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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分“一般问题、中西思想、当代问题、思想经验”四编。
《一般问题》是他用此新哲学方法对哲学、美学与文学基本问题的思考，具体有对身体、语言、游戏
、爱与爱美的研究。
《中西思想》不强调中西思想的同与异，而是旨在确立它的边界。
既不找同，也不找异，而是寻找边界，亦即寻找中国思想新的起点。
这部分既有对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的研究，也有对李泽厚、刘纲纪、邓晓芒思想的评论。
其中《道的悖论》、《神如何言说》，《庄子、海德格尔与我们的对话》几篇堪称经典和美文，在结
构上达到了完美，在思想上达到了精深。
《当代现实》思考了在技术主义时代人的无家可归。
这部分回答了什么是当代，指出虚无主义、技术主义和享乐主义是其特征，对全球化、现代性、人的
精神家园也作了具体而清晰的阐述。
《思想经验》有《在海德格尔的家乡》和《巴黎艺术印象》两篇经历与思想结合的文章，也有关于读
书、学习如何思考、谁是我等问题的回答。
这是作者对于哲学、艺术与读书的个人化经验，但对他人却有启示意义。
本书将复杂深刻的哲学与美学问题变得清晰而易理解了，常见的问题又变得深刻了。
这一切思考用作者的话说就是在语言、思想与现实三个维度探讨欲望、技术和智慧三者所构成的生活
世界的游戏。
     本书文字纯粹清晰，由此显现为美的文字，结构不是来自于外在框架设定，而是由问题本身给出，
完整而精美。
在此基础上思想自身显现为一条道路，此道路是无原则批判开创的道路，旨在探索一条通往当代思想
高峰的中国思想的道路。
这本书的出版将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创新。
阅读它是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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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1．思路我们可以讨论文学的多种维度，如文学自身、文学家、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作品，还
有文学的欣赏和批评，等等，但其中文学作品是关键的一环。
这是因为文学自身只是所有文学现象所具有的规定性，而它又在于它与非文学的差异性。
所谓的文学现象正是文学家、文学的创作过程、文学作品以及文学的欣赏和批评的集合。
在这样一个集合中，文学家之成为文学家，完全凭借于他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过程如此内在
的行为必须显现为文学作品这一外在形态；而文学的欣赏和批评显然离开不了文学作品的预先给予。
所以我们讨论文学总是讨论《离骚》、唐诗、宋词和《红楼梦》这样的文学现象和它们所具有的文学
性，亦即文学的本性。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走向文学作品自身?通往文学作品的道路并非通途，因为各种先见成为了障碍。
这迫使我们事先要对关于文学的各种观念进行剥离，如文学本质论、作家主体论和读者接受论等。
文学本质论设定文学有一个先验的本质，文学现象只是这个本质的显现而已。
但是不管文学本质自身是自然的、社会的，或者是精神的，如果它远离了文学现象的话，那么它只是
一种空洞的假设。
不存在一种离开了现象的本质，本质就在现象的显现之中。
作家主体论认为文学创作者是主体，不是客体，因此他是主动地建构，而不是被动地反映。
然而作者的主体性的确立既不能将他的所处的生活作为客体，也不能将他所写的作品作为客体，因为
作者和生活、作者和作品都不能构成所谓的主客体关系，这在于作者和生活，作品处于相互规定的关
系之中，于是一个作者主体性的确立缺少坚实的基础。
至于读者接受论强调了读者在文学作品的意义实现中的地位，不过与其说是读者通过阅读填补了作品
的空白，不如说是作品在阅读中改变、扩大、深化了读者的视界。
因此我们在排除了本质论、主体论和接受论之后回到文学作品。
对于文学作品，如同对于其他的艺术作品一样，人们容易将它看成存在者。
当然它不是一般的存在者，而是人的创造物，亦即器具，同时它也不是一般的器具，而是作品。
但是这并没有将文学作为文学的本性显现出来，因为文学在根本上是语言性的。
将文学作品看成是独立的文本，这是走向文学作品自身关键性的一步。
不过问题不在于找出文本的结构或者消解文本的结构，而在于探讨文学作品在何种程度上作为语言在
说话。
2．存在、思想、语言我们只是谈论文学作品，而且是将它归于语言的领域。
但是这并没有使问题变得简单，相反更为复杂了，因为语言的领域实际上是一个幽暗的王国。
这种幽暗不在于没有光明，而在于它的自明，亦即人们用语言谈论一切的时候，无需谈论自身，这使
语言的本性一直遮而不露。
当然关于语言已存在各种各样的理论。
人们认为神给予了语言。
这种语言并非一般的语言，而是作为道或者真理的语言。
甚至神就是这种语言本身，神在言说中显现，在沉默时隐去。
与此不同，人们也认为自然存在语言。
更准确地说，语言是道之文，呈现为天地运行的轨迹，亦即日月山川。
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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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本书是彭富春教授回国7年来的思想成果，也是作者走在中西思想边界上的出神入化之作，该书
打破了狭隘的专业分类，它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但更是思想的。
这里的思想既是中西思想的聚集，也是中西思想的分离；聚集与分离正是作者提出的“无原则的批判
”，也是批判所能达到的思想力度，更是思想自身的生长和生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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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彭富春教授回国7年来的思想成果，也是作者走在中西思想边界上的出神入化之作，该书打破
了狭隘的专业分类，它既是哲学的，也是美学的，但更是思想的。
这里的思想既是中西思想的聚集，也是中西思想的分离；聚集与分离正是作者提出的“无原则的批判
”，也是批判所能达到的思想力度，更是思想自身的生长和生长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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