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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的散文》尤其探讨了文学、艺术和科学中的一般语言问题、表达问题、交流与对话问题、形式
化问题，集中代表了他对于绘画、文学、科学的评论与思考。
作为现象学的语言学转向的代表作，《世界的散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可以为探讨现象学向结构-
后结构主义转折的契机以及梅氏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一个可以参照的重要文本。
本书因此对于从事哲学、语言学、文艺理论与批评诸领域的同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或许由于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了《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之中，梅洛-庞蒂有意放弃了《世界的散文》的写
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其中的思想，实际的情形可能是，由于把该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纳入到
了本体论框架之中，《世界的散文》因属多余而被置于一边。
但是，《世界的散文》的独立地位不容否认，它着眼于从“文化与知觉”(或“社会与知觉”)的关系
角度探讨真理与真实，《可见者与不可见者》则着眼于从“自然与知觉”的关系角度探讨。
两者共同推进了关于“知觉”的现象学，但明显出现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张力关系。
这也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要探讨的主题，梅洛-庞蒂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共同理论兴趣也因此
突显出来。
某种卢梭式的田园美梦和神秘意识，使梅洛-庞蒂从文化回归自然(当然是灵化了的自然，是世界之肉
，也因此融合了文化和意识)。
这或许是《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显得更为重要的原因。
仍然需要注意的是，从《知觉现象学》到《世界的散文》再到《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梅洛-庞蒂的总
体思路是一致的，他始终走在限定和还原科学、修正和超越纯粹意识哲学的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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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译者前言法文版“致读者”法文版出版说明1.纯粹语言的幻象2.科学与表达的经验3.间接语言4.算法
与语言的神秘5.他人的知觉与对话6.表达与儿童画重要人名、术语中译对照表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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