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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视觉与图像:作为人的本质显现方式的图像研究》介绍了在进化论的语境中，人的视觉系统是从最原
始的生物绿眼虫的眼点演变而来。
生命的视觉与肌体之间存在着颉颃发展的关系。
在统一的自然界中，动物和人的本质区别在于视觉中“对象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人类的工具、装饰品、建筑、器具、雕塑、图画等造型产品，是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的内在尺度（生
理视觉反应）通过运动器官的手而实现的外化和物化。
其中，工具的制作、使用，尤其是工具的保存过程导致了动物视觉向人类视觉的转变；同时，工具的
生产对动物的社会性向人类的社会性转变也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像装饰品、雕塑、图画和工具、
器具等造型产品的生产不仅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创造体验过程，而且前者在原始人的生活中还具有传承
与创造人类生存经验的现实功能。
因此，人类自身，生产工具，造型艺术具有同一的起源关系；图像是人所特有的视觉现象。
《视觉与图像:作为人的本质显现方式的图像研究》分为在自然与社会科学同一性中的视觉研究；从动
物到人转变过程中的视觉与镜像关系；制作工具与人类造型活动中的主体性；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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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德辉，（1970—），临沂大学美术学院，艺术教学实验中心副教授。
在《艺术与科学》、《文艺争鸣》、《美术研究》、《艺术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主持完成
教育部、文化厅等科研项目多项；获“泰山文艺奖”及市厅级奖励多项；参加各类学术研讨会并受邀
发言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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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有意中产生而随后成为先天性的逻辑判断，是针对在预期中即将发生
的事实而采取的准备性结论。
如果用比喻的说法，绿眼虫由于没有意识，尽管它会做出趋光反应，但它没有像人一样的语言和思维
能力，所以它并不知道自己能做出趋光反应，只有在它做出这个反应时，趋光反应对它才是存在的。
而对人来说，我今天早上到公园里锻炼身体，但是我在意识中昨天晚上就已经做好了今天早上来公园
里锻炼的准备，或者说，我在昨天晚上就知道了今天早上太阳依旧会从东方升起来。
广而言之，人类研究的任何理论课题，对人而言最终都是针对未发生事件的一种预期。
我们再进一步，如果追问在科学上对原生动物趋光反应的研究意义，我们也会在最终意义上得出与对
因果关系的追问相同的答案：我们研究绿眼虫以至任何生物的生命规律甚至哲学问题，都要归结到人
自身的意义上。
就是说，人类对绿眼虫的研究，与绿眼虫无关，正像这种研究对绿眼虫在遥远的地质史上早已灭绝了
的同类远亲无关一样。
——人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才去研究其他生物。
但是，作为生物界的一部分的人类自身，又和其他物种一起从属于包括人所认识和所未认识到的自然
界，因此，人是在自己所存在的自然之中，而不是使自己置身于自然之外去谋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从
根本上说，关于自然的科学也就是关于人的科学。
在这里，自然与人是同一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最后的人类学意义上得到了统一。
 但是，人为什么会对未来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期呢，按照休谟的观点，这个问题和追问绿眼虫为什么会
做出趋光反应是同样性质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可以根据以上的论述回答：还是因为向性。
正像休谟对为什么“在火焰或雪重新呈现于感官时，我们的心便被习惯所推移来期待热或冷，而且相
信，那一种性质确实存在”的疑问的回答一样，休谟认为，“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哲学的考察停止了，
那正是很可以原谅的。
在许多问题方面，我们并不能再稍进一步，而且在一切问题中，我们在做了最纷扰最好奇的一切探究
以后，也必须归结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暂时不对问题做出更为丰满的回答，而是从即将做出的解答的另一面做出一种简要直接
的回答。
“这样的问题，是典型的形而上学问题。
”如果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做出回答，逐层推演，其结果最终必然是上帝或神的存在。
这是一种自古有之的策略——以神或上帝的名义将问题悬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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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视觉与图像:作为人的本质显现方式的图像研究》由尹德辉著，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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