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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测与媒介》

内容概要

鲍里斯·格罗伊斯的《揣测与媒介--媒介现象学》以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艺术档案的存留管理方
式及其意义为视角，通过各种哲学，社会学新思想对媒介体本体的揣测进行分析与哲学思辨。全书分
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亚媒介空间，概述了本书研究的缘起，分析视角以及意义，简述了亚媒介主
体和符号流，以及媒介体作为讯息时的情况；第二部分分别借助对莫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曼纳、乔治·巴塔耶和雅克·德里达等多位当代欧美哲学大师在媒介体领域见解的研究分析，得出揣
测，时间与媒介体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了不少独具慧眼的哲学思索，值得阅读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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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测与媒介》

作者简介

鲍里斯·格罗伊斯，1947年生，纽约大学俄罗斯和斯拉夫学系全球杰出教授(gIobaI distinguished
professor)，德国卡尔斯鲁厄艺术设计大学艺术与媒介学院资深研究员。主要著作有《整体艺术品斯大
林割裂的苏联文化》(1988)、《论新事物》(1992) 、《思考的艺术》(2008)等。
张芸，1965年生，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研究生毕业，德国艾希斯泰特天主教大学博士。
刘振英，1960年生，德国海德堡大学日耳曼语言文学硕士，现任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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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测与媒介》

书籍目录

导论
I 亚媒介空间
亚媒介主体和符号流
媒介真相及其例外状况
媒介本体揣测与哲学怀疑
媒介真诚性的现象学
他者的目光
媒介成了讯息
特例情况与媒介真理
Ⅱ 揣测经济
莫斯：象征交换或水下文明
克洛德·列维一斯特劳斯：曼纳或漂浮不定的能指
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me)：与太阳较劲的破它来示
雅克·德里达：紧缺的时间及其幽灵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搭乘过山车的崇高
符号的时间
揣测就是媒介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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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测与媒介》

精彩短评

1、哲学警察。第二章揣测经济，基本上是使用大陆哲学的体系来解决经济和艺术的实际问题
2、亚媒介空间的本质就是揣测空间，是蕴含着无限空洞能指的空间。任何媒介都无法以本体论式的
方法去下定义（不然它即以这种范式去揣测了，违背了现象学的方法），它只是一个得以让我们周旋
于符号系统、进行象征交换的载体。。。媒介的真诚性或力量只有在符号流中显得出其不意、不寻常
时，媒介的本体性才显露出来。
3、我的，第一本棱镜。
4、德国人虽然近年写得像法国人杂乱无章了，不过清晰还是他们一如既往的优点
5、第二章讲经济的比较好看。
6、现象学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
7、毕业论文做了这本书，就顺便来简单评论一下吧......格罗伊斯的亚媒介空间概念主要的思想背景是
德里达对结构主义的批判，结构主义没有办法思考操作与生成最终本质地无法思考时间，而操作与生
成势必关乎主体性的空间，也就是亚媒介空间。我们在面对政治标语、无事生非的言论、商场里那种
极浓的消费意识形态腔的海报时势必要问，它的作者想要传达什么？为什么这些符号会出现在这里？
这个空间就是主体性的空间，而因为这种疑问是普遍的，即每个人面对媒介都会产生出这样的疑问，
这个空间最终是一切媒介之媒介。这些操作与生成不可能随着符号一同上升到媒介表面，我们面对它
的姿态便只能是揣测。格罗伊斯在这里同样批评了麦克卢汉的媒介研究，它的问题与结构主义相似，
把纯粹物质性的力量当作了媒介的载体，从而忽略了它信息的主动阐释者。
8、喜马拉雅app读完的第二本书。事实证明没有读不懂的书，只有不认真的读者。如果当年有这个心
态，那么多“众所周知”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一头雾水了。算是我的现象学入门第一书了+_+
9、缺乏洞见。
10、揣测不断将旧符号改写到新媒介上，产生了媒介的曼纳，成为了媒介中的媒介。
11、“一件只有按照侦探作品构思的艺术品，在当今世界才能成功。”
12、揣测着读完。我已经放弃了现象学，现象学也放弃了我
13、档案的提出确实和《艺术力》中对艺术文献的分析有承接处，对符号的解读起码在艺术理论层面
也挺有启发的，至于现象学⋯⋯毁我青春耗我光阴颓我精神！
14、【补签】推荐。翻译有些尴尬，但依然堪称字字句句切中要害的现象学力作。
15、"暗中观察""作者因死而生”"他就是想红" 可以说是非常左派了 竟然是《走向公众》的作者 
16、多年不借书，继去年借了同事一本豆腐之后，今年又借了这本。带回家阅读的书目越来越多⋯⋯
其实家里也有很多没读过的书啊~>_<~随手翻了翻，感觉南大这些年来出的书一如既往的不讲究。
17、格罗伊斯被采访时说这本书就是展示一种非常传统的姿态。是在敞开空间考察文化运动的最合适
的姿态
18、本书出现了夸富宴（potlatch）高能译名"破它来示"，音译+意译⋯真是醉了⋯余下还挺有意思，提
出亚媒介空间的概念，加上后文莫斯、巴塔耶、德里达等令人不明觉厉，套路的话有点像分析礼物的
逻辑。
19、太零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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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测与媒介》

章节试读

1、《揣测与媒介》的笔记-第73页

              此外，受语境牵制的真诚性被引向这样一种认识，即位于“自身的”、熟悉的、常见的语境中
的符号往往能起到的作用不过是常规的和循规蹈矩的符号。而在一个“陌生的”语境中则可以作为真
实的启示内在世界的符号。如果因为自由主义者要声称自己是诚实的，那么他就应在他的自由主义朋
友圈子里持保守观点。如果一位保守主义者要表现自己是诚实的，那么他就应当在他的保守主义朋友
圈子里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如果他们各自保持各自原有立场，那么这多少听起来有些虚伪
、平庸甚至欺骗。一位浪漫主义艺术家如果成天摆出一副浪漫者的样子，这就像一位讲求实际的企业
主整天忙着追求利润，会显得很不诚实。如果一位企业家偶尔浪漫一下，或者艺术家偶尔实际一下，
那么这两位就很容易会予以人一种真诚的印象。这同一法则也适应于信徒和无神论者、科学家等等。
     同样在此期间逐渐风靡起来的“文化认同”据说由一个人的民族根源赋予此人，据称具有这种认同
的人只有一向被确立为现代全球文化的成功代言人，才显得真切和诚实。那些达到国际水准的作家、
艺术家、文化活动家如果公开揭示了隐藏在其现代符号层下的各自文化背景，往往会显得十分诚实和
真切。如果谁不声称自己是现代化、全球化，或者国际的，那么最好还是少去强调他的文化认同，而
应当与此相反的去把那些全球化的现代符号据为己有，否则他就显得和一位钻牛角尖的极端传统主义
者样，根本毫无人性和真诚可言。

2、《揣测与媒介》的笔记-第20页

        按照传统结构主义的观点，符号的意义不是通过一个由主体完成的标记行动，而是通过符号的相
互区分而创造的，这种区分在一个特定的、原初的，并未由主体意识的符号系统框架之内进行，而这
个符号系统在任何时候都绝对在场——任何一种对原初的、从前的、历史意义的回归都无助于去理解
一个符号此时此刻与其它符号关系中的意思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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