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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眼与心》作者以迥异于前人的叙述风格，清晰平实的语言，探讨了世界与人之间的关系，尤其
对人感知世界的过程，在身体与心灵之间的互动，做了简洁深刻直入本质的分析与表述，更赋予艺术
家，尤其是画家在认知世界方面以重要的地位，提出诸多精辟见解，是一部意味无穷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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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者序言发文版前言一二三四五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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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梅洛—庞蒂（1908—1961）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对当代法国哲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他既和法国现象学运动的旗手萨特联系密切，也和法国结构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克劳德·列维—斯特劳
斯交往频繁，而这两个著名思想家分别标志着当代法国哲学的前后两个重要时期。
梅洛—庞蒂在法国现象学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影响广泛的萨特，但许多人都认为他在学术成就方面超
过了后者；他们两人在哲学和政治上都颇多分歧，甚至最后绝交并形同路人，但这并没有影响人们把
他们放在大致相同的情景中来看待。
梅洛—庞蒂对语言和文化领域的探讨旨在拓展现象学的地盘，然而在不经意中为法国结构主义开辟了
道路、提供了资源；他与列维—斯特劳斯在哲学倾向上既有巨大的分歧，却又相互影响、彼此借鉴；
他甚至被列入到了早期结构主义者之列。
　　梅洛—庞蒂著述甚丰，在生前以专著或文集形式发表的主要作品有：《行为的结构》(1942)，《
知觉现象学》(1945)，《人道主义与恐怖》(1947)，《意义与无意义》(1948)，《哲学赞词》(1953)，《
辩证法的历险》(1955)，《符号》(1960)。
在死后经整理发表的未刊稿主要有：《可见者与不可见者》(1964)，《世界的散文》(1969)。
此外，一些课程摘要、课程笔记、演讲稿、文集汇编也经人整理，陆续得以出版，主要有：《知觉的
首要性及其哲学结论》、《法兰西学院课程摘要：1952—1960》、《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索邦1949
—1952课程》、《1948年漫谈》、《生存与辩证法》、《旅程》、《旅程Ⅱ》、《1959—1961年课程笔
记》、《个体与公共历史中的创设；被动性问题：法兰西课程笔记，1954—1955》、《马勒伯朗士、
比朗和柏格森那里的心身统一》、《论自然：法兰西学院笔记与讲稿》等。
读者面对的这本小册子《眼与心》比较特殊，它原为梅洛—庞蒂生前发表过的一篇长文，最终以单行
本形式闻名于世。
　　通常认为，梅洛—庞蒂哲学主要表现为一种身体现象学，但这种哲学也经历着不断的修正和变化
。
从身体经验出发，梅洛—庞蒂哲学始终关注的是知觉和被知觉世界的关系，但这种关注在其早期和后
期思想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由于关注生存，他放弃了纯粹意识而转向身体这一含混的领域，以身体现象学或生存现象学取代了意
识现象学，这在其思想发展的早期，即《行为的结构》和《知觉现象学》时期表现得非常明显。
而在中期，即写作《世界的散文》这段时期，他开始着手探讨文化世界，其“语言现象学”理论既是
早期思想的延续，又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这一时期的工作表明，单从身体知觉出发是不够的，因此要求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知觉经验或身体经验
的升华形式。
但这并没有因此偏离对于知觉和身体的关注，相反，它要求人们关注科学、哲学和艺术的知觉基础。
至于后期，尤其是《可见者与不可见者》中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一种存在论探讨，身体经验成为“世
界之肉”这一更为原始的基质的典型形式，并因此具有了存在论地位。
　　尽管梅洛—庞蒂哲学经历了不断的修正，但从生存现象学过渡到存在现象学并不意味着断裂。
统观梅洛—庞蒂的思想进程，他更多地与海德格尔而不是与胡塞尔相似，尽管他谈到后者的时候要多
得多。
他显然并不认同于胡塞尔的认识论姿态，而是和海德格尔一样关注生存和存在问题。
早期从身体性、肉身化主体出发，类似于海德格尔从“此在”的优先性出发，作为目标的存在藏而不
露；中期从语言、社会文化现象出发，存在也还囿于隐蔽之处；后期从自然出发，存在就直接出场了
。
但是，不管是“我的身体”、“他的身体”还是“作为表达的身体”，也不管是身体之“肉”、语言
之“肉”还是世界之“肉”，梅洛—庞蒂让我们始终领会到的是“感性的”光芒。
梅洛—庞蒂实际上一以贯之地谱写着“感性学”，并因此与笛卡尔主义的“理智论”传统形成鲜明对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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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作品一反笛卡尔主义对清楚、分明的强烈要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含混的色彩”，一种“诗
意的神秘”。
被祛魅的身体和世界在他那里返魅了!　　梅洛—庞蒂在法兰西哲学学会曾经做过一次题为《知觉的首
要性及其哲学结论》的演讲，在提问及评论阶段，布雷耶先生表示，梅洛—庞蒂的观点“更适于用小
说、绘画来表达，而不是哲学”，其哲学“导致小说”。
对于这一点，梅洛—庞蒂并没有直接回答，不过，他应该会完全赞同的。
他的遗稿整理者勒福尔在为《眼与心》所写前言中说道，“绘画思考为其作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完全
接近于文学甚至诗歌话语的话语资源。
”事实上，自梅洛—庞蒂进入哲学殿堂始，直至他的最后岁月，文学艺术在其哲学思考中都一直占据
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最初，他认为现象学家与普鲁斯特、塞尚等文学艺术家从事着相同的事业，在后期，他表示当代哲
学中包含着诗意的非哲学倾向。
确实，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明显的诗意指向，尤为重要的则是早期长文《塞尚的疑惑》和后期长文《
眼与心》。
　　前者于1945年发表在《泉》杂志上，后来收录到《意义与无意义》(1948)中，代表了《知觉现象
学》时期他对于哲学与艺术关系的思考；后者创作于1960年7—8月份，于1961年1月发表在《法兰西艺
术》杂志上，是梅洛—庞蒂去世前发表的最后作品，同年收入《现代》杂志的《梅洛—庞蒂》纪念专
集中，并于1964年出了单行本，它典型地代表了他在《可见者与不可见者》时期关于哲学与艺术关系
的思考。
《眼与心》严格地翻译应该是《眼睛与精神》，但前者更能体现“信”、“达”、“雅”的要求，尤
其能够贴切地表达出“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的韵味。
简单地表述，“眼”即“可见的”身体，“心”则是“不可见的”精神。
《眼与心》的艺术沉思平行于未完成的《可见者与不可见者》的形而上学构想，是它的一个先期出炉
的微缩本；与此同时，通过这本小册子，梅洛—庞蒂对已经探讨过的许多问题重新给出了精炼的表达
。
　　后记　　梅洛—庞蒂的许多重要著作都已经有了中译本，我本人也为此做了一些工作，先后翻译
出版了他的《哲学赞词》(2000)、《行为的结构》(2005)、《世界的散文》(2005)。
这些翻译加深了我对梅洛—庞蒂思想的理解，也使我顺利地完成了教育部课题《梅洛—庞蒂与法国哲
学主流》(《感性的诗学——梅洛—庞蒂与法国哲学主流》，人民出版社出版，2005)。
按理，我应该与梅洛—庞蒂暂时分开一些时间，先做做其他课题，待日后再回过头来。
写作和翻译是相互促进的，正因为如此，当关群德先生让我翻译梅洛—庞蒂的《论自然》或《眼与心
》时，我又动心了，于是再度投身于梅洛—庞蒂作品的翻译。
考虑到手头还有一个国家课题要完成，因此选择了篇幅比较小的《眼与心》，而放弃了大部头《论自
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捡了一个便宜。
其实，要翻译好这一隽永短篇非常不易。
一方面，译者必须对笛卡尔主义哲学传统、现象学哲学传统有深入的掌握，另一方面还要对艺术史、
艺术理论有所了解，对相关艺术作品有所感悟。
就前者而言，我还有点信心，对于后者则有些力不从心。
但无论如何，借助于这几年对于梅洛—庞蒂的钻研和体会，我还是较为顺利地完成了译稿。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像梅洛—庞蒂这样的思想家，其表述不可能像分析哲学家那样清楚明白，翻译起
来也因此相当困难，译者力求做好译事，也投入了相当多的时间与精力，但我无法保证“回到梅洛—
庞蒂本身”，因此恳请各位方家提出建设性的和批评性的意见，以便将来通过修订使译本渐趋完善。
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同济大学的张尧均博士，他仔细地校对了译稿，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和批评性的意
见。
　　需要说明的是，《眼与心》其实已经有一个中文译本，收入在刘韵涵老师翻译的《眼与心：梅洛
—庞蒂现象学美学文集》中，译本中还编选了梅洛—庞蒂的另外四篇美学作品，即《作为表达和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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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体》、《塞尚的疑惑》、《间接的言语和沉默的声音》、《表现与儿童画》。
译者将五个文本合为一集，旨在介绍梅洛—庞蒂的美学思想。
这一译本对于国内学术界了解梅洛—庞蒂思想，尤其是其美学思想曾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本人前几年的梅洛—庞蒂研究和翻译过程中，我从该译本中也受益很多，在这次《眼与心》单行本
的翻译中，我也参考了刘老师的译本，特致谢意。
两个译本在风格上和某些重要表述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通过对照两个版本，各取其长，读者或许
可以加深对梅洛—庞蒂思想的理解。
另外，新译本中的法文版前言也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和基本思想。
　　感谢关群德先生及商务印书馆译作编辑室、著作编辑室各位老师的信赖与帮助，感谢郭红女士为
编辑出版此书付出的辛勤劳动。
　　杨大春　　2005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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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眼与心》是法国哲学大师梅洛-庞蒂的经典之作，也是其最后一部完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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