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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始于八十年代初青年人特有的思想苦闷，费时二十三年之久的细致建构，历经四次思想转折，频
繁与马克思、萨特、尼采、海德格尔、庄子、老子等世界思想大师的精神对话，终于完成一次真正的
哲学创造——个体哲学思想体系的确立，实现了作者几十年的文化宏愿，得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缺乏
个体文化之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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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华，男，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先后在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刘放桐教授和董健
教授。
致力于建立个性化的思想体系体系，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143篇，出版专著多部。
曾多次赴香港、美国、英国、韩国多所大学游学，并任访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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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人对社会结构的发明
第四章　个体哲学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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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个体生存的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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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已生，必变，将死
　　二、与他人共在
　　三、孤独
　第三节　作为类命运的缺陷与身体伦理学概念的提出
　第四节　从身体伦理学角度对几种传统伦理学的批判
　　一、对康德伦理学和功能伦理学的批判
　　二、对萨特和庄子哲学中所隐含的无伦理论的批判
　　三、对基督教等宗教伦理学的批判
　　四、对世俗伦理暧昧性的批判
　第五节　明星崇拜现象与信仰的一种转向——身体伦理学在大众文化中的前理论显现
　　一、 至人理想与明星崇拜现象的诞生
　　二、 明星崇拜现象与身体伦理学的前理论显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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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从原始族类文化到个体生存实践哲学回到个体的哲学引论从原始族类文化到个体生存实践哲
学人类由个体组成，因此，哲学必然最终落实到个体层面，个体理应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和终极目的
。
基于以上理由，本书力图建立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
本书所说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是众多的个体哲学中的一种，力图通过探讨个体实践和人的实在的始
基性结构来为一切未来的个体哲学奠定根基。
作为个体哲学的导言必须首先完成两个工作：（1）证明上述观点的合法性；（2）阐释个体哲学之为
个体哲学的根本之所在。
这是本篇引论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第一节从族类社会到个体社会：个体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据追问一种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据本
身就是哲学活动，而且它已经把这种哲学的存在设定为前提。
这种追问的合法性在于：哲学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内部过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优指向是一致的—
—哲学既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内部过程，又是社会-历史运动赖以获得总体性领受和终极设计的原始运
动，所以，一种好的哲学是社会-历史发展最优指向的产物并且造就着这种指向。
一、从族类社会到个体社会：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任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划分（过去、现
在、未来）都既是对已成历史的主动领受，又是划分者对历史的积极设计，因为历史在被划分之际正
在生成着，而且划分者本身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
⋯⋯以历史主体——人的独立性程度为尺度，我认为全部的社会-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
（1）族类社会；（2）阶级社会；（3）个体社会（自由个性社会）。
⋯⋯⋯⋯第一章个体哲学的实践观和存在论，第一节虚践概念的提出与对实践概念的重新理解一、虚
践和虚在概念的提出和初步界定我们的探讨从对个体实践结构的分析开始。
首先要追问的是个体最基本的生存活动中蕴涵着的深层生存论机制。
个体的活动不外分两种：个体用手、脚、躯体和由它们把握的物质工具系统进行的改造外部物质世界
的活动，我们称之为物质操作；个体通过想象、推理、潜意识运动在精神空间中进行的象征性改造和
领受世界的内部活动，我们称之为精神操作。
探讨个体实践结构就是探讨物质操作和精神操作的关系。
最为显明的事实是：个体生存实践之独特处就在于它是被领受到的对象化活动，或者说，活动在这里
是精神活动的对象化。
人是有所知道地与事物打交道的。
在进行物质操作的同时，必相应地进行精神操作，这正是实践之为实践的根本所在。
因此，个体实践的本体论结构在于它是个体物质操作和精神操作的统一；没有内部的精神操作，单独
的物质操作本身不成其为实践。
进一步证明如下：1. 单独的物质操作本身不能设计什么，设计必须由精神操作来进行，而不设计出新
的物质操作结构，实践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2. 单独的物质操作本身不能保存自己，它作为活动不断消失在产品中，保存以往物质操作的功能只能
由精神操作来承担，而以往物质操作结构的保存恰恰是实践进行下去的必要条件。
用更原始的语言来说，就是单独的物质操作是与物质世界直接打交道的实在活动，永远不可能超越具
体的物质生存情境——它的本体论特征决定了它不可能从具体的物质生存情境中抽离出来（它永远落
到实处），而对当下物质生物情境的超越恰恰是实践之为实践的关键所在。
基于以上推演，我们可以将个体实践初步定义如下：个体实践是个体物质操作和精神操作的互生运动
，这种运动通过超越个体当下的物质生存情境而创造个体自身和它的物质生存情境。
因此，通常所说的物质实践是有其内在性一极的。
可以把个体实践的根基性结构标画如下：精神操作物质操作现在可以确知：精神操作是对物质操作的
保存和设计，所以它也如物质操作一样是人对世界能动的本体论关系。
但关键的问题是进一步追问：精神操作和物质操作互生运动的具体机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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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操作的本质是什么？
最简单的图式是：个体的物质操作直接改造客体世界，精神操作对反馈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获得对
客体和自我的双重认知，这种认识指导个体的物质操作并通过物质操作获得检验和修正。
此图式的本质在于，将精神结构当作单纯的认识论系统，而将实践等同于外部物质操作。
但这个图式根本没有揭示出个体精神操作和物质操作互生运动的根本机制，更没有领受到精神活动的
本质。
要发现此深层机制，必须超越这个图式追问：精神结构加工信息活动的本质是什么？
推论将是简单而确凿的：信息是物质世界结构（组织度或有序度）的表征，与物质世界的实在结构是
同构的，因此，精神结构整合信息的内部操作与个体改造物质世界的物质操作必是同构的，且有共同
的本质特征。
因此，精神操作和物质操作具有同一性。
那么，这同一性的具体机制是什么呢？
推论将是同样简单而确凿的：既然精神操作对物质操作具有保存和设计功能，那么，精神操作必总是
涵括和创生着（超越着）外部物质操作，也就是说，精神操作和物质操作的结构共同性并不意味着二
者是完全同构的，恰恰相反，二者具有同构性是由于精神操作总是涵括和创生着（超越着）物质操作
。
精神操作是它自身，同时又涵括着外部物质操作，所以，它本身就是二者在内在性中的统一。
涵括着外在性的内在性在它自身中展开着内在性（精神操作）与外在性（物质操作）的互生运动（以
概念和表象为其运动形式），而个体实践作为实践就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互生运动，所以，作为内在
性的精神操作本身就具有个体实践整体的根基性结构。
我曾因此强名之为精神实践（内部实践）。
但这显然是不妥的：实践之为实践处就在于其实在性——实践中的人和世内存在者都具有物质在场性
，而精神操作中的人和世界都不具有物质在场性，所以，这种具有实践根基性结构和本质特征的内部
操作可以恰当地名之为虚践。
精神活动的本质是虚践，或者更确切地说，精神活动就是虚践。
这是我们经过这番艰难推理所得出的最重要结论，它扬弃了过去的精神概念。
可以说，探讨虚践和实践微妙而至关重要的关系是解释生存之谜的关键。
虚践概念的提出是一个振奋人心的起点，由此我们才真正踏上探讨实践存在问题的宽广而遥远的道路
。
但是，我们对虚践存在的证明还是不充分的——如果我们仔细玩味一下我们的证明，就会发现一系列
悖论。
我们下面就来证明，虚践是如何可能的。
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生存论事实证明虚践的存在。
我在打猎之前总会有意地想打猎的计划。
最简单的想法是：“我要去打猎！
”我在想这件事时，我作为身体可能并未在脑海中现身，而只是确定一种行动意向。
但这是长期以来身体在脑海中现身的结果，原始人精神操作与物质操作的直接同一性已获得广泛证明
的事实。
这种同一性使原始人的精神操作是具体的，操作主体和操作对象都在操作过程中显现，因此，似乎有
一个内在的我与内在的对象打交道，而在非反思的水平面上，我会把此交道领受为与实在活动一致的
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去打猎！
”这个想法一定与具体的我和具体的对象的关系是一致的，所以，我在想我要去打猎时总是在想我与
猎物的交道本身。
原始人总处于想象中，并且区别不开想象与现实。
这说明原始人总在想象中与世界打着交道。
我在未去打猎之前想象着打猎的过程本身，这种想象本质上是我对我打猎活动的筹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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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生动的，我似乎真的在与猎物搏斗，因此，这种想象与我实际打猎的过程是同构的。
区别在于：前者仅仅发生在内在世界中，是纯粹的精神操作；后者则发生实在的水平面上，是包括精
神操作于其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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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到个体的哲学》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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