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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

内容概要

《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哲学》作者陶建文通过研究发现，数学的传统和实验的
传统都与人的视觉有关，只是数学传统的视觉是用心灵之眼的理性之觉，而实验传统的视觉是人的肉
眼的感性之觉。如果把理性之觉和感性之觉的图像直观地呈现出来，可以从中发现科学出现所蕴含的
哲理，并理解科学得以发生的条件。于是笔者以图像作中介，以人所具有的两种视觉能力为主线分别
考察科学中的心灵之觉与技艺中的肉眼之觉，以及肉眼之中的技艺最终演化而成的技术化科学。从历
史上来说，心灵之眼中的科学发生在先，技术化科学发展在后，以此为依据就形成本书论述的先后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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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

作者简介

1968年生，哲学博士，华南理工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现象学科技哲学研究，
著有《数学实在论的现象学辩护——从胡塞尔的观点看》(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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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心灵之眼的哲学传统  第一节  理性视觉的起源    一  用“证明”取代肉眼视觉    二  柏拉图
对两种视觉的区分  第二节  笛卡尔的心灵之眼    一  是心灵在“看”而不是肉眼在看    二  心灵之眼的“
看”与物质世界的几何学化  第三节  康德的心灵之眼及其知识学    一  知识是心灵的创造    二  “先验综
合判断”是科学知识最牢固的基础  第四节  胡塞尔的心灵之眼及其图像现象学    一  本质现象学范围内
的胡塞尔的心灵之眼    二  感性现象学意义上的中立之眼——“看入”图像理论第二章  心灵之眼中的
科学  第一节  阿基米得的视觉科学    一  阿基米得对杠杆定理的几何学证明    二  对称图像的先验感知分
析  第二节  从中西斜面力学的比较看力学得以可能发生的图像表征    一  古代中西斜面力学研究的比较 
  二  力学得以可能发生地图像表征    三  伽利略运动学理论的胜利是因为对先验综合图像的合理运用  
第三节  从中西光学图像表征的比较看西方光学成功的原因    一  中西古代光学的图像表征的比较    二  
笛卡尔的几何学化中的《折射光学》  第四节  从道尔顿的图像思维到化学群论    ——化学的科学化    
一  肇始于空气混合物分析的气体原子论的图像表征    二  道尔顿为图像化原子图辩护    三  化学群论—
—化学科学的几何学化  第五节  维特根斯坦的“看作”图像理论——一种另类的心灵之眼    一  维特根
斯坦的“看作”图像理论    二  以“费曼图”为例的科学影像的看作认知第三章  身体化视觉与技术进
化的视觉动力  第一节  梅洛-庞蒂身体隐喻中的视觉    一  梅洛-庞蒂对笛卡尔理性知觉的批判    二  梅
洛-庞蒂的身体隐喻的视觉  第二节  可视化技术成为一种新的认知方式的现象学分析    一  心灵表征计
算理论    二  德雷弗斯对计算机图像识别能力的质疑    三  可视化技术中人机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科学
认知方式  第三节  肉眼视觉与技术的进化    一  一位自闭症发明家图像思维的自述    二  身体化视觉思维
与技术发明    三  技术进化的视觉动力第四章  技术化科学及其认知特点  第一节  实验科学两种类型及
其典型代表    一  伽利略的斜面实验    二  疯狂的实验者——普利斯特里  第二节  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认
识论的变化    一  以技术为中介的观察(感知)的变化    二  以技术为中介的科学判断(相当于知性判断)的
变化    三  以技术为中介后的知识体系演进的变化  第三节  从伊德的“解释学关系”看现代科学体验的
困境    一  伊德的解释学意向性变式及其哲学背景    二  是“文本”的理论解释学还是人造物的实践解
释学？    三  现象学的技术解释学能走多远？  第四节  身体向度的科学认识论断裂    一  从巴什拉的哲学
思想来看认识论断裂在精神上的三重含义    二  身体向度的认识论断裂    三  化学作为身体向度认识论
断裂的典型实例  第五节  从胡塞尔的先验哲学思考思考伊德的“他者关系”结束语  从地震预测的困境
看视觉中心主义科学的有限性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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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

编辑推荐

《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哲学》作者陶建文通过研究发现，数学的传统和实验的
传统都与人的视觉有关，只是数学传统的视觉是用心灵之眼的理性之觉，而实验传统的视觉是人的肉
眼的感性之觉。如果把理性之觉和感性之觉的图像直观地呈现出来，可以从中发现科学出现所蕴含的
哲理，并理解科学得以发生的条件。于是笔者以图像作中介，以人所具有的两种视觉能力为主线分别
考察科学中的心灵之觉与技艺中的肉眼之觉，以及肉眼之中的技艺最终演化而成的技术化科学。从历
史上来说，心灵之眼中的科学发生在先，技术化科学发展在后，以此为依据就形成本书论述的先后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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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

精彩短评

1、讲了很多新的东西，就是学欧陆哲学也不能太守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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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

章节试读

1、《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哲学》的笔记-第45页

        微积分自创立之后，其基本内容和理论形式与力学、天文学和其他科学相结合产生许多理论成果
，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微积分的一些基本概念——函数、导数、微分、积分、无穷小等等，都还没
有脱离开它们的物理的和几何的原型，很大程度上还带有经验性和直观性。例如“函数”和一个物理
过程及一条曲线联系在一起，“导数”与曲线的切线斜率或运动的瞬时速度联系在一起。这样，微积
分基础的问题不仅造成逻辑上的困难，而且也动摇了庞大的分析数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甚至引起某
些人对数学真理信任的危机。

2、《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哲学》的笔记-第47页

        纸上的三角形尽管有一定的大小，三边各有一定的长度，三个角各有一定的度数，但实际上我们
完全没有看到。所以，几何学即使应用了经验直观（纸上的图形），但实际上却是为先天的想象力规
定的纯直观。康德说：“数学知识则是出自概念的构造的理性知识。但构造一个概念就意味着：把它
与相应的直观先验地展示出来。所以一个概念的构造要求一个非经验性的直观，因而后者作为直观是
一个个别的客体，但作为一个概念（一种普遍性表象）的构造而仍然必须在表象中表达出对一切隶属
于概念之下的可能直观的普遍有效性。

3、《视觉主义-基于图像和身体的现象学科学哲学》的笔记-第4页

        对代数化科学的探讨最为深入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几何学化科学我觉得天生就带有现象学的
特征，因为现象学最大的特征就是揭示活生生的直观和体验，几何学无论具有怎样的演绎推理性质，
但首先须有可以呈现出的可直观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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