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7 期 自 然 辩 证 法 研 究  VoL34，No.7

2 0 1 8 年 7 月 S tudies in  D ia lec tics of N ature  Jul. ,2018

文 章 编 号 ：l 〇〇〇 - 8 9 3 4 ( 2 0 1 8 ) 0 7  - 0 0 9 0  - 0 6

约瑟夫•劳斯的身体观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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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如 今 ,认 知 科 学 哲 学 与 具 身 性 思 想 研 究 曰 趋 紧 密 ，而 作 为 科 学 实 践 哲 学 的 另 一 路 径 —— 科 学 实 践 解 释 学 ， 

虽 旨 在 规 范 地 理 解 作 为 实 践 的 科 学 ，却 并 未 涌 现 具 身 性 的 相 关 讨 论 。 事 实 上 ，科 学 实 践 解 释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约 瑟 夫 • 

劳 斯 已 经 拥 有 了 具 身 思 想 的 萌 芽 。他 意 识 到 海 德 格 尔 思 想 中 隐 含 的 身 体 哲 学 思 想 ，借 鉴 了 德 雷 福 斯 的 技 能 获 得 模  

型 ，着 重 论 述 过 福 柯 的 “身 体 的 政 治 解 剖 学 ”，也 多 次 提 及 希 伦 的 知 觉 解 释 学 。 本 文 将 从 这 些 方 面 入 手 ，剖 析 劳 斯 对  

于 具 身 的 态 度 ，以 及 其 科 学 实 践 解 释 学 思 想 中 隐 含 的 具 身 意 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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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弓I 言

近 年 来 ，现象学中的具身性思想与认知科学哲 

学进路紧密结合，的 确 ，认 知 与 身 体 活 动 相 关 ，而各 

种 的 实 践 活 动 更是具有身体依赖性, 那为什么科学 

实 践 哲 学 的 另 外 两 条 路 径 （科 学 实 践 解 释 学 进 路 、 

新实验主义进路）却几乎未有与之相关的具身性问 

题探讨呢？是 已 经 有 所 提 及 只 是 尚 未 引 起 注 意 ，还 

是 真 的 被 忽 略 掉 无 人 问 津 ，亦 或 是 没 有 探 讨 的 必  

要 ？带着这样的不解，笔者试图首先回归到科学实 

践解释学家的著作文本中，去找寻与具身性有关的 

细节及问题的答案。

其 实 ，科学实践解释学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劳 

斯 （Joseph  R o u se ) 并 未 完 全 忽 略 有 关 具 身 的 思 想 。 

他理解了马丁 •海德格尔（德 语 : M artin  H eid egg e r) 

思想中隐含的身体哲学思想, 借鉴了休伯特•德雷 

福 斯 （H ubert D rey fu s) 的技能获得模型，着重论述过 

米 歇 尔 • 福 柯 （M ichel F o u cau lt) 的 “身 体 的政治解 

剖学”，也 多 次 讨 论 过 希 伦 （H e e la n , P . A . ) 的知觉 

解 释 学 。可 见 ，他 已 经 意 识 到 ，每 一 个 知 觉 实 践 都

体 现 了 身 体 的 某 种 意 向 可 能 性 。科 学 实 践 无 疑 是  

具 身 的 , 从 具 身 的 视 角 探 讨 实 践 无 疑 是 有 意 义 的 。 

然 而 ，实践的具身方面研究显然不是劳斯工作的重 

点 。劳 斯 的 科 学 实践哲学包含多少具身意蕴、他的 

实 践 思 想 与 具 身 的 关 系 以 及 他 对 具 身 的 态 度 究 竟  

如何？在此笔者做如下简单的探讨。

二 、区 别 于 海 德 格 尔 :从 去 “情 境 化 ” 

到 在 “情 境 中 ”

1 . 海德格尔 对用具去"情境化”的阐发

在 《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探讨了那个著名 

的锤子问题，指出“对 锤 子 这 物 越 少 瞠 目 凝 视 ，用它 

用 的 越 起 劲 ，对 它 的 关 系 也 就 变 得 越 源 始 ，它也就 

越发 昭 然 若 揭 地 作 为 它 所 是 的 东 西 来 照 面 , 作为用 

具 来 照 面 。锤 本 身揭示了锤子特有的‘称 手 ’，我们 

称用具的这种存在方式为上手状态。” m81在这段话 

中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两 个 层 次 。首 先 ，一 切 用 具 都 是  

相称于人体的设计。锤 子 就 是 模 仿 手 握 拳 的 姿 态 , 

以 及 其 工 作 性 状 和 原 理 而 制 造 的 。 以此来增 强 手  

的 力度，使之更 用 力 地 捶 打 。其 次 ，在 捶 打 中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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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需 在 意 捶 打 的 具 体 过 程 ，而 是 去 关 注 捶 打 的 效  

果 。仿 佛 锤 子 已 经 成 了 我 们 手 臂 的 一 部 分 ,我 们 不  

用 去特殊注意锤子本身，就 能 自 如 地 挥 动 它 。这就 

是海德格尔所谓的 锤 子 在 手 头 的 功 效 性 ，即上手状 

态 。只有当工具与身体不相称时，工具才会从隐没 

状态中显现。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关于工具上手状 

态 等 论 述 ，的确 隐 含 着 某 种 身 体 哲 学 的 思 想 。但对 

此 ，劳斯却有不同的看法。

2 . 劳斯对用具在“情境中”的观照

在劳斯看来，海德格尔通过“上手状态”等论述，强 

化了这样一种主张，即:科学研究涉及的是对现成在手 

对象的去情境化的“观看”。首 先 ，就像刚才锤子的例 

子一般, 海德格尔论述，如果用具恰当地发挥作用，那 

么它就会从明确的思考中隐退。这种海德格尔所谓的 

去情境化,在劳斯看来可以更恰当地表述为标准化。 

事实并非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也不应该如此强调。 

劳斯指出我们在科学中所处理的对象恰恰是我们关 

注的主题。我们的目标是发现它们是什么以及如何, 

而不是利用它们存在的目的。”[2]77其次,在海德格尔看 

来 ，对于每一上手用具而言，不仅用具的性质在使用中 

隐没，其位置也变得无关紧要。但对劳斯而言,在我们 

日常与事物的实践性打交道中，位置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若事物的位置消失了，事物对位置的所属关 

系也将随之消失。

据 此 ，劳斯虽然把海德格尔奉为他科学实践哲 

学的直接 先 驱 , 却没有原封不动地照搬海德格尔的 

观 点 ，而仅仅是把实 践 解 释 学 归 功 于 他 。在劳斯看 

来 ，海 德 格 尔 之 所 以 以 去 “情 境 化 ”的 视 角 看 待 科  

学 ，是因为他没有对科学研究的真实实践做细致的 

考 察 ，仍 然 非 批 判 性 地 继 承 了 理 论 优 位 的 传 统 偏  

见 。劳 斯 论 述 说 , 是 角 色 、实 践 、用具等构成的情境 

或者说关系综合体，引 导 着 我 们 的 行 动 。在解释学 

的意义上，关 系 情 境 比 事 物 本 身 还 要 重 要 。我们可 

以回到刚刚讨论的锤子的例子上。在 劳 斯 看 来 ，如 

果 离 开 塑 造 ，任 何 东 西 、不 管 它 具 有 怎 样 的 物 理 特  

性 ，都不可能成为锤子。

三 、借 鉴 于 德 雷 福 斯 :从 主 体 优 先 到  

对 关 系 综 合 体 的 强 调

1 . 德雷福斯对身体实践意义的强调

在 《涉入科学》中可以发现，劳斯对于身体的实

践 意 义 是 有 所 发 现 的 。他 对 实 践 的 说 明 主 要 借 鉴  

了德雷 福 斯 的 观 点 ，指 出 “确 立 和 延 伸 实 验 室 实 践  

和 成 就 所 需 要 的 训 练 包 括 习 惯 性 的 实 践 和  

技 能 。”〔3〕121

德雷 福 斯 通 过 考 察 各 种 日 常 技 能 ，将成人获得 

技 能 的 过 程 具 体 概 括 为 循 序 渐 进 的 七 个 阶 段 ，分别 

是 :新 手 、高 级 初 学 者 、胜 任 、精 通 、专 长 、驾驭和实 

践 智慧。劳 斯 认 可 技 能 获 得 模 型 的 基 本 观 点 ，并将 

德 雷 福 斯 的 主 要 贡 献 概 括 为 两 点 ，“既 强 调 了 实 践  

的涉身方面，又认可实践的一系列特征依赖于恰当 

的情境环境，也 依 赖 于 恰 当 的 行 为 。”[4]94在德雷福 

斯的技能模型中，专家与新手的差异就在于他们拥 

有 一 个 能 对 情 境 做 出 不 同 反 应 的 身 体 。通过 对 德  

雷福斯观点的论述，劳斯想必已经注意到了身体在 

实 践 中 的 重 大 意 义 。所 以 在 其 关 于 实 践 论 述 的 第  

七 个 论 点 中 ，劳 斯 对 此 就 有 所 提 及 ，然 而 他 想 强 调  

的并非是此。按 照 劳 斯 的 说 明 ，实 践 总是包含着做 

的事和做事者，以 及 这 些 事 情 相 关 之 物 。只有在复 

杂 的 相 互 关 系 中 ，行 动 者 的 所 作 所 为 才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具 体 而 言 ，德 雷 福 斯 利 用 了 梅 洛 -庞 蒂 在 《知 

觉现象学》中提出的意向弧和最有效控制概念来说 

明熟练技能的学习活动。沿 着 现 象 学 的 传 统 ，德雷 

福 斯 把 体 验 意 义 上 的 身 体 作 为 认 知 活 动 的 起 点 ，论 

证 了 实 践 是 获 得 技 能 知 识 的 基 本 途 径 。并进 而 深  

化了我们对实践与认知、熟练应对与身体的意向导 

向性等概念的哲学讨论。在 后 续 论 述 中 ，德雷福斯 

还 利 用 了 神 经 科 学 研 究 来 辩 护 这 些 现 象 学 描 述 。 

指 出 当人们对情境做出反应时，行动被经验为稳定 

的技能活动流。就 像 山 上 的 小 球 ，不用规划路线也 

能 找 到最捷径的路线滚落一般，身体也会根据情境 

自 发 地 调 整 以 达 到 最 佳 的 状 态 。相 较 于 德 雷 福 斯  

对 身 体 优先性地位的强调，劳斯指出实践应对是脱 

离 不 开 整 体 情 境 的 。劳 斯 通 过 实 例 进 一 步 阐 发 自  

己的理解。指 出 就 像 在 篮 球 场 上 打 比 赛 一 样 ，队友 

不断变换队形来打配合，对手则以不断的策略变更 

来 防 范 。可 见 ，实践的应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系列 

独 立 动 作 ，而 是 在 情 境 展 开 时 ，对 其 的 灵 活 回 应 。 

在 劳 斯 看 来 ，梅 洛 -庞 蒂 所 谓 的 身 体 与 环 境 的 最 佳  

匹 配 与 德 雷 福 斯 笔 下 身体自动的最适宜调节，皆是 

由 特 定 时 刻 的 情 境 激 发 的 ，而 非 缜 密 的 思 维 决  

定 的 。

德 雷 福 斯 的 技 能 获 得 模 型 虽 旨 在 剖 析 身 体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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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技 能 ，但 其 实 也 可 以 应 用 于 科 学 研 究 。科学家与 

技 术 操 作 人 员 一 样 ，都 是 要 在 不 断 试 错 、模仿的实 

践过程中实现能力的提升，从 而从容地应对各种复 

杂的状况。当 我 们 把 这 些 应 用 于 科 学 实 践 中 去 ，就 

把 哲 学 研 究 从 过去理论优位的传统，转向了对科学 

家 认 知 、技 能 提 升 的 科 学 实 践 研 究 ，不 再 只 关 注 科  

学 文 本 和 实 验 室 中 存 在 的 社 会 因 素 对 科 学 实 践 的  

影 响 ，而 是 切 切 实 实 关 注 科 学 实 践 本 身 。不仅如 

此 ，德 雷 福 斯 的 相 似 性 主 张 ，即 ，“专 家 与 我 们 很  

像 ”，亦 可 以 给 我 们 很 多 启 发 。专 家 的 实 践 方 式 的  

确与我们每 天 的 日 常 技 能 活 动 有 诸 多 类 似 之 处 ，我 

们 重 复 着 各种技能操作程序, 在完成许多任务时就 

是某种意义上的专家。 由 此 , 我们能在日常技能的 

习得中与专家产生某种共情, 从而在影射意义上认 

同 专 家 , 理 解 他 们 在 判 断 中 运 用 知 识 的 方 式 ，加深 

我们对许多相关问题的理解。

2 . 劳斯坚持关系综合体的优先性

德雷福斯通过阐发，将主体摆在了毋庸置疑的 

优先地位上。然 而 在 劳 斯 看 来 ，德雷福斯的这种论 

述 ，除 了 对 自 然 和 实 践 二 元 论 的 区 分 存 在 错 误 外 ， 

对 情 境 的 强 调 也 不 够 。劳 斯 指 出 ，德 雷 福 斯 “虽然 

承认参与实践的人类 存 在 物 成 为 主 体 ，但他不承认 

人类同样是历史的和文化的存在的主体。”[4]91其实 

德 雷 福 斯 适 当 并 重 要 地 承 认 了 实 践 被 体 现 和 处 境  

的方式。他 曾 经 将 背 景 实 践 与 科 学 家 的 关 系 ，比作 

水 与 鱼 的 关 系 ，凸 显 了 两 者 的 密 切 关 系 。在批判人 

工智能的 时 候 ，德 雷 福 斯 也 明 确 指 出 ，正 是 因 为 “人 

脑 的 功 能 根 本 不 只 是 由 其 生 理 的 机 能 决 定 性 地 发  

展 出 来 的 ，而 需 要 与 周 围 环 境 发 生 联 系 。所以人们 

不 应 指 望 缺 少 人 体 或 人 类 社 会 交 往 的 一 台 计 算 机  

所 具 有 的 智 能 是 一 种 人 类 的 智 能 。” 尽管 有 诸  

多 相 关 论 述 ，但 在 劳 斯 看 来 ，德 雷 福 斯 始 终 是 将 意  

向性构想为非社会基础的，且在探讨过程中始终是 

以人身为基点去探讨，对情境的关注最终都是回溯 

到身体的反应上去，从 而 存 在 着 严 重 缺 陷 。在劳斯 

看 来 ，科学研究也不完全相同于德雷福斯所述的日 

常 技 能 实 践 。 因 为 科 学 研 究 者 不 仅 需 要 具 有 观 察  

和 模 仿 的 技 能 , 具 有 熟 练 操 作 及 应 对 问 题 的 能 力 。 

同时还需要掌握相关的科学事实，且牢记相关的规 

则 。也 就 是 说 ，科 学 研 究 是 两 种 情 况 的 综 合 ，而非 

一种对另一种的抛弃式超越。且 就 科 学 探 索 而 言 ， 

德 雷 福 斯 的 模 型只应用于常规科学，并没有研究科 

学革命牵涉到的创造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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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较 于 德 雷 福 斯 对 主 体 身 体 的 强 调 ，劳斯更加 

强 调 的 是 身 体 —— 情 境 相 互 作 用 的 关 系 综 合 体 。 

在 讨 论 德 雷 福 斯 的 思 想 时 劳 斯 也 不 断 阐 述 自 己 的  

观 点 。他 指 出 ，学 习 作 出 各 种 灵 活 反 应 不 是 熟 记  

“实际动作”或进行重复的“思考”，而是掌握环境的 

各 种可能性。此 外 ，如果没有正确的工具处于正确 

的 环境, 一 个 人 就 不 能 参 与 熟 练 活 动 。可 见 ，劳斯 

虽 然 在 讨 论 科 学 实 践 的 时 候 注 意 到 了 人 类 行 动 者  

这 一 因 素 ，却 把 主 体 性 的 人 放 在 了 环 境 、工具 等 等  

之 后 。指出“处于某一特殊环境中的行动者的关系 

综 合 体 , 在一个重要的意义上既先于行动者的行动 

和 目 的 ，也 先 于 任 何 周 围 事 物 的 可 独 立 确 定 的 属  

性 。” [3]138劳 斯 更 一 般 地 将 实 践 描 述 为 情 境 化 的 活  

动 模 式 ，所 以 希 望 推 广 情 境 的 这 种 优 先 性 ，将其置 

于包括主体/ 行动者的客体之上。

劳 斯 认 知 到 德 雷 福 斯 所 提 出 的 技 能 获 得 模 型  

的重要意义，但明确指出实践不应该被理解为人类 

主观性的某种替代概念，而应该理解为更大的关系 

复 合物。其 中 心 主 张 是 ：“行 动 者 处 境 的 有 意 义 性 , 

既 不 是 由 个 人 举 止 也 不 是 由 从 物 质 实 现 中 抽 象 出  

来 的 社 会 规 范 所 决 定 的 ；相 反 ，它 来 自 行 动 者 与 其  

物质环境和相互之间的不断互动， Wl4°

四 、受 益 于 福 柯 :从 个 体 知 识  

实 践 到 实 验 室 实 践

1 . 福柯的“身体的政治解剖学”

在 《知识与权力》中 ，劳 斯 多 次 论 及 福 柯 的 “身

体 的 政 治 解 剖 学 ”。在 福 柯 看 来 ，现 代 权 力 作 用 于

身体的量级不同于往常。“它们不是把身体当作似

乎不可分割的整体来对待，而 是 ‘零 敲 碎 打 ’地个别 
处 理 。 ” W136 — U7

针对 福 柯 权 力 作 用 于 身 体 的 细 化 ，劳斯做了具 

体 的 解 读 。他 指 出 ，规 训 权 力 首 先 通 过 将 时 间 分  

解 ，把 活 动 细 化 的 方 式 ，为 每 一 种 特 定 活 动 分 配 特  

定 的 时 间 。福 柯 自 己 是 这 样 阐 述 的 ，“某 种 关 于 行  

为的解剖—— 计 时 表 被 确 定 下 来 。活 动 被 分 解 为  

各 种 要 素 :身 体 ，四 肢 和 关 节 的 位 置 受 到 限 定 ;每 个  

动 作 都 被 规 定 了 方 向 ，力 度 和 时 间 ；动 作 的 顺 序 也  

被 预 先 加 以 规 定 。” [6]152由 此 ，使 身 体 被 专 注 、高效 

的 投 人 运 营 当 中 ，始 终 保 持 最 高 效 率 的 理 想 极 限 , 

以“榨 取 ”身 体 的 能 量 和 资 源 。并 将 这 一 分 割 身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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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方式逐渐运用于其他领域，如 学 校 、军 队 等 。 

在 “榨取”身 体 的过程中，还使得身体不再被遮蔽和 

隐 藏 ，而 是 由 于 细 致 的 检 查 而 暴 露 无 余 ，形 成 规 范 、 

训练和控制身体的严密网络结构。除 此 之 外 ，再加 

上 空 间 分 配 、力 量 组 合 等 方 式 ，规 训 权 力 就 从 各 个  

方面实现了对身体的控制。将 此 称 为 “身体的政治 

解 剖学”，是 由 于 福 柯 将 身 体 推 向 了 政 治 层 面 ，且通 

过 身 体 分 割 的 方 式 ，将 权 力 的 细 微 渗 透 揭 露  

无 疑 。〔2〕213- 214

2 . 科学实践与身体的微分权力

为了 公 正 地 对 待 科 学 的 政 治 效 果 ，劳斯积极借 

鉴了福柯的权力观。劳斯要探讨的并不是科学家拥 

有或者如何行使权力，而是想说明当科学家从事科学 

时 ，他们产生了怎样的政治效果。在 劳 斯 看 来 ，实践 

也包含着权力关系。他 明 确 提 出 “实验室微观世界 

的 建 构 和 操 纵 ，与 福 柯 在 众 多 现 代 ‘规 训 机 构 ’：监 

狱 、学校、医院、军队、工 厂等之中发现的各种‘权力/  

知 识 ’关系之间存在许多相似之处。”[2]212

相 似 的 权 力 运 作 细 化 过 程 ：劳 斯 在 讨 论 中 指  

出 ，自然科学等显示出在更为精细的层次上进行操 

作 和 描 述的总体趋势，这明显类似于福柯的权力策 

略 。劳 斯以生物学研究举例，指出其已经从对整个 

有 机 体 及 其 活 动 的 研 究 转 向 器 官 系 统 功 能 的 研 究 ， 

并进而转向 细 胞 及 其 内 部 结 构 的 研 究 ，最后指向细 

胞 内 部 和 细 胞 之 间 的 生 化 过 程 。细 化 式 的 研 究 策  

略与福柯的权力策略很类似, 它能够揭示更为精细 

的 结构, 从 而 使 人 们 对 这 些 结 构 进 行 解 读 和 操 纵 。 

然 而 在 笔 者 看 来 ，劳 斯 在 此 处 的 类 比 是 有 偏 差 的 。 

福 柯 的 权 力 观 是 通 过 身 体 活 动 的 微 分 细 化 阐 述 的 ， 

而非理论的结构化分解。在 对 比 自 然 科 学 时 ，应对 

科学家 实 验 实 践 的 具 体 活 动 进 行 分 解 阐 述 ，而非各 

个研究领域的细致化研究。但 无 疑 ,科 学 家 的 实 验  

实 践 活 动 与 技 能 操 练 的 活 动 极 为 相 似 。对此可以 

汲取德雷福斯的理论资源进行阐述。

同样的监控策略:实 验 室 实 践 还 具 有 的 本 质 特  

征 是 追 踪 或 监 视被构建的微观世界，这亦是规训权 

力的重要 策 略 , 体现在福柯论述的每一种权力机构 

中。它 的 发 展 使 对 象 的 在 场 和 活 动 完 全 可 见 ，从而 

受到良好的审查，有 利 于 适 宜 的 运 作 。实验室通过 

空 间 的 分 割 和 封 闭 ，以 及 对 名 目 的 分 类 、描述和解 

释 等 ，实 现 了 和 其 他 权 力 机 构 同 样 的 监 控 。 因 此 ， 

它塑造了我们的行动，并 把 我 们 构 造 成 行 动 者 。此 

外 ，“科 学 监 视 并 不 只 是 观 察 和 记 录 数 据 。科学家

需 要 对 设 备 有 某 种 感 觉 ,需 要 ‘得 心 应 手 ’地掌握实

验 程 序 ，并 能 够 调 整 ，改 进 各 种 中 间 步 骤  
等 等 ，’〔2 〕222

符 号 生 产 :符 号 生 产 亦 是 实 验 室 中 权 力 关 系 的  

体 现 。就像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中 描 述 的 那 样 ， 

许 多 科 学 实 践 的 目 标 就 是 符 号 生 产 。通 过 大 量 的  

实 验 和 数 据 堆 砌 ，迫 使 隐 蔽 的 事 物 显 现 自 身 。“福 

柯在《性史》中 提 到 的 告 白 文 本 在 现 代 社 会 的 大 量  

激 增 ，这与实验室微观世界的符号过剩是遥相呼应 

的。”[2]225尽 管 实 验 室 中 强 制 性 的 符 号 生 产 与 告 白  

的 内 涵 并 不 完 全 一 致 ，但 如 此 理 解 还 是 极 有 意  

义 的 。

在 每 一 种 权 力 限 制 和 利 用 的 具 体 策 略 中 ，福柯 

都 同 时 发 现 了 关 于 身 体 的 新 知 识 和 新 的 权 力 运 作  

方 式 。同时福柯敏锐地注意到，人的存在是关系情 

境 中 的 存 在 。在 劳 斯 看 来 ，与 其 他 权 力 机 构 相 比 ， 

实 验 室 的 微 观 世 界 ，在 我 们 身 上 施 加 了 更 深 刻 的  

制 约 。

3 . 劳斯对福柯的评价与超越

很 多 讨论似乎表明，福 柯 所 述 权 力 施 加 的 对 象  

仅仅是被动的或 者 温 顺 的 身 体 ，似乎他们完全是由 

这 些 力 量 塑 造 的 ，“自身”毫 无 反 应 或 反 抗 的 能 力 。 

在福柯对权力运作的描述中，这种观点确实是重要 

的组成部分。但 劳 斯 意 识 到 ，这 并 非 福 柯思想的全 

部 。福 柯 在 法 国 巴 黎 高 师 念 书 的 时 候 ，正 赶 上 梅  

洛 -庞 蒂 讲 授 《知 觉 现 象 学 》。在 梅 洛 -庞 蒂 的 指  

导 下 ，福 柯 意 识 到 了 身 心 关 系 问 题 ，及 身 体 对 主 体  

的反动。故 在 福 柯 生 命 的 后 期 ，他 积 极修正自己理 

论 的 缺 陷 ，指 出 身 体 从 来 就 不 乏 反 抗 ，且 权 力 具 有  

生 产性。他 在 著 作 《性 经 验 史 》中 ，实 现 了 从 前 期  

“控制的技术”到 “生 存 的 艺 术 ”的 转 折 。指出在现 

实 生 活 中 ，作为主体的身体和作为客体的身体是复 

杂 地 纠 缠 在 一 起 的 ，我 们 很 难 做 明 确 的 区 分 ，从而 

表 现 出 向 梅 洛 - 庞 蒂 意 义 上 能 动 身 体 回 归 的 倾 向 。 

故 在 这 一 点 上 ，福柯并没有错。

在 劳 斯 看 来 ，福 柯 的 问 题 在 于 ，他 广 泛 探 讨 了  

“个体进入知识领域的问题”，但将注意力局限在构 

成人类个体知识的实践中。劳 斯 指 出 ，福柯在现代 

主 体 的 规 训 建 构 核 心 之 处 所 发 现 的 监 视 和 检 查 技  

术 ，同样也出现在实验室对微观世界的建构和操作 

中。并 且 正 如 我 们 意 识 到 的 那 样 ，甚至源自实验室 

的权力和知识的扩散，也遵循福柯在规训的隔离区 

中发现的模式。[_ _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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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类 比 于 希 伦 :从 “具 身 化 主 体 观 ” 

到 超 越 知 觉 的 “科 学 实 践 观 ”

1 .  具身化主体观

劳 斯 也 很 重 视 后 期 现 象 学 家 希 伦 的 工 作 。在 

《知识与权力》以及《科 学 实 践 何 以 重 要 》中都引用 

了希伦的著作《空 间 知 觉 和 科 学 哲 学 》中的一些观 

点 。特 别是希伦关于身体姿态、空间知觉与情境相 

关的 论 述 。

希伦在海德格尔“捶 打 ”例 子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出  

了自己的“具 身 化 主 体 观 ”。希 伦 说 ：“从第一人称 

现象学语境的视角来看，一旦熟悉的科学仪器作为 

以 观 察 为 目 的 的 神 经 生 理 学 机 体 的 扩 展 在 上 述 认  

知方式中发挥作用，它们就成为一个观察着的主体 

身 体 的 一 部 分 ：这 时 ，主 体 就 被 具 身 化 在 仪 器 之  

中。” [7]2°6和 梅 洛 -庞 蒂 一 样 ，在 希 伦 看 来 ，仪器已 

经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了主体可以去知觉外物 

的器官。并 且 希 伦 指 出 ，在 这 一 过 程 中 ，我们其实 

重塑了我们的知觉实践，形成了独立于仪器不可能 

存在的视域。

劳 斯 在 书 中 具 体 介 绍 了 希 伦 的 “木 工 环 境 ”案 

例 ，指出希伦通过我们熟知的在某种组织化的空间 

知觉中“木 匠 工 作 ”直 角 杆 的 作 用 和 空 间 中 身 体 习  

惯 的 例 子 ，来说明观察的机制是如何可以被延伸到 

“自然身体”之 外 的 。并 通 过 “具 身 化 主 体 观 ”的论 

述 ，说 明 了 理 论 客 体 的 实 在 化 问 题 ，进 而 揭 示 出 科  

学实在论的思想。而 劳 斯 围 绕 此 讨 论 ，也集中于实 

在 论 方 面 ，并 未对“具身化主体观”本身展开过多的 

分析和评述。

2 .  认知依赖于情境的“视域存在论”

作 为 运 用 诠 释 学 研 究 科 学 哲 学 的 一 位 先 驱 ，希 

伦 提 出 了 认 知 依 赖 于 情 境 的 “视 域 实 在 论 ”。强调 

知 觉 解 释 学 对 于 理 解 科 学 的 重 要 性 。指出要了解 

文 本 ，必须了解文本的语境。然而要想较好地把握 

写 作 的 情 境 ，又 必 须 理 解 文 本 本 身 。我们可以借由 

这 种 诠 释 学 的 循 环 ，逐 步 地 、螺 旋 式 地 达 到 理 性 的  

进 步 。“虽 然 生 活 世 界 不 是 个 人 自 己 的 创 造 或 选  

择 ，但它在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层次上渗透了个人的 

生 活 经 验 。” m 27̂ 278如 以 杯 子 为 例 ，对 普 通 大 众 来  

说 ，杯 子 就 是 一 个 物 理 实 在 。但 对 物 理 学 家 来 说 , 

却会从分子、原 子 的 构 成 方 面 去 看 待 这 个 杯 子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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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面 对 的 是 同 一 样 东 西 ，但 显 然 视 域 是 有 差 异 的 ， 

这就被称为“视域实在论”。也 就 是 说 ，人在理解世 

界 事 物 之 前 ，是 有 意 向 性 结 构 的 。更 为 重 要 的 是 , 

希 伦 认 为 诠 释 学 也 以 同 样 的 方 式 适 用 于 自 然 科 学  

与 技术。

3 . 劳斯超越知觉的“科学实践观”

劳 斯 肯 定 希 伦 的 中 心 观 点 ，即 从 哲 学 上 看 ，科 

学与日常活动是等价的，且情境在其中起着至关重 

要 的 作 用 。但 希 伦 的 知 觉 现 象 学 ，强调的是操作活 

动 中 的 知 觉 因 素 ，而 科 学 实 践 哲 学 强 调 的 是 实 践 , 

这种实践不是知觉定位的，而 是 超 越 知 觉 的 。对于 

此 ，劳斯与希伦的分歧 仅 仅 是 侧 重 点 的 不 同 。劳斯 

指 出 ，“事 物 只 有 在 我 们 实 践 性 地 处 理 它 们 的 过 程  

中才变成‘可 知 觉 的 ’，而科学的关键影响是我们能 

够 （而 且 也 迫 使 我 们 ）在 实 践 中 说 明 这 些 事  

物 。”[2]146在 知 觉 与 实 践 的 关 系 上 ，劳斯仍然一以贯 

之 地 强 调 实 践 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 并认为这是极 

为重要的。因 为 实 践 不 仅 像 拉 图 尔 所 说 的 ，消解了 

科 学内部和外部的界限，并关注科学知识如何拓展 

到它赖以生成的实验室的围墙之外。而 且 , 在劳斯 

看 来 ，对实践的强调还避免了传统经验主义的知觉 

假 设 所 导 致 的 混 乱 。希 伦 谨 慎 地 强 调 ，知 觉 处 于  

“行为或实践的系统”中 ，它不仅仅体现在我们的感 

官甚或整个身体中，而且也体现在我们参与世界的 

用 具中。但 是 这 种 赋 予 知 觉 以 中 心 地 位 的 观 点 ， 

没 有 充 分 地 突 出 把 科 学 理 解 为 对 世 界 的 实 践 性 参  

与所带来的根本性的变化。”[2)147

六 、小 结

纵观劳斯的《涉 入 科 学 》、《知 识 与 权 力 》等可 

见 ，劳斯对于身体的相 关 思 想 是 有 所 注 意 的 。然而 

劳 斯 始 终是将情境与实践视为首要的，把行动者和 

知觉处理为第二位的。情 境 无 疑 很 重 要 ，但主体也 

不可忽视。无 论 是 德 雷 福 斯 还 是 福 柯 都 深 受 现 象  

学 的 影 响 ，海德格尔和希伦更分别是现象学前期和 

后期的典型代表。劳 斯 对 他 们 的 论 述 和 探 讨 ，说明 

现象学具身的相关 思 想 给 了 他 很 大 触 动 ，只是由于 

侧重点的不同而 并 未 直 接 沿 袭 ，但借鉴意义仍是十 

分巨大的。现 象 学 可 以 说 与 科 学 实 践 解 释 学 有 诸  

多相近的理解和说明，后期现象学的诸多思想仍是 

我 们 有 待 进 一 步 开 发 的 宝 藏 。尤 其 是 有 关 现 象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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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身 的 理 论 ，与 科 学 实 践 思 想 有 诸 多 的 契 合 。实践 

只 有 在 关 注 身 心 的 基 础 上 才 能 更 好 地 服 务 于 生 活  

世 界 。没 有 哪 两 种 思 想 可 以 完 全 的 符 合 ，可以借鉴 

便值得挖掘。

继 续 深 入 审 视 现 象 学 具 身 性 理 论 ，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填补劳斯对于 主 体 审 视 的 不 足 ，在身体与情 

境 间 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避免后现代反主体思维 

的矫枉过正，更 符 合 其 涉 入 科 学 的 意 旨 。亦可通过 

具 身 这 一 视 角 ，让着眼于形而上的科学实践解释学 

更好地面向事实本身。且 现 象 学 具 身 的 思 想 ，可在 

某 种 程 度 上 成 为 一 种 桥 梁 ，架 构 起 “从 内 向 外 ”（从 

心灵向对象）展 开 研 究 的 涉 身 性 认 知 科 学 与 “从外 

向内”（从 实 践 到 身 心 ）展 开 研 究 的 科 学 实 践 解  

释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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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 o w a d a y s ,  t h e  c o m b i n a t i o n  o f  c o g n i t i v e  p h i l o s o p h y  o f  s c i e n c e  a n d  e m b o d i e d  t h i n k i n g  h a s  f o r m e d  a  n e w  a p p r o a c h  t o  r e s e a r c h .  A s  a n o t h e r  p a t h  

o f  t h e  p h i l o s o p h y  o f  s c i e n t i f i c  p r a c t i c e  -  s c i e n t i f i c  p r a c t i c e  h e r m e n e u t i c s ,  a l t h o u g h  a i m e d  a t  a  n o r m a t i v e  u n d e r s t a n d i n g  o f  p r a c t i c e  a s  a  s c i e n c e , b u t  t h e r e  

i s  n o  d i s c u s s i o n  a b o u t  e m b o d i e d  t h i n k i n g .  I n  f a c t , J o s e p h  R o u s e ,  t h e  r e p r e s e n t a t i v e  o f  s c i e n t i f i c  p r a c t i c e  h e r m e n e u t i c s , d i d  n o t  c o m p l e t e l y  i g n o r e  t h e  i d e a  

o f  e m b o d i e d  t h i n k i n g .  H e  r e a l i z e d  t h e  p h y s i c a l  p h i l o s o p h y  t h o u g h t  i m p l i e d  i n  H e i d e g g e r %  t h o u g h t ,  b o r r o w e d  f r o m  D r e y f u s e s  s k i l l  a c q u i s i t i o n  m o d e l ,  f o 

c u s e d  o n  F o u c a u l t s  "  b o d y ^  p o l i t i c a l  a n a t o m y "  ,  a n d  s i ls o  r e p e a t e d l y  m e n t i o n e d  H e e l a n *  s  p e r c e p t u a l  h e r m e n e u t i c s .  T h i s  a r t i c l e  s t a r t s  f r o m  t h e s e  a s p e c t s  f 

t o  a n a l y z e  R o u s e d  a t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s  t h e  b o d y ,  a s  w e l l  a s  t h e  i m p l i c i t  m e a n i n g  o f  e m b o d i e d  t h i n k i n g  i n  t h e  s c i e n t i f i c  p r a c t i c e  o f  h e r m e n e u t i c s .

Key words： J o s e p h  R o u s e ； e m b o d i m e n t ； p r a c t i c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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