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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拈出“身体哲学”一词，是对中国古代哲学尊身、重身传统的标记性刻画。
在《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作者明确指出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识本论"的意识哲学
，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一种“身本论”的身体哲学。
以此为进阶，本书分别从“身体”、“两性”、“家庭”、“身体符号”维度对身体哲学的主要节点
进行了拓展研究，以期将身体哲学研究向纵深挺进。
　　在身体哲学的研究中，笔者愈来愈深切地感受到身体研究不是单个生命的震颤，而应该是一个身
体群的交互效应。
所可欣慰的是，笔者的弟子，包括已经毕业从事独立研究的，都在汲汲从事于身体哲学的研究且能有
所创见。
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即体现了他们分别在身体、两性、家庭、符号各个点上的专题式研究，如对“身体
之觉"、“身体之历史”的深入剖析，对“男女平等与女性话语”的崭新解读，对“家庭”之本质、构
成和发展的考证和研究等。
所有这些都是在笔者与他们之间往返讨论、相互发明的结晶。
　　这一群体式探究的最新启发是身体符号的推出。
身体研究不能仅限于身体的内在体验，必须要有形式上的可交流性和可公度性，否则，身体研究只会
陷入禅宗式不立文字的顿悟和神秘的冥契主义。
借助于一种情感化、族类化的身体符号，身体之“以身体之”才能成为一种具有可交流性和可公度性
的行为方式，从而获得其普遍意义。
对于本书来讲，身体符号的推出可看作身体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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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古代哲学》一书中，作者明确指出西方传统哲学是一种“识本论”的意识哲
学，而中国传统哲学则是一种“身本论”的身体哲学。
以此为进阶，本书分别从“身体”、“两性”、“家庭”、“身体符号”维度对身体哲学的主要节点
进行了拓展研究，以期将身体哲学研究向纵深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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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作为身体符号系统的《周易》二、中国古代身体美学论纲三、咸卦考四、关于吴光明教授的
“中国身体思维”论说五、贪欲、反身与审美救赎六、释“文”七、为“情”正名八、从经验到体验
：现代西方哲学的彻底经验主义走向九、我们知觉到了什么十、从“认知主义”到“家本主义”十一
、身体之境：现代性视野中的身体理论研究十二、如何走出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困境?十三、家庭空间
的哲学解析十四、家庭之生命对话精神十五、老子：人类最早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十六、“一”与“多
”两难文化困境下的族类文化策略十七、本心与习心附录：“身体哲学与身体符号研究”笔谈五则    (
一)身体哲学：反身性、超越性和亲在性  (二)中医的“身体符号”系统的特征及其意义  (三)身体的神
秘：法国现象学的一个独特维度  (四)身体，符号与意象：德勒兹论“情一调”  (五)符号学危机的化解
：重置身体符号的“坐标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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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符号作为歌德所谓的“不是事物的事物”，堪为人类的内感外化之桥，堪为跨越和联接主体世界
和非主体世界的“第三世界”。
乃至一如卡西尔所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符号的动物”。
或用中国古人的表述，“人无文则为朴人”（王充语），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是“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的“文化人”，人是所谓“人文主义”的“人文”之人。
在这里，西人所谓的“符号”，中国古人所谓的“文”，在某种意义上说，其称虽异，其指却一，二
者不过是异名同谓的东西。
　　符号使人所创造并栖身于其中的“象征的世界”成为可能。
这种“象征的世界”不仅意味着人类不能直接把握世界，而是以一种“立象以尽意”的间接方式，以
一种符形、意像、结构、图式、范例的方式把握世界，而且意味着人类的一切文化形式，无一不是“
象征”的产物，无一不与“象征”息息相连，无一不可视为“象征”的具体体现，无一不借助于象征
对其加以体验。
故在我们人类面前，科学与艺术是“象征”，不仅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自身生命及死亡、人
之男女及其关系、社会统治及其权力皆是“象征”，乃至一如坚持人的生产乃“货币生产”的马克思
，坚持人的消费乃“符号消费”的鲍德里亚所揭示的，人类赖以生存的那种看似不无实际和赤裸裸的
生产和消费活动，亦无不时髦地披上了符号的华丽外衣，具有极其鲜明的象征性的特点。
凡此种种均表明了，随着文明的发展以及作为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已使自己迈向一个“符号帝
国主义”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真正决定人类进步的，与其说是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不如说是人类文化的那种无所不
在、无所不用其极的符号的象征性的力量。
在这个时代，“执大象，天下往”，两千年前的老子这一近乎巫语般的预言可谓一语成谶，人类已和
符号象征活动结下了生死之缘，犹如宿命般地永远行进在“执象以往”的不归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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