综ਸ科ᢰ学院ˈ在䘉
个非常ਾ⧠ԓ的时刻ˈ䘉所大学ᴹਟ能⎸失ˈ而䘉所学院ࡉᴹਟ能䈎生銔˄第 8 页˅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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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䈫˖染

利奥塔ᖃ时任教于巴黎第ޛ大学ˈ但䈕校并没ᴹ哲学综ਸ科ᢰ学院銔者তᢺᵜ

ᣕ告献㔉䘉个学院銔一方面ˈ⧠ᇎᆈ在的巴黎第ޛ大学ᴹਟ能⎸失ˈਖ一方面ˈ并н

ᆈ在的䈕大学哲学综ਸ科ᢰ学院তᴹਟ能被ࡋ建ࠪ来銔通䗷䘉种怪䈎的表述方式ˈ

者լѾ想要说明ˈ在䘉个ਾ⧠ԓ社会ˈо知识的ࡋ䙐和ᓄ用ᴹޣ的高等教育系统一ᇊ

会发生巨大的ਈॆ銔染

结语染

㠣↔ˈᡁ们ᐢ㓿ᆼᡀ了对引言的解䈫銔䈫者н难注意到ˈѪ了理解引言中的内

容ˈᡁ们需要䲿时联系↓文中相ᓄㄐ节的内容銔因↔ˈ全面銓准确地理解䘉篇引言ˈ

ᗵᇊ是在通䈫并理解全书内容之ਾ銔染

鉴于䈕书的䟽要性ˈ笔者将ਖ文解析ަ中的㤕ᒢṨ心概念˄⧠ԓˈਾ⧠ԓˈ知

识ˈਸ法ॆˈ元ਉһˈਉһড机ˈ语用学ˈਾ⧠ԓ科学˅和สᵜ㿲点ˈ最㓸将撰写一

部銙利奥塔銗ਾ⧠ԓ状ᘱ銘解䈫銚对ަ全面解䈫銔染

˄ᵜ文初稿ᆼᡀਾˈ䟽庆大学外ഭ语学院李永毅教授提ࠪ了㤕ᒢ䍘疑和修改意

㿱ˈ笔者ṩ据䘉Ӌ意㿱了修改ˈ在↔谨㠤谢忱銔˅染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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