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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
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
”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
事实。
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
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
”所言极是！
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
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
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
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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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存在与意义：事的世界观之奠基(第1卷)》的第一卷是广松哲学的认识论。
其中第一篇主要讨论了现象世界的四肢结构，第二篇讨论了内省世界的问题机制，第三篇讨论了事象
世界的存在机制。
广松涉认为，无论是马赫的关系式的要素说，还是海森堡的测不准定律的主体(工具)中介论，都说明
了人们面对世界的关系基始平台。
一句话，当代科学观为关系本体论提供了第一手的科学基础。
当然，“关系初始性”这种本体论，在常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这是因为，任何关系都是不能具象直观的，人只能获得对“关系，，本身“物”化所进行的表象。
这就是所谓物象化。
结果，人们却将物相中的关系错认为“物”。
物的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错认的视像。
　　所以，从来就不存在抽象的独立实在的客体与主体，即现成在手的“物在，，状态的二元断裂的
自在物体与主体及其主观认识。
人们所面对的世界始终是我们自己参与建构出来的交互主体性的关系世界。
四肢结构正是认知现象世界的两个侧面中的四重关系。
四肢性，是广松涉的一种借喻。
它缘起于认知心理学中的格式塔图景的分节建构。
在完形知觉建构中，人所面对的混沌经验体总是以一定的分节相呈现出来。
而在广松涉的认识论中，他则用动物的四肢和植物的枝干来表示这种图景的分化和建构。
这就是《存在与意义：事的世界观之奠基(第1卷)》第一卷的直接课题。
由此，广松涉在认识论上奠定了“事的世界观”的基本构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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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广松涉 译者：彭曦 何鉴 丛书主编：张一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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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译序序言绪论第一篇 现相的世界的四肢构造第一章 现相的分节态的显现和所知的二要素第一节 现
相的所知的二肢性第二节 所知的第一肢的与件第三节 所知的第二肢的所识第二章 人称分极性的现相
和能知的二重性第一节 身体的主体的显现相第二节 主体性的归属和人称化第三节 能知的主体的二重
性第三章 现相的世界的四肢的相互中介的构造第一节 所知的二肢性的构造第二节 能知的二重相的形
成第三节 四肢的相互的中介性第二篇 省察的世界的问题构造第一章 外界和内界的截断和认识理论的
图式第一节 外界与内界的截断第二节 “三磺图式”的形成第三节 认识论的基本的构图第二章 判断的
形象的意义构造和命题的事态第一节 概念形成的逻辑机制第二节 判断形态的意义构造第三节 命题的
事态的持存性第三章 认识的主观际的有效性和客观有效性第一节 判断的规定的归属性第二节 叙述形
态和陈述形态第三节 主观际的有效和真理第三篇 事象的世界的持机制第一章 事物的世界分节态和空
间、时间第一节 事物的世界的分节相第二节 场所的空间和确定位置第三节 时间的规定的形象化第二
章 事的物象化和实体主义的误认的位相第一节 事的事象化和视为实体第二节 对象的个性和关系态第
三节 因果规律和存在样式第三章 事项的主观际的持和客观的存在性第一节 对象的实在的存在性第二
节 存在和主体际的有效第三节 能知和所知的不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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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想定位于这里所说的“所与感觉以上的某种东西”这样的机制来主张该二
肢的二重性。
因为只要呈现的对象的现相构成融合的整体态，那么它与已经论述过的关于“感觉一感情”浑然一体
态就是旨趣相同的结构。
那么，融合态大概是在“错图”上分节化，视觉的现相与听、嗅、触觉的现相在分立上被认识，而且
是处于与同一个对象形成意向性关系的意识态。
当初即便是以融合的同化的相直觉地显现出来的，但在反思以前很快就或以触觉的形状性和视觉的形
态性在分立上被感知，或以时钟的视觉的现相与音源的现相、花的视觉的形式和香源的现相在分立上
被觉识，并且是与同一个对象形成意向性关系那样的意识态势得以成立，这样的情形的确是存在的。
但是，在这里，并不是说视觉的现相是“映射相”，听、嗅觉是“实际觉知相”。
双方都是“映射一实际觉知”相，同时它们又与同一个对象的某种东西形成意向性的关系。
在此，即便能看出分立的两个部分，但也不是说两个部分中的一方是所与，另一方是所识，两个部分
彼此都构成我们所说的“所与一所识”形态。
——要想积极地说明这个问题，按顺序应该先对别的类型进行考虑。
（3）不妨称为“补全的扩充”的情形。
例如，当我们看到从狗窝里伸出来的尾巴，看到有人从围墙上窥视时，我们不会把那觉知为单纯的尾
巴或单纯的头部，而始终是作为狗的尾巴以及人的头部来觉知。
另外，在看到打坏的饭碗和头掉了的偶人，也会把那当作饭碗的碎片以及偶人的身体来觉知。
触觉的情况大概也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只要听一下熟知的歌曲的第一小节就会将之作为那首歌曲的开头来听。
在这里，持存着将实际面临的知觉的与件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觉知的构造，即可以指出用整体的补全相
来觉识部分的与件相的构造。
就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妨图式性地主张“以与件以上的所知相来进行的觉知”。
如果预示结论的话，这与我们要主张的“所与一所识”的二肢的二重性属于不同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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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存在与意义》两卷本的翻译出版工作前后耗费了8年多的时间。
在此，想简单地回顾一下其过程。
在2000年春天召开的“南京大学中日文化研究中心”（2001年12月7日成立）的筹建会议上，时任南京
大学校长助理的筹建组负责人哲学系张异宾教授（笔名张一兵）委托何鉴联系《存在与意义》两卷、
《事的世界观的前哨》、《物象化论的构图》等书的中文版翻译出版事宜。
在广松邦子夫人的大力支持下，南京大学出版社顺利地取得了4本书的翻译版权。
2001年上半年，何鉴、赵仲明（与李斌合译）以及我（与庄倩合译）分别着手翻译上面的3种著作，原
计划在2002年5月的“广松哲学国际研讨会”之前一并推出，但如期出版的只有《物象化论的构图》，
《事的世界观的前哨》的出版大约推迟了1年，原来由何鉴承担的《存在与意义》两卷则拖延至今。
其实，何鉴早在2002年3月就把《存在与意义》两卷翻译完了，但因为两卷的原书篇幅合计超过1000页
，而且内容又特别艰深，所以译文的推敲就成为一项艰巨的工作。
2002年5月的“广松哲学国际研讨会”以及南大百年校庆活动结束之后，何鉴即着手修改译稿。
令人痛心的是，他不久被诊断患有绝症，虽随即住院治疗，但经多番医治无效，于2003年10月7日与世
长辞，年仅4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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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广松涉作为思想家的最重要课题是确保对现代进行批判的根本的、真正的视角。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成了他开展这项工作的媒介。
不过，这种现代批判的视角在广松那里不仅仅是时间轴中的现代批判，同时也包含了空间轴或者比较
文明的视角。
也就是说，对现代的批判带有了对现代欧美文明进行批判的性质，直截了当地说，带有了克服西欧式
事物的性质。
　　——早稻田大学教授  高桥顺一其实对我来说，广松涉的思想之所以重要，倒并非因之于他是一
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他在上个世纪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达及了一个划世纪的逻辑高点，
而是在于，他的研究理路确实呈现了一个东方学者走向世界思想之林的有益方向和艰辛的理论印迹。
这是广松涉思想始终令我兴奋和激动的地方。
　　——南京大学教授  张一兵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存在与意义（第一卷）>>

编辑推荐

《存在与意义:事的世界观之奠基(第1卷)》为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和思想大师广松
涉所著的“广松哲学系列著作”中的第一卷，在整体上认知性地展开了世界现相的存在构造。
全书由三篇构成，具体包括现相的分节态的显现和所知的二要素、现相的世界的四肢的相互中介的构
造、判断的形象的意义构造和命题的事态、事的物象化和实体主义的误认的位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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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与意义》总的来说是抨击传统的日常性意识以及在学理的反思中占支配地位的“物的世界观”
而倡导“事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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