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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内容概要

简介：
本书系法国当代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的论著《技术与时间》的第二卷。作者在书中从现代技术发
展的角度，对人类之本提出了新的见解。对于“谁”逐渐被“什么”代管，人类原有的特定记忆、种
族记忆及个体记忆逐渐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取代的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迷失方向》正是迷
失在技术浪潮中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拼写文字的时代⋯⋯⋯⋯⋯⋯⋯⋯⋯⋯⋯⋯⋯⋯⋯⋯⋯⋯⋯⋯⋯⋯⋯⋯⋯⋯⋯⋯
１．拼写、确正与照相⋯⋯⋯⋯⋯⋯⋯⋯⋯⋯⋯⋯⋯⋯⋯⋯⋯⋯⋯⋯⋯⋯⋯⋯⋯⋯
２．照片的确凿性衔接过去与现实⋯⋯⋯⋯⋯⋯⋯⋯⋯⋯⋯⋯⋯⋯⋯⋯⋯⋯⋯⋯⋯
３．作为照片的曾经在此的衔接⋯⋯⋯⋯⋯⋯⋯⋯⋯⋯⋯⋯⋯⋯⋯⋯⋯⋯⋯⋯⋯⋯
４．历史与自爱⋯⋯⋯⋯⋯⋯⋯⋯⋯⋯⋯⋯⋯⋯⋯⋯⋯⋯⋯⋯⋯⋯⋯⋯⋯⋯⋯⋯⋯
５．可见的时钟、延迟的镜子和客观的忧伤⋯⋯⋯⋯⋯⋯⋯⋯⋯⋯⋯⋯⋯⋯⋯⋯⋯
６．不可名状⋯⋯⋯⋯⋯⋯⋯⋯⋯⋯⋯⋯⋯⋯⋯⋯⋯⋯⋯⋯⋯⋯⋯⋯⋯⋯⋯⋯⋯⋯
７．精确性、不确凿性与相关差异⋯⋯⋯⋯⋯⋯⋯⋯⋯⋯⋯⋯⋯⋯⋯⋯⋯⋯⋯⋯⋯
８．《会面》，一切运动的不动的动力⋯⋯⋯⋯⋯⋯⋯⋯⋯⋯⋯⋯⋯⋯⋯⋯⋯⋯⋯
９．无人依托的过去的形象⋯⋯⋯⋯⋯⋯⋯⋯⋯⋯⋯⋯⋯⋯⋯⋯⋯⋯⋯⋯⋯⋯⋯⋯
１０．厄科与那喀索斯——不属于任何人的无人称属性⋯⋯⋯⋯⋯⋯⋯⋯⋯⋯⋯⋯⋯
１１．潘朵拉，镀镜和矫形的无知功能⋯⋯⋯⋯⋯⋯⋯⋯⋯⋯⋯⋯⋯⋯⋯⋯⋯⋯⋯⋯
１２．存在的代价、思维的奔忙、基督学及结晶学⋯⋯⋯⋯⋯⋯⋯⋯⋯⋯⋯⋯⋯⋯⋯
１３．西方的事故或补余的悖论⋯⋯⋯⋯⋯⋯⋯⋯⋯⋯⋯⋯⋯⋯⋯⋯⋯⋯⋯⋯⋯⋯⋯
１４．技术的思维及与未来的关系⋯⋯⋯⋯⋯⋯⋯⋯⋯⋯⋯⋯⋯⋯⋯⋯⋯⋯⋯⋯⋯⋯
１５．确正与真理⋯⋯⋯⋯⋯⋯⋯⋯⋯⋯⋯⋯⋯⋯⋯⋯⋯⋯⋯⋯⋯⋯⋯⋯⋯⋯⋯⋯⋯
１６．拼写的意向性⋯⋯⋯⋯⋯⋯⋯⋯⋯⋯⋯⋯⋯⋯⋯⋯⋯⋯⋯⋯⋯⋯⋯⋯⋯⋯⋯⋯
１７．确正，可重新活化与不可重新活化的条件⋯⋯⋯⋯⋯⋯⋯⋯⋯⋯⋯⋯⋯⋯⋯⋯
１８．拼写、共同体化及社会群体⋯⋯⋯⋯⋯⋯⋯⋯⋯⋯⋯⋯⋯⋯⋯⋯⋯⋯⋯⋯⋯⋯
１９．第三记忆，超越滞留有限性的不可能性条件及时间器具⋯⋯⋯⋯⋯⋯⋯⋯⋯⋯
２０．原始史时期的过渡⋯⋯⋯⋯⋯⋯⋯⋯⋯⋯⋯⋯⋯⋯⋯⋯⋯⋯⋯⋯⋯⋯⋯⋯⋯⋯
２１．天才与奇迹⋯⋯⋯⋯⋯⋯⋯⋯⋯⋯⋯⋯⋯⋯⋯⋯⋯⋯⋯⋯⋯⋯⋯⋯⋯⋯⋯⋯⋯
２２．诞生、孕育与科学⋯⋯⋯⋯⋯⋯⋯⋯⋯⋯⋯⋯⋯⋯⋯⋯⋯⋯⋯⋯⋯⋯⋯⋯⋯⋯
２３．辅助记忆的必要性⋯⋯⋯⋯⋯⋯⋯⋯⋯⋯⋯⋯⋯⋯⋯⋯⋯⋯⋯⋯⋯⋯⋯⋯⋯⋯
２４．论背景⋯⋯⋯⋯⋯⋯⋯⋯⋯⋯⋯⋯⋯⋯⋯⋯⋯⋯⋯⋯⋯⋯⋯⋯⋯⋯⋯⋯⋯⋯⋯
２５．拼写文字的准则与存在的历史⋯⋯⋯⋯⋯⋯⋯⋯⋯⋯⋯⋯⋯⋯⋯⋯⋯⋯⋯⋯⋯
２６．当今⋯⋯⋯⋯⋯⋯⋯⋯⋯⋯⋯⋯⋯⋯⋯⋯⋯⋯⋯⋯⋯⋯⋯⋯⋯⋯⋯⋯⋯⋯⋯⋯
第二章　迷惑的生成⋯⋯⋯⋯⋯⋯⋯⋯⋯⋯⋯⋯⋯⋯⋯⋯⋯⋯⋯⋯⋯⋯⋯⋯⋯⋯⋯⋯⋯⋯
１．滞留有限性及“什么”的动力⋯⋯⋯⋯⋯⋯⋯⋯⋯⋯⋯⋯⋯⋯⋯⋯⋯⋯⋯⋯⋯
２．种族进化、记忆载体及程序文字⋯⋯⋯⋯⋯⋯⋯⋯⋯⋯⋯⋯⋯⋯⋯⋯⋯⋯⋯⋯
３．时代与程序⋯⋯⋯⋯⋯⋯⋯⋯⋯⋯⋯⋯⋯⋯⋯⋯⋯⋯⋯⋯⋯⋯⋯⋯⋯⋯⋯⋯⋯
４．作为二次中断重复的选择：文码、同一性及差异性⋯⋯⋯⋯⋯⋯⋯⋯⋯⋯⋯⋯
５．“什么是在思维中定向？”——在已经在此中定向⋯⋯⋯⋯⋯⋯⋯⋯⋯⋯⋯⋯
６．程序与美学⋯⋯⋯⋯⋯⋯⋯⋯⋯⋯⋯⋯⋯⋯⋯⋯⋯⋯⋯⋯⋯⋯⋯⋯⋯⋯⋯⋯⋯
７．风格的标志与不确实性程序⋯⋯⋯⋯⋯⋯⋯⋯⋯⋯⋯⋯⋯⋯⋯⋯⋯⋯⋯⋯⋯⋯
８．对时空的钟爱、技术趋势及节律⋯⋯⋯⋯⋯⋯⋯⋯⋯⋯⋯⋯⋯⋯⋯⋯⋯⋯⋯⋯
９．速度、程序及节律⋯⋯⋯⋯⋯⋯⋯⋯⋯⋯⋯⋯⋯⋯⋯⋯⋯⋯⋯⋯⋯⋯⋯⋯⋯⋯
１０．居住环境、技术趋势和非共同体化⋯⋯⋯⋯⋯⋯⋯⋯⋯⋯⋯⋯⋯⋯⋯⋯⋯⋯⋯
１１．从神话文字到确正文字，速度与思维⋯⋯⋯⋯⋯⋯⋯⋯⋯⋯⋯⋯⋯⋯⋯⋯⋯⋯
１２．新的偏差⋯⋯⋯⋯⋯⋯⋯⋯⋯⋯⋯⋯⋯⋯⋯⋯⋯⋯⋯⋯⋯⋯⋯⋯⋯⋯⋯⋯⋯⋯

Page 2



《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第三章　记忆的工业化⋯⋯⋯⋯⋯⋯⋯⋯⋯⋯⋯⋯⋯⋯⋯⋯⋯⋯⋯⋯⋯⋯⋯⋯⋯⋯⋯⋯⋯
１．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
２．信息系统⋯⋯⋯⋯⋯⋯⋯⋯⋯⋯⋯⋯⋯⋯⋯⋯⋯⋯⋯⋯⋯⋯⋯⋯⋯⋯⋯⋯⋯⋯
３．信息网络⋯⋯⋯⋯⋯⋯⋯⋯⋯⋯⋯⋯⋯⋯⋯⋯⋯⋯⋯⋯⋯⋯⋯⋯⋯⋯⋯⋯⋯⋯
４．网络、权力与知识⋯⋯⋯⋯⋯⋯⋯⋯⋯⋯⋯⋯⋯⋯⋯⋯⋯⋯⋯⋯⋯⋯⋯⋯⋯⋯
５．信息与文字⋯⋯⋯⋯⋯⋯⋯⋯⋯⋯⋯⋯⋯⋯⋯⋯⋯⋯⋯⋯⋯⋯⋯⋯⋯⋯⋯⋯⋯
６．模拟—数字仪器⋯⋯⋯⋯⋯⋯⋯⋯⋯⋯⋯⋯⋯⋯⋯⋯⋯⋯⋯⋯⋯⋯⋯⋯⋯⋯⋯
７．事件化⋯⋯⋯⋯⋯⋯⋯⋯⋯⋯⋯⋯⋯⋯⋯⋯⋯⋯⋯⋯⋯⋯⋯⋯⋯⋯⋯⋯⋯⋯⋯
８．“实时”、事件与历史⋯⋯⋯⋯⋯⋯⋯⋯⋯⋯⋯⋯⋯⋯⋯⋯⋯⋯⋯⋯⋯⋯⋯⋯
９．实时与政治⋯⋯⋯⋯⋯⋯⋯⋯⋯⋯⋯⋯⋯⋯⋯⋯⋯⋯⋯⋯⋯⋯⋯⋯⋯⋯⋯⋯⋯
１０．载体、复制、处理及存档⋯⋯⋯⋯⋯⋯⋯⋯⋯⋯⋯⋯⋯⋯⋯⋯⋯⋯⋯⋯⋯⋯⋯
１１．非共同体化⋯⋯⋯⋯⋯⋯⋯⋯⋯⋯⋯⋯⋯⋯⋯⋯⋯⋯⋯⋯⋯⋯⋯⋯⋯⋯⋯⋯⋯
１２．信息与知识⋯⋯⋯⋯⋯⋯⋯⋯⋯⋯⋯⋯⋯⋯⋯⋯⋯⋯⋯⋯⋯⋯⋯⋯⋯⋯⋯⋯⋯
１３．速度、紧迫性及风险⋯⋯⋯⋯⋯⋯⋯⋯⋯⋯⋯⋯⋯⋯⋯⋯⋯⋯⋯⋯⋯⋯⋯⋯⋯
１４．记忆与政治⋯⋯⋯⋯⋯⋯⋯⋯⋯⋯⋯⋯⋯⋯⋯⋯⋯⋯⋯⋯⋯⋯⋯⋯⋯⋯⋯⋯⋯
１５．生物综合，做就是说⋯⋯⋯⋯⋯⋯⋯⋯⋯⋯⋯⋯⋯⋯⋯⋯⋯⋯⋯⋯⋯⋯⋯⋯⋯
１６．“认识”科学⋯⋯⋯⋯⋯⋯⋯⋯⋯⋯⋯⋯⋯⋯⋯⋯⋯⋯⋯⋯⋯⋯⋯⋯⋯⋯⋯⋯
１７．相关差异同一性的问题：谁编程什么？⋯⋯⋯⋯⋯⋯⋯⋯⋯⋯⋯⋯⋯⋯⋯⋯⋯
第四章　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１．意向性、图像意识和“认识”有限性⋯⋯⋯⋯⋯⋯⋯⋯⋯⋯⋯⋯⋯⋯⋯⋯⋯⋯
２．《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座》源于《逻辑研究》⋯⋯⋯⋯⋯⋯⋯⋯⋯⋯⋯⋯
３．时间物体的现象学分析和向内在时间意识过渡的内在性的发现⋯⋯⋯⋯⋯⋯⋯
４．原初联想、助产术与爱比米修斯原则⋯⋯⋯⋯⋯⋯⋯⋯⋯⋯⋯⋯⋯⋯⋯⋯⋯⋯
５．流体力学和流程动力学，声音个体化及空间比喻⋯⋯⋯⋯⋯⋯⋯⋯⋯⋯⋯⋯⋯
６．过渡、漩涡与调转方向⋯⋯⋯⋯⋯⋯⋯⋯⋯⋯⋯⋯⋯⋯⋯⋯⋯⋯⋯⋯⋯⋯⋯⋯
７．遗产⋯⋯⋯⋯⋯⋯⋯⋯⋯⋯⋯⋯⋯⋯⋯⋯⋯⋯⋯⋯⋯⋯⋯⋯⋯⋯⋯⋯⋯⋯⋯⋯
８．图灵机器关联物的回声⋯⋯⋯⋯⋯⋯⋯⋯⋯⋯⋯⋯⋯⋯⋯⋯⋯⋯⋯⋯⋯⋯⋯⋯
９．可见的时钟之时刻⋯⋯⋯⋯⋯⋯⋯⋯⋯⋯⋯⋯⋯⋯⋯⋯⋯⋯⋯⋯⋯⋯⋯⋯⋯⋯
１０．图像意识、记忆丧失及重新开始的自由⋯⋯⋯⋯⋯⋯⋯⋯⋯⋯⋯⋯⋯⋯⋯⋯⋯
１１．重新建构、留声机这种模拟的时间物体的指向和脚⋯⋯⋯⋯⋯⋯⋯⋯⋯⋯⋯⋯
１２．事件化，滞留切实的出错可能性⋯⋯⋯⋯⋯⋯⋯⋯⋯⋯⋯⋯⋯⋯⋯⋯⋯⋯⋯⋯
１３．脆弱与回溯，作为“我们”的“谁”的延迟可能性⋯⋯⋯⋯⋯⋯⋯⋯⋯⋯⋯⋯
１４．流程的剪接⋯⋯⋯⋯⋯⋯⋯⋯⋯⋯⋯⋯⋯⋯⋯⋯⋯⋯⋯⋯⋯⋯⋯⋯⋯⋯⋯⋯⋯
１５．历史、期待的回溯性及延迟的时间⋯⋯⋯⋯⋯⋯⋯⋯⋯⋯⋯⋯⋯⋯⋯⋯⋯⋯⋯
１６．体验流的初级记忆与第二记忆的统一性和非体验的第三记忆的曾经存在⋯⋯⋯
１７．现象学的困境⋯⋯⋯⋯⋯⋯⋯⋯⋯⋯⋯⋯⋯⋯⋯⋯⋯⋯⋯⋯⋯⋯⋯⋯⋯⋯⋯⋯
１８．《几何学起源》之几何的爱比米修斯原则⋯⋯⋯⋯⋯⋯⋯⋯⋯⋯⋯⋯⋯⋯⋯⋯
１９．技术的相关差⋯⋯⋯⋯⋯⋯⋯⋯⋯⋯⋯⋯⋯⋯⋯⋯⋯⋯⋯⋯⋯⋯⋯⋯⋯⋯⋯⋯
２０．程度工业的时间物体⋯⋯⋯⋯⋯⋯⋯⋯⋯⋯⋯⋯⋯⋯⋯⋯⋯⋯⋯⋯⋯⋯⋯⋯⋯
中法概念性词汇对照表⋯⋯⋯⋯⋯⋯⋯⋯⋯⋯⋯⋯⋯⋯⋯⋯⋯⋯⋯⋯⋯⋯⋯⋯⋯⋯⋯⋯⋯
中法人名对照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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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贝尔纳·斯蒂格勒（1952—  )　法国著名哲学家德里达的学生和好友。曾任巴黎国际哲学院教导主任
、宫片涅技术大学“技术认识、技术组织和技术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法国音像研究所副主任，曾指
导过应用于文本、图像和声音的数字技术领域的多项研究。他的哲学著作《技术与时间》系作者在德
里达指导下，积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学成果而成的博士论文，被认为是20世纪末法国哲学界最有影响力
的著作之一。作者本人也因此成为引人注目的哲学新星。
作为德里达的继承人，斯蒂格勒在技术命运的哲学分析领域开启了一个转折。
——戈里高利·沙东斯基
为了摆脱技术霸权，斯蒂格勒认为除了公共权力的积极介入外别无他法。如果让数字技术与其强大的
能力在社会化的进程中与金融资本主义携手，那就意味着向政治妥协。
——加布里埃尔·梅伦贝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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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拼写文字的时代⋯⋯⋯⋯⋯⋯⋯⋯⋯⋯⋯⋯⋯⋯⋯⋯⋯⋯⋯⋯⋯⋯⋯⋯⋯⋯⋯⋯
１．拼写、确正与照相⋯⋯⋯⋯⋯⋯⋯⋯⋯⋯⋯⋯⋯⋯⋯⋯⋯⋯⋯⋯⋯⋯⋯⋯⋯⋯
２．照片的确凿性衔接过去与现实⋯⋯⋯⋯⋯⋯⋯⋯⋯⋯⋯⋯⋯⋯⋯⋯⋯⋯⋯⋯⋯
３．作为照片的曾经在此的衔接⋯⋯⋯⋯⋯⋯⋯⋯⋯⋯⋯⋯⋯⋯⋯⋯⋯⋯⋯⋯⋯⋯
４．历史与自爱⋯⋯⋯⋯⋯⋯⋯⋯⋯⋯⋯⋯⋯⋯⋯⋯⋯⋯⋯⋯⋯⋯⋯⋯⋯⋯⋯⋯⋯
５．可见的时钟、延迟的镜子和客观的忧伤⋯⋯⋯⋯⋯⋯⋯⋯⋯⋯⋯⋯⋯⋯⋯⋯⋯
６．不可名状⋯⋯⋯⋯⋯⋯⋯⋯⋯⋯⋯⋯⋯⋯⋯⋯⋯⋯⋯⋯⋯⋯⋯⋯⋯⋯⋯⋯⋯⋯
７．精确性、不确凿性与相关差异⋯⋯⋯⋯⋯⋯⋯⋯⋯⋯⋯⋯⋯⋯⋯⋯⋯⋯⋯⋯⋯
８．《会面》，一切运动的不动的动力⋯⋯⋯⋯⋯⋯⋯⋯⋯⋯⋯⋯⋯⋯⋯⋯⋯⋯⋯
９．无人依托的过去的形象⋯⋯⋯⋯⋯⋯⋯⋯⋯⋯⋯⋯⋯⋯⋯⋯⋯⋯⋯⋯⋯⋯⋯⋯
１０．厄科与那喀索斯——不属于任何人的无人称属性⋯⋯⋯⋯⋯⋯⋯⋯⋯⋯⋯⋯⋯
１１．潘朵拉，镀镜和矫形的无知功能⋯⋯⋯⋯⋯⋯⋯⋯⋯⋯⋯⋯⋯⋯⋯⋯⋯⋯⋯⋯
１２．存在的代价、思维的奔忙、基督学及结晶学⋯⋯⋯⋯⋯⋯⋯⋯⋯⋯⋯⋯⋯⋯⋯
１３．西方的事故或补余的悖论⋯⋯⋯⋯⋯⋯⋯⋯⋯⋯⋯⋯⋯⋯⋯⋯⋯⋯⋯⋯⋯⋯⋯
１４．技术的思维及与未来的关系⋯⋯⋯⋯⋯⋯⋯⋯⋯⋯⋯⋯⋯⋯⋯⋯⋯⋯⋯⋯⋯⋯
１５．确正与真理⋯⋯⋯⋯⋯⋯⋯⋯⋯⋯⋯⋯⋯⋯⋯⋯⋯⋯⋯⋯⋯⋯⋯⋯⋯⋯⋯⋯⋯
１６．拼写的意向性⋯⋯⋯⋯⋯⋯⋯⋯⋯⋯⋯⋯⋯⋯⋯⋯⋯⋯⋯⋯⋯⋯⋯⋯⋯⋯⋯⋯
１７．确正，可重新活化与不可重新活化的条件⋯⋯⋯⋯⋯⋯⋯⋯⋯⋯⋯⋯⋯⋯⋯⋯
１８．拼写、共同体化及社会群体⋯⋯⋯⋯⋯⋯⋯⋯⋯⋯⋯⋯⋯⋯⋯⋯⋯⋯⋯⋯⋯⋯
１９．第三记忆，超越滞留有限性的不可能性条件及时间器具⋯⋯⋯⋯⋯⋯⋯⋯⋯⋯
２０．原始史时期的过渡⋯⋯⋯⋯⋯⋯⋯⋯⋯⋯⋯⋯⋯⋯⋯⋯⋯⋯⋯⋯⋯⋯⋯⋯⋯⋯
２１．天才与奇迹⋯⋯⋯⋯⋯⋯⋯⋯⋯⋯⋯⋯⋯⋯⋯⋯⋯⋯⋯⋯⋯⋯⋯⋯⋯⋯⋯⋯⋯
２２．诞生、孕育与科学⋯⋯⋯⋯⋯⋯⋯⋯⋯⋯⋯⋯⋯⋯⋯⋯⋯⋯⋯⋯⋯⋯⋯⋯⋯⋯
２３．辅助记忆的必要性⋯⋯⋯⋯⋯⋯⋯⋯⋯⋯⋯⋯⋯⋯⋯⋯⋯⋯⋯⋯⋯⋯⋯⋯⋯⋯
２４．论背景⋯⋯⋯⋯⋯⋯⋯⋯⋯⋯⋯⋯⋯⋯⋯⋯⋯⋯⋯⋯⋯⋯⋯⋯⋯⋯⋯⋯⋯⋯⋯
２５．拼写文字的准则与存在的历史⋯⋯⋯⋯⋯⋯⋯⋯⋯⋯⋯⋯⋯⋯⋯⋯⋯⋯⋯⋯⋯
２６．当今⋯⋯⋯⋯⋯⋯⋯⋯⋯⋯⋯⋯⋯⋯⋯⋯⋯⋯⋯⋯⋯⋯⋯⋯⋯⋯⋯⋯⋯⋯⋯⋯

第二章　迷惑的生成⋯⋯⋯⋯⋯⋯⋯⋯⋯⋯⋯⋯⋯⋯⋯⋯⋯⋯⋯⋯⋯⋯⋯⋯⋯⋯⋯⋯⋯⋯
１．滞留有限性及“什么”的动力⋯⋯⋯⋯⋯⋯⋯⋯⋯⋯⋯⋯⋯⋯⋯⋯⋯⋯⋯⋯⋯
２．种族进化、记忆载体及程序文字⋯⋯⋯⋯⋯⋯⋯⋯⋯⋯⋯⋯⋯⋯⋯⋯⋯⋯⋯⋯
３．时代与程序⋯⋯⋯⋯⋯⋯⋯⋯⋯⋯⋯⋯⋯⋯⋯⋯⋯⋯⋯⋯⋯⋯⋯⋯⋯⋯⋯⋯⋯
４．作为二次中断重复的选择：文码、同一性及差异性⋯⋯⋯⋯⋯⋯⋯⋯⋯⋯⋯⋯
５．“什么是在思维中定向？”——在已经在此中定向⋯⋯⋯⋯⋯⋯⋯⋯⋯⋯⋯⋯
６．程序与美学⋯⋯⋯⋯⋯⋯⋯⋯⋯⋯⋯⋯⋯⋯⋯⋯⋯⋯⋯⋯⋯⋯⋯⋯⋯⋯⋯⋯⋯
７．风格的标志与不确实性程序⋯⋯⋯⋯⋯⋯⋯⋯⋯⋯⋯⋯⋯⋯⋯⋯⋯⋯⋯⋯⋯⋯
８．对时空的钟爱、技术趋势及节律⋯⋯⋯⋯⋯⋯⋯⋯⋯⋯⋯⋯⋯⋯⋯⋯⋯⋯⋯⋯
９．速度、程序及节律⋯⋯⋯⋯⋯⋯⋯⋯⋯⋯⋯⋯⋯⋯⋯⋯⋯⋯⋯⋯⋯⋯⋯⋯⋯⋯
１０．居住环境、技术趋势和非共同体化⋯⋯⋯⋯⋯⋯⋯⋯⋯⋯⋯⋯⋯⋯⋯⋯⋯⋯⋯
１１．从神话文字到确正文字，速度与思维⋯⋯⋯⋯⋯⋯⋯⋯⋯⋯⋯⋯⋯⋯⋯⋯⋯⋯
１２．新的偏差⋯⋯⋯⋯⋯⋯⋯⋯⋯⋯⋯⋯⋯⋯⋯⋯⋯⋯⋯⋯⋯⋯⋯⋯⋯⋯⋯⋯⋯⋯

第三章　记忆的工业化⋯⋯⋯⋯⋯⋯⋯⋯⋯⋯⋯⋯⋯⋯⋯⋯⋯⋯⋯⋯⋯⋯⋯⋯⋯⋯⋯⋯⋯
１．滞留有限性的工业综合⋯⋯⋯⋯⋯⋯⋯⋯⋯⋯⋯⋯⋯⋯⋯⋯⋯⋯⋯⋯⋯⋯⋯⋯
２．信息系统⋯⋯⋯⋯⋯⋯⋯⋯⋯⋯⋯⋯⋯⋯⋯⋯⋯⋯⋯⋯⋯⋯⋯⋯⋯⋯⋯⋯⋯⋯
３．信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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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网络、权力与知识⋯⋯⋯⋯⋯⋯⋯⋯⋯⋯⋯⋯⋯⋯⋯⋯⋯⋯⋯⋯⋯⋯⋯⋯⋯⋯
５．信息与文字⋯⋯⋯⋯⋯⋯⋯⋯⋯⋯⋯⋯⋯⋯⋯⋯⋯⋯⋯⋯⋯⋯⋯⋯⋯⋯⋯⋯⋯
６．模拟—数字仪器⋯⋯⋯⋯⋯⋯⋯⋯⋯⋯⋯⋯⋯⋯⋯⋯⋯⋯⋯⋯⋯⋯⋯⋯⋯⋯⋯
７．事件化⋯⋯⋯⋯⋯⋯⋯⋯⋯⋯⋯⋯⋯⋯⋯⋯⋯⋯⋯⋯⋯⋯⋯⋯⋯⋯⋯⋯⋯⋯⋯
８．“实时”、事件与历史⋯⋯⋯⋯⋯⋯⋯⋯⋯⋯⋯⋯⋯⋯⋯⋯⋯⋯⋯⋯⋯⋯⋯⋯
９．实时与政治⋯⋯⋯⋯⋯⋯⋯⋯⋯⋯⋯⋯⋯⋯⋯⋯⋯⋯⋯⋯⋯⋯⋯⋯⋯⋯⋯⋯⋯
１０．载体、复制、处理及存档⋯⋯⋯⋯⋯⋯⋯⋯⋯⋯⋯⋯⋯⋯⋯⋯⋯⋯⋯⋯⋯⋯⋯
１１．非共同体化⋯⋯⋯⋯⋯⋯⋯⋯⋯⋯⋯⋯⋯⋯⋯⋯⋯⋯⋯⋯⋯⋯⋯⋯⋯⋯⋯⋯⋯
１２．信息与知识⋯⋯⋯⋯⋯⋯⋯⋯⋯⋯⋯⋯⋯⋯⋯⋯⋯⋯⋯⋯⋯⋯⋯⋯⋯⋯⋯⋯⋯
１３．速度、紧迫性及风险⋯⋯⋯⋯⋯⋯⋯⋯⋯⋯⋯⋯⋯⋯⋯⋯⋯⋯⋯⋯⋯⋯⋯⋯⋯
１４．记忆与政治⋯⋯⋯⋯⋯⋯⋯⋯⋯⋯⋯⋯⋯⋯⋯⋯⋯⋯⋯⋯⋯⋯⋯⋯⋯⋯⋯⋯⋯
１５．生物综合，做就是说⋯⋯⋯⋯⋯⋯⋯⋯⋯⋯⋯⋯⋯⋯⋯⋯⋯⋯⋯⋯⋯⋯⋯⋯⋯
１６．“认识”科学⋯⋯⋯⋯⋯⋯⋯⋯⋯⋯⋯⋯⋯⋯⋯⋯⋯⋯⋯⋯⋯⋯⋯⋯⋯⋯⋯⋯
１７．相关差异同一性的问题：谁编程什么？⋯⋯⋯⋯⋯⋯⋯⋯⋯⋯⋯⋯⋯⋯⋯⋯⋯

第四章　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
１．意向性、图像意识和“认识”有限性⋯⋯⋯⋯⋯⋯⋯⋯⋯⋯⋯⋯⋯⋯⋯⋯⋯⋯
２．《内在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讲座》源于《逻辑研究》⋯⋯⋯⋯⋯⋯⋯⋯⋯⋯⋯⋯
３．时间物体的现象学分析和向内在时间意识过渡的内在性的发现⋯⋯⋯⋯⋯⋯⋯
４．原初联想、助产术与爱比米修斯原则⋯⋯⋯⋯⋯⋯⋯⋯⋯⋯⋯⋯⋯⋯⋯⋯⋯⋯
５．流体力学和流程动力学，声音个体化及空间比喻⋯⋯⋯⋯⋯⋯⋯⋯⋯⋯⋯⋯⋯
６．过渡、漩涡与调转方向⋯⋯⋯⋯⋯⋯⋯⋯⋯⋯⋯⋯⋯⋯⋯⋯⋯⋯⋯⋯⋯⋯⋯⋯
７．遗产⋯⋯⋯⋯⋯⋯⋯⋯⋯⋯⋯⋯⋯⋯⋯⋯⋯⋯⋯⋯⋯⋯⋯⋯⋯⋯⋯⋯⋯⋯⋯⋯
８．图灵机器关联物的回声⋯⋯⋯⋯⋯⋯⋯⋯⋯⋯⋯⋯⋯⋯⋯⋯⋯⋯⋯⋯⋯⋯⋯⋯
９．可见的时钟之时刻⋯⋯⋯⋯⋯⋯⋯⋯⋯⋯⋯⋯⋯⋯⋯⋯⋯⋯⋯⋯⋯⋯⋯⋯⋯⋯
１０．图像意识、记忆丧失及重新开始的自由⋯⋯⋯⋯⋯⋯⋯⋯⋯⋯⋯⋯⋯⋯⋯⋯⋯
１１．重新建构、留声机这种模拟的时间物体的指向和脚⋯⋯⋯⋯⋯⋯⋯⋯⋯⋯⋯⋯
１２．事件化，滞留切实的出错可能性⋯⋯⋯⋯⋯⋯⋯⋯⋯⋯⋯⋯⋯⋯⋯⋯⋯⋯⋯⋯
１３．脆弱与回溯，作为“我们”的“谁”的延迟可能性⋯⋯⋯⋯⋯⋯⋯⋯⋯⋯⋯⋯
１４．流程的剪接⋯⋯⋯⋯⋯⋯⋯⋯⋯⋯⋯⋯⋯⋯⋯⋯⋯⋯⋯⋯⋯⋯⋯⋯⋯⋯⋯⋯⋯
１５．历史、期待的回溯性及延迟的时间⋯⋯⋯⋯⋯⋯⋯⋯⋯⋯⋯⋯⋯⋯⋯⋯⋯⋯⋯
１６．体验流的初级记忆与第二记忆的统一性和非体验的第三记忆的曾经存在⋯⋯⋯
１７．现象学的困境⋯⋯⋯⋯⋯⋯⋯⋯⋯⋯⋯⋯⋯⋯⋯⋯⋯⋯⋯⋯⋯⋯⋯⋯⋯⋯⋯⋯
１８．《几何学起源》之几何的爱比米修斯原则⋯⋯⋯⋯⋯⋯⋯⋯⋯⋯⋯⋯⋯⋯⋯⋯
１９．技术的相关差⋯⋯⋯⋯⋯⋯⋯⋯⋯⋯⋯⋯⋯⋯⋯⋯⋯⋯⋯⋯⋯⋯⋯⋯⋯⋯⋯⋯
２０．程度工业的时间物体⋯⋯⋯⋯⋯⋯⋯⋯⋯⋯⋯⋯⋯⋯⋯⋯⋯⋯⋯⋯⋯⋯⋯⋯⋯

中法概念性词汇对照表⋯⋯⋯⋯⋯⋯⋯⋯⋯⋯⋯⋯⋯⋯⋯⋯⋯⋯⋯⋯⋯⋯⋯⋯⋯⋯⋯⋯⋯
中法人名对照表⋯⋯⋯⋯⋯⋯⋯⋯⋯⋯⋯⋯⋯⋯⋯⋯⋯⋯⋯⋯⋯⋯⋯⋯⋯⋯⋯⋯⋯⋯⋯⋯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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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拼写文字的时代　　5.可见的时钟、延迟的镜子和客观的忧伤　　相机是可见的，更恰
当地说是可重见的时钟，它拍出的图像也是一面面镜子。这些载体是我的意象（imago）的界面与表
面，是延迟地辐射的分光图谱和延迟的镜子。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论，钟表（即“什么”，度量时
间的技术仪器）将我们指向它处（指向“谁”和终结）。然而这里的技术仪器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在
其中构成了现象，即时间。更贴切地说，没有偶然性就没有时间性。时问构成于技术性中，或者作为
技术性而构成，而技术性又是本质上的偶然性。读巴尔特的书让我们领悟到通达已经在此的技术条件
为何能够决定超前的可能性。技术（tekhne）给予了时间。正是在与上述分析相近的意义上，我们在
后面把音位学文字理解为拼写技术，只是又根据音位学文字的技术特性而作了调整。　　照片中透着
一种交织着时间与技术的客观的忧伤，观看的历史也一贯如此——这些观看只能形成于折射时空的仪
器与技术的表面，因为相关差异既是时间的又是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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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编辑推荐

　　本书是“人文与社会译丛”之一，全书共分4个章节，从现代技术发展的角度，对人类之本提出
了新的见解。具体内容包括拼写文字的时代、迷惑的生成、记忆的工业化、时间物体和滞留有限性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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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精彩短评

1、个人认为，在所有我看过的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书目当中，这本书的翻译是最差的。
2、品相不错。我是买了第一本后，因为没有读懂第一部，准备结合这本一起读的
3、是值得收藏的书，是一个很好的系列作品，
4、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虽然深刻地揭示了生活中想说又说不出的矛盾，却总给人一种虚无感，不能给
人许多面对现实的勇气。不过人也没有畏缩的权利，既然后现代已经到来，我们也只能在悲剧性的勇
士和懦夫之间选择。
5、一套一买的，喜欢的还是把三本都买下来吧~
6、这个系列值得一读
7、基本上是对于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的一点点观点的阐述
8、作者在这一卷中延续第一卷的思路，即强调技术的助产术作用和人性的后种系生成特征，并且进
入当代技术的领域，探讨了记忆的工业化所导致的背景解体的问题，像福柯一样预言人将死去，颇具
现实关怀。而本书在技术现象学论理方面的突破主要有两点表现：其一是详细展开了第一部中出现的
“确正”概念，指出可重复的同一性恰恰是求新求变的差异性的必要前提，从而再次论证了拼写文字
的独特之处；其二是深入分析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及其缺陷，创造性地提出埃多斯恰恰存在于
被胡塞尔忽视的、代具性的第三滞留之中，顺带以之为中介，打破了第一和第二滞留间的界限，从而
更好地将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奠基于时间性、尤其是此在的滞留有限性之中。
9、了解了迷失，或许才有澄明的可能
只有深刻的认识不确定性，才能在无限可能中有所创造

感谢翻译家的工作让我们这些不懂外文的人了解这些新思维
但这本东西的翻译确实也太费劲了
10、经典，德里达弟子的现象学技术哲思，希望继续出完。
11、技术诶，感觉是个能毁灭人类的词
12、看了前三章，觉得尚可，因为稍有些认知心理学的基础，对第四章这种心理现象学实在是不感兴
趣，尽信书不如无书，一直奉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精神。
13、[潘多拉，镀镜和矫形的无知功能]
14、很多唬人概念，说了很简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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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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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

章节试读

1、《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的笔记-1章25节

        书写符号拥有一种使背景解体的力量——德里达由于陈述背景消失了，在阅读中需要（重）建背
景，这就导致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晦涩不清，尽管文章似乎不那么费解了，但对其含义之理解的多样性
却成比例地增加，于是产生了有别于以往之诠释的可能性⋯⋯从（这种拼写文字的特性，批注）中产
生了读者本身即“谁”的文本性。技术和记忆（或者说déjà-là）又有何关系呢？当他（“谁”，批
注）在不同的背景中阅读或重读同一段文字而找不到同一性时，恰恰是他自身的同一性陷入了危机⋯
⋯因为他发现自己便是文本（“这里指的不仅是语言文本，，因为这个文本是用来编织记忆的所有材
料”），是过去的陈述材料，是“他自己的"，他所亲身经历的，也是他继承的、必须不停地做出解释
的已经在此（déjà-là）⋯⋯这便是公民性形成之时⋯⋯并将其特殊性的未来置于共同体中。结论来
了：怀疑并非来自精神意图（我们无法决定去怀疑，这种决定不是我们能做的；要么只能是假装怀疑
——这的确是个难题），而是来自技术的质疑。照这么说密集使用文字技术的人（编辑、记者、小说
家、学者，just to name a few）患同一性缺失症的比例更高咯？强调现代记忆具有工业综合（包括文字
、时钟、媒体）的面向，这种学术姿态是可取的，但会不会高估技术的作用，从而忽略了观念养成和
传播的影响？如今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要找到一个活生生的舞台来检验理论并不难。
在一场以女性主义写作为主题的公开座谈会上，三位女性主讲人由英国小说家、中国作家和某名牌大
学教授组成。英国小说家认为，写作就是不断与过去的自我遭遇，褪去旧我、创造新我的过程。中国
作家采取一种策略：对英国同行的发言不做回应，仅仅陈述自己的写作体验。在她看来，写作更像是
对现实的再造，这种再造的最大特点是诗性隐喻（大概是这个意思，原话更平实）。可以推测，她并
不熟悉关于自我、主体性、女性主义的西方概念和理论。至于那位学者，她的学术和职业背景来自西
方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权活动，显然她完全没有理解障碍。如果说英国小说家和国内小说家是在鸡同鸭
讲，她就相当于由小鸡抚养长大的鸭子，因此她必须通过自己的认知努力将异种的概念散播到本地的
土壤上。这样一来，她的发言成了三人中最make sense的，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惜的是她没能hold住整
场讨论的走向，最后座谈会以女权主义鼓动的闹剧告终。
撇开话语和意识的区别不谈，哲学层面的同一性缺失或者说“相关差异同一性原则”在落实到心理甚
至神经层面的现象之前，还必须解决很多问题。首先，我们不可忽略指导文字技术的使用手则。这段
插曲告诉我们，写作实践背后还有某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写作理论，这种理论在指导写作的同时也必
然对作者和读者的记忆和体验产生影响。简而言之，在构成我们存在外延的社会符号体系中，除了器
具化的生存环境外，还包括无数个概念群岛。这些心理语言现象中有些与我们使用的电冰箱、智能手
机、地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另一些在人类作为族群在原初的共同体生活中形成，代代相传而来。
它们使我们设计出可爱逼真的Talking Tom（anthropomophism），也产生技术与伦理的危机，在代孕
、堕胎、克隆等问题上僵持不下（nature/nurture）。
anyway，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还没看，期待有惊喜。

2、《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的笔记-第62页

        由于（象形文字）的能指既不完善又很粗糙，它不可能完整地再现、描述、传达某个具体的情形
，而只能提取实物和基本内容⋯⋯走-山-买-面包-女人只是一个过于具体的示意图，其中唯一不容质
疑的信息是走、山、买、面包及女人。但谁在走？谁在买？发生在什么时候？⋯⋯女人是像面包那样
的购买对象，还是面包的收货人或制作人？这便是楔形文字为何且何以在其初期——即象形阶段——
只是也只能是记忆辅助。这段文字引自让.博泰罗的《美索不达米亚》（1987），本书作者认为博泰罗
对“记忆辅助”可能引发的更为复杂的认知结果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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