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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世界》

前言

退而结网者言—— 主编的话余纪学术的精进，同政治的昌明、国防的稳固、经济的繁荣、民生的安乐
一样，都是历朝盛世的标志。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观察，可以看作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之间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和谐共振，既相互协调，又相互促进，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满足了上
述条件的社会形态，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说，大约就可以称之为太平盛世了。然而上述标志盛世的诸
般条件中，学术一条却有相对的独立性，因为，我们不难从历史上找出社会动荡而学术繁荣的特例，
如春秋战国；但是，这种独立性却又只能是相对的，因为，你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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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世界》

内容概要

《看得见的世界：电影中的哲学问题》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写法，可谓别开生面，同时又凸显着
作者一贯的问题意识。借用电影作品来操练某种理论方法的“文本读解”是很常见的，例如用精神分
析学、女权主义方法从影片中“阐释”出种种晦涩的深层意义。《看得见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学
术旨趣。它不是时髦的理论方法的演练，而是借助《大话西游》等有趣的电影作品，来讨论六个传统
的、重要的哲学问题。因此，这本书不是把电影作品阐释得更加晦涩难懂，而是使知识论、伦理学中
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概念通过电影而变得亲切可感。就像该书的标题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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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世界》

作者简介

黎萌，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艺术哲学、电影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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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世界》

书籍目录

第一编  世界与知识　第一章　寻找可靠的知识：《黑客帝国》三部曲    一、怀疑论    二、柏拉图的“
洞穴”：对怀疑论的误解    三、笛卡儿的怀疑方法    四、墨菲斯：笛卡儿问题的显现    五、休谟的红
色药丸：“自我”的真相    六、反击怀疑论：“矩阵”与贝克莱的上帝    七、康德的转向：不能不如
此的世界    八、怀疑论的意义　第二章　真理的性质：《罗生门》    一、从“苏卡尔事件”到普罗泰
戈拉的门徒  　二、相对主义　  三、树林中发生了什么　　四、兔子还是鸭子　　五、不同视角之下
的世界　　六、意见分歧的来源　　七、怎么都行第二编  心灵与自我　第三章　走不出的房子和路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的唯我论实验    一、唯我论    二、电影中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    
三、被“叙述”的是什么    四、可能的解释    五、唯我论的世界　第四章　“自我”的根据：《大话
西游》与《东邪西毒》　  一、自我与人格同一性问题　  二、孙悟空“同于”至尊宝？从“来生”说
起　  三、忒休斯之舟    　四、慕容嫣是谁，慕容燕是谁　  五、“猪八戒”成为“青霞”了吗  　六、
自我：身体、心灵还是灵魂　  七、醉生梦死之酒：记忆之链与自我第三编　道德责任与意志自由　
第五章　道德判断与道德要求：《楢山节考》　第六章　自由意志与决定论：《少数派报告》与《罗
拉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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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见的世界》

章节摘录

一、哲学问题时常有人说，哲学是极端深奥晦涩的学问，它总是去探究一些极度抽象的、现实生活脱
节的问题。这是一种误解。对于“什么是哲学”，不同的哲学家可能有非常不同的回答；但对于哪些
问题属于哲学的问题，学者们往往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哲学一直致力于探究的，是我们的生活世界
中最基本的问题，例如，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是醒着？我们应当怎么行动
？什么是自由的行动？等等。之所以说这些问题是“最基本的”，是因为，当我们需要为自己的思考
和行动确立一个理论框架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首先要追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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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原本从事电影研究，后来涉足哲学专业，电影和哲学都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我的兴趣。在考虑一些哲
学问题时，我常常会想到电影的例子，并发现它们对思考甚有帮助。从2004年开始，我选择了一些重
要的哲学问题以及适于探讨它们的电影，陆陆续续地写了些笔记。这一方面是为了帮助自己清理思想
，一方面也是为以后的教学做准备——我一直相信，不管对于电影专业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借助电
影来讨论哲学都是有吸引力的、有益的。至少，当一个哲学问题被呈现在银幕之上的时候，学生们往
往会比在书本上接触它时更容易产生探究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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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原本从事电影研究，后来涉足哲学专业，电影和哲学都自然而然地吸引着我的兴趣。在考虑一些哲
学问题时，我常常会想到电影的例子，并发现它们对思考甚有帮助。从2004年开始，我选择了一些重
要的哲学问题以及适于探讨它们的电影，陆陆续续地写了些笔记。这一方面是为了帮助自己清理思想
，一方面也是为以后的教学做准备——我一直相信，不管对于电影专业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借助电
影来讨论哲学都是有吸引力的、有益的。至少，当一个哲学问题被呈现在银幕之上的时候，学生们往
往会比在书本上接触它时更容易产生探究的兴趣。这样写就的笔记累积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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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的哲学启蒙读物 
2、大话西游那一章写的可好了
3、容易看下去就很好...
4、还不错！对每个故事都有评述，但感觉没自己想象那么好！
5、可以到这样，真的非常好，很大的惊喜。
6、这种书就是解惑用的！
7、书的品相很好！
8、那时候对什么都只是单纯的好奇，所以也便热爱！
9、很值得看
10、感觉有些过分的套用哲学了。
11、跟杂耍一样。
12、给黎萌同学捧场！！！波哈喔，波哈喔
最近本就想再好好琢磨下matrix，拿到黎萌同学给小张的赠书，发现，黎萌同学已经做了很深刻的研
究，很是佩服哦。粗看了目录和第一篇，很不错，向全世界最酷的黎萌同学致敬
13、【主评】以电影情节为例的形而上学导论教材，算是有趣，但是术语引入突兀【装帧】封面的色
调太不鲜明；“影”上的那些小字很难看清，内容流于空泛
14、顶
15、为期末考试刷了一遍，结果考了动画片，= =
16、哲学上的挖掘挺到位
17、很多东西还是无语吧~~~尤其是自由意志
18、书里的内容还不错，可惜收到书的时候书有股发霉的味道，而且书全部折了，有点伤心！
19、挺浅的案例解读。和作者的分析传统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20、基于电影文本的部分哲学观点分析
21、不错
22、哲学原来可以很简单
23、太一般了，哲学不哲学，电影不电影。
24、只是以电影作为引子来探讨形而上学问题，大段大段的学术论证破坏了电影带给我们的艺术美感
。学术黑话太多，学究气息太浓，味同嚼蜡。除个别章节，大部分内容相当于教材，趣味性和文学性
都太少。（两星半）我的哲学电影随笔，比他写得好多了。
25、很通识的哲学普及读物，开篇《黑客帝国》写得最好，《大话西游》和《楢山节考》写得也不错
的。《黑客帝国》可能是得到了齐泽克的加持....不过它本身就是一部史诗性神作了。
26、比我想象中深刻很多啊......
27、两本书之前在图书馆读过 现在买回来再读一遍 很有感触。
28、图
29、深入浅出，例子也很合适。
30、不好玩
31、适合民哲
32、对于不太懂哲学的人是个很好的入门，易读，又不会过于浅显
33、喜欢电影，喜欢哲学，《电影哲学》我自然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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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看得见的世界》的笔记-第29页

        不能单凭一个知觉本身来判断它是不是真实的。一个知觉是真还是假，只有把它放到那个个体的
意识流中，参照它之前和之后的其他知觉才能确定下来。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很难在梦中
分辨自己正在体验到的那些知觉是不是真实的。单凭梦中感受到的知觉本身，我们无法判断是自己醒
着还是在做梦。而事后醒来时，当知觉中突然出现了断裂，我们就很容易根据醒来之后的经验把梦中
经验识别为不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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