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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

内容概要

《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专门就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这个技术问题做现象学的哲学研究。作
者从现象学的生存论出发，把技术的本质把握为通达人的生存结构的途径，由此揭示此在的空间性，
而这空间性的表征为去远和定向。这就是说，此在作为在世之中的生存，其本质为去远。同时，技术
作为此在在世生存的主要方式，有其去远功能。这样，“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问题便恰当而又必
需地放在人的生存论本质层面上去考察，成为现象学视野中的运思对象。“拉近”又被具体地定位为
纯粹意识之体验的对象，从而可以从作为此在在操劳中领会的“本真之近”出发来衡量“技术拉近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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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庆峰 1974年生，陕西省白水县人。2003年于复旦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上海大学副教授、人文
社会科学处副处长。2003-2010年间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等国家级核心期刊
上发表相关论文20多篇，出版专著《技术现象学初探》（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主持完成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省部级以上项目多项。主要研究兴趣为科学技术哲学、空间哲学与图像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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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另外一个建立起二者之间联系的重要因素是“情感”。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
有感情。特别是中国人，对于家乡、对于亲人有着很独特的感情。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总有着一
种落叶归根的观念，人老了，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他们也更喜欢土葬，尽管人们更多地接
受了现代的死亡观念。但是，在一定意义上，从土地上来又回到土地中，是中国的一种独特观念。另
外一个有着强烈“根”的观念的民族应该是德国。海德格尔曾经对于现代技术的“拔根性”给予了充
分批判。他回顾希腊文化，力图在西方文化之源头找寻到解救之途的做法也充分地表明了对于“根”
的重视。当然，在他那里，“根”更多的是从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说的。“存在即人之家”、“语言
是人的家”已经成为我们熟悉的观念。对于“根”的寻求，更多地说明了一种历史性意识的表现。所
以，能够建立起“空间”人与地方关联的首要东西应该是“历史”的意识。 另外一种有助于建立起人
与地方关联的东西是“定向”。这个海德格尔的术语在这里使用会带来一个有意思的结果。与这个术
语相似的是“认同”。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用“定向”这个术语。也许这个术语的使用也能够解释我
们当前所发生的一个现象，我们无法确知自己，这就是“定向”的问题了。“定向”首先表现在“哪
里人”？“哪里人”的确定，给予一个人的往往是一种最基本的定位。这涉及的就是地方的概念。在
中国人心目中，“老乡”观念是非常浓厚的。他们经常询问的一个方式是：“你是哪里人？”通过对
地方的确定而达到一种切近，这就是“定向”，也反映了一种去远的心理。在古代中国，老乡观念并
不是很明显，因为人们与土地的关联异常的密切，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凸显出来。但是，随着现代社会
的发展，人们离开自己的家乡后，老乡观念才显得异常重要了。另外定向的另一方式是听，当听到熟
悉的乡音时，两个不熟悉的人也因此而拉近了。任何一个人对于属于自己的东西，如乡音、家乡话是
非常敏感的，它可以在众多声音中辨别出独特的家乡音。这也是去远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其他的
方式都可以显示出定向与去远来。如看到熟悉的东西、闻到熟悉的味道，这就是去远，也就是定向的
完成。 再一个能够建立起人与地方的关联的东西应该是“想象”。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指出，地方对
于我们来说，重要的并不是环境，尽管这些环境提供给我们基本的生活物质保障，但是，我们发现，
最重要的却是建立在环境之中的“想象”和“思念”。人是有感情的，我们越是远离一样东西，越倾
向于想象，越倾向于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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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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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从现象学与技术哲学勾连起技术现象学的理论框架。作者对于基点的观点我深以为然。基点并不
是逻辑的起点，而是向研究者们敞开的一种可能性。这也是德里达从现象学中获得的一个观点，以此
建构了自己的解构哲学。现象学可以看做是对笛卡尔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一个批判，特别以胡塞尔、
海德格尔、梅洛-庞蒂为代表。本书似乎是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基础上进行论述的，涉及到了此在于世
界中生存的空间性，而技术也是此在本质的彰显。对于空间体验的拉近，作者较多是在知觉体验论述
上进行的，对于近来对身体研究缺少关注。对技术研究的反思，给传播学媒介研究很多启发。

Page 7



《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