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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论著《技术与时间》的第二卷。
作者在书中从现代技术发展的角度，对人类之本提出了新的见解。
对于“谁”逐渐被“什么”代管，人类原有的特定记忆、种族记忆及个体记忆逐渐被新生的机器记忆
所取代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
《迷失方向》正是迷失在技术浪潮中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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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  ），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学生和好友。
曾任巴黎国际哲学院教导主任、宫片涅技术大学“技术认识、技术组织和技术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法国音像研究所副主任，曾指导过应用于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数字技术领域的多项研究。
他的哲学著作《技术与时间》系作者在德里达指导下，积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成果而成的博士论文，
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
作者本人也因此成为引人注目的哲学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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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拼写文字的时代　　5.可见的时钟、延迟的镜子和客观的忧伤　　相机是可见的，更恰
当地说是可重见的时钟，它拍出的图像也是一面面镜子。
这些载体是我的意象（imago）的界面与表面，是延迟地辐射的分光图谱和延迟的镜子。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论，钟表（即“什么”，度量时间的技术仪器）将我们指向它处（指向“谁”
和终结）。
然而这里的技术仪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其中构成了现象，即时间。
更贴切地说，没有偶然性就没有时间性。
时问构成于技术性中，或者作为技术性而构成，而技术性又是本质上的偶然性。
读巴尔特的书让我们领悟到通达已经在此的技术条件为何能够决定超前的可能性。
技术（tekhne）给予了时间。
正是在与上述分析相近的意义上，我们在后面把音位学文字理解为拼写技术，只是又根据音位学文字
的技术特性而作了调整。
　　照片中透着一种交织着时间与技术的客观的忧伤，观看的历史也一贯如此——这些观看只能形成
于折射时空的仪器与技术的表面，因为相关差异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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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人文与社会译丛”之一，全书共分4个章节，从现代技术发展的角度，对人类之本提出
了新的见解。
具体内容包括拼写文字的时代、迷惑的生成、记忆的工业化、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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