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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社会理论入手理解现代性，不能回避现代性面临的根本问题，即自由的问题，而要思考自由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入手点就是自由与自然的对立。
不过，现代社会理论的出现，从观念史的谱系来看，无论就内涵已经萎缩的所谓“精神科学”而言，
还是就英法立足于“精神重建”的所谓“道德科学”而言，已经处于自由的内在化背景之下，似乎无
力重新恢复这一概念在最初面对自然概念时所具有的根本困境和丰富意涵。
现代社会理论在运用“社会”观念消解政治哲学中自然与自由的对立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最远的“
自然”的社会理论，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理论才是某种最极端的现代性理论。
不过，恰恰由于远离了“自然”概念，社会理论在试图救治现代性的危机的同时，丧失了理解现代性
的“危机”背后最基本的张力的能力。
如果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我们会发现米德的这本小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借助对“现在”问题的讨论，米德给社会理论重新理解这一张力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他的尝试，特别是对自然的社会化的理解，对社会性的两种意涵的深入剖析，都在重新理解现代科学
的“现代”意涵的同时，也试图从现代社会理论经常忽视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与自由相对的自然的一些
重要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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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现实位于现在之中
第二章 新生性和同一性
第三章 现在的社会性
第四章 自我的意涵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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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探讨有关过去的问题时，就涉及了某种这样的既定过去(siven past)，而这种既定过去一直延伸
到直接现在。
确实，要对两个文献材料的意义达成最终的一致可能要靠某个现在的经验，但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预
先已经对这些文献进行了比较。
这种比较一直持续发挥作用，直到有人指出其中存在一个错误，并因此开始对它进行置疑为止。
但这种置疑也是以他本人和他人的过去为基础的。
这里，我们可以借用——我想是——戈斯的父亲的一个巧妙提法来考虑这个问题。
戈斯的父亲提到，上帝在创造世界时用的是化石以及其他一些有关遥远的过去的证据，又将这种观念
在半个小时之前才刚刚传达给人类，用这种方法来考验人的信仰。
假设世界，以及它的那个现在结构，包括所谓我们心智的内容，都是在三十分钟之前才存在的；同时
假定我们拥有某些隐秘的证据，类似戈斯先生的那种原教旨主义的提法，可以用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
但我们依旧只能在某种过去中来考察这一假设，这一过去不论它变得多么模糊，它确实已经在那里了
。
而且这一过去无限延伸，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它，因为其中的任何一刻，一旦被提出，它自身就仍
然存在一个过去，直至无穷。
    那么，什么是现在呢?怀特海的定义要追溯到构成一个事物的各种事件在时间上展开的流程，这一流
程一直伸展到这一事物有可能具有其根本性质，成为其所是的那种事物的那一刻。
一个铁原子的现在，其时间长度无需超过围绕它的原子核旋转的每一个电子完成其旋转所需要的时间
。
从这个原子的角度来看，在这段时间内的宇宙构成了一个绵延(duration)。
一个个人的直接现在将被假定为是他作为其本身的那段时期。
从我前面所提出的立场出发，这个现在也许应该涉及一个生成过程。
在现在这一时段中，至少针对这一事物，并且在这一事物中，应该存在某种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将会
影响事物的性质，从而使事物所在的一个时刻和另一个时刻区分开来，从而使时间有可能存在。
但在上面的说法中存在定义原则方面的冲突。
从一个立场出发，我们正在寻找一个现在的本质特征；而从另一个立场来看，我们是在寻找一个区分
过程的下限。
我将首先考虑后者，因为它涉及了时间和流逝过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看上去，时间正是存在于流逝过程之中，而且，我们就是通过流逝过程的延伸来定位时间，比较时间
。
千分之一秒也具有实实在在的意义，而且我们可以把宇宙看作是陷入于熵之海中，在这个海中，所有
的生成过程都已经停止。
这里我们谈及的是一种有关广延的抽象观念，它仅仅考虑了流逝过程，而不考虑事件得以发生的时间
；而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它们处于一种生成过程中。
在怀特海的理论中，上述的抽象被称为“广延抽象”(extensiveab-straction)，这种抽象最终导向了某种
事件粒子(event-particle)，就像数学分析会导向微分一样。
而一个事件粒子和正在生成的某个事情之间的关系与一个变化的微分局部(如具有加速度的速度)和整
个过程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
这样看来，广延抽象就是一种分析和整合的方法，只要它能成功地发挥作用，就不需要别的方面的证
明。
但怀特海却是把它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方法来使用的，并且仅仅在事件的发生过程本身，他就找
到了事件将要变成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
他将所生成的内容转换为一个由各种“永恒对象”所构成的世界，这些对象在某个原则(这个原则还处
于这些事件发生的进程之外)的支配下注入到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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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发生的事情还是存在于现在之中，但发生的事情的性质(“what it is”)却并不是来自于它的发生
过程，而是通过一种形而上学的注入过程才与事件发生关系。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不恰当的抽象用法，因为它不是作为一种理智地控制现实的工具，而是导致一种
形而上学的分离，在这个分离中，一方面是被抽象出来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则是被进行抽象的具体现
实。
我认为柏格森采用的是与此类似的不恰当的抽象方法。
他在另一个场合中，通过将时间空间化，将这种时刻的排他性与所谓“真实”绵延的内容的相互渗透
对立起来。
    显而易见，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的差异就在于他们的科学所考虑的目标是不同的，他们寻求发现的
是不同的现实。
而他们的程序也分别与他们所要达到的目标相吻合。
物理科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是还原(reduction)的方法，而生物科学家使用的是生成(production)的方法。
除非生物学家找到一个正在进行的生命过程，否则他根本无法进行研究。
不过，他要研究这一过程，也必须利用物理手段，因此，他在作为一个生物学家的同时，还必须是一
个物理学家。
如果，他将生命过程的现实化减成为他所运用的物理手段，他就成为一个机械论者。
如果，在他看来，生命过程是一个从物理世界中脱颖而出的现实，而他所研究的就是这一生命过程维
续自身的条件，那么他就是一个目的论者。
只有当他将进人生命过程的物体还原为能量，并因此否认生命过程的现实性，从而拒绝承认他所研究
的过程就是从这些物理过程之中产生的某种新的现实，或者当他反过来，只肯采用过程的方式来描述
进入生命过程的物理物体和化学物体，从而使这些物体成为亚里士多德式的性质或形容词，上述两种
态度彼此才会发生冲突。
如果生物学家因此认为，物体的所有组成部分实际上都是各种潜能，暗含了即将存在的过程，那么他
就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或者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成为一个“典型的”观念论者；而如果他
将这一立场贯彻到底，他就会牺牲整个科学研究的领域，甚至干脆否认了新生事件出现的可能性。
    我已经提到，一个运动中的物体的质量的增加可以看作是社会性的一个极端事例。
也就是说，如果将这种质量的增加放在可能经验的范围内，我们就得把运动的物体看作同时处于两个
不同的系统中，因为运动中的物体根据其运动具有自身的时间、空间和质量，这个时间、空间和质量
与它相对做运动的那个系统不同。
一个运动中的物体占据不同系统所产生的这种悖谬，人们早已熟知了。
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触及的是这种社会性的极限形式，因为每一个物体，都具有速率，因此都
具有某种空时系统和能量系统。
不过，这种速率都是相对于它进行运动的那个系统而言的。
而如果相对于参照这个系统进行运动的另一个系统而言，它就具有一种不同的速率。
这样，参照无限数量的系统，这个物体就具有无限数量的质量的测量结果，而这个物体同时占据了所
有这些不同的系统。
    因此，意识的第一个条件就是生命，在生命过程中，借助自身的行动，个体趋向于维持这一过程，
而且不仅是自身的过程，还是以后各代的过程，此外，这一生命过程还超出了有机体中所发生的活动
的范围，对周围世界产生了影响，并在这些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将这个世界确定为个体的环境。
意识的第二个条件是，生命形式就其目的论过程而言，面对它自身有机体的各种条件，可以作为一个
整体有目的地做出反应。
不过，前面我已经将新生性定义为物体同时出现在两个以上的不同系统中；并且其出现方式是，它在
后来的系统中的出现改变了它在早先那个包含它的系统中所具有的性质。
因此，当我们说最初级的意识形式是感觉时，这里所暗含的意思是，生命形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进入
了这样一个系统过程，从而使这些生命形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有目的地对它们自身所面对的各种条件
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感觉的意识在生命中出现了。
我已经假定，这时出现了某种系统的物理化学过程，而这一过程以特殊的方式选择它要做出反应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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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以维持这一过程本身的继续；在物理世界中出现的这一过程，是作为生命这个新生的现象出现的
。
对于这样的情境来说，出现的不仅是一种生命形式，而且是这种生命形式自身的有机条件。
无论对生命是有利还是不利，这些条件都构成了这种生命形式赖以生存，并且对之做出反应的领域的
一部分。
一种生命形式如果具有意识，就能够将其自身的生命过程的阶段转化成为它的环境的一部分。
一个动物，可以在他自身的生存状态方面作出某种选择，就像一株植物的根须可以在植物需要水分的
时候选择水。
但一个动物不仅像植物这样生存，选择水，而且它还会感到渴。
我们正是用感觉这个概念来代表这种要素。
当动物以某种程度进入它自身的环境时，在生命中所添加的现象也就是这种要素。
    发生这一过程所借助的生物学机制就是神经系统，因为神经系统不仅能使动物选择适当的刺激，而
且还能够在它自身肌体的表面与所选择的食物发生接触时使肌体表面的运作过程也成为反应所针对的
对象的一部分。
他不仅消化食物，他还品尝食物。
在前面，我还将新生性称为社会性的一种表现方式。
动物不仅是无生命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有生命世界的一部分：有意识的动物不仅选择对象，而且还
感受对象。
因此，有意识动物的生命过程就是不断成为他所生存在其中的世界的一部分。
我们可以在触觉经验的领域中找到意识的初级形式。
在这种情况中，动物对对象做出反应，而这一反应过程不是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动物自身，而仅仅限
于接触表面的运作。
但在更为高级的非直接接触的有距刺激中，就涉及了动物对其各种有机条件的反应，从而进入了意识
的领域。
因此，动物越来越紧密地成为它周围世界的一部分。
而大脑的发展带来了更巨大的进步。
大脑首先是重要的有距感觉的神经中枢。
随着这些有距感觉越来越强有力，并且在其区分过程中越来越精致，它们所对应的各种接触经验也被
延迟了，而调适和在各种反应中作出选择的可能性却增加了。
有距物体引发的态度在动物身上产生了一种运动感觉，这种感觉使动物感到这些物体本身正在吸引它
或者对它构成某种威胁。
在他对有距刺激的反应中，动物所经验的自身的反应是受到压抑的。
针对自身的各种行为倾向，动物所做出的反应提供了一种控制手段，将他的所有反应组织成一个协调
的行为，而这些内在感觉对于动物调适机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距刺激涉及了经验内容与直接反应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也同样重要。
正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碰到了思维过程的素材。
当然，就其本身而言，有距刺激仅仅是一种刺激，而不是别的什么。
但只有当有机体自身进入了这种有距刺激的范围，它才步人了所谓意识的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唤醒了那些相互冲突的延迟反应，从中产生了思维过程的素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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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米德的许多论述，并非过时的进化论或者行为主义，而应该将它放在一个更深远的政治社会思想
的脉络来理解。
我们会发现米德的这本小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借助对“现在”问题的讨论，米德给社会理论重新理解这一张力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他的尝试，特别是对自然的社会化的理解，对社会性的两种意涵的深入剖析，都在重新理解现代科学
的“现代”意涵的同时，也试图从现代社会理论经常忽视的角度来重新理解与自由相对的自然的一些
重要面向。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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