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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健一著(1)

萧俊明 译

该文试图澄清一个与鲍姆加登原初的美学概念相对应的论题：感觉的性质与

作用。作者分析了英文动词“to feel”的若干不同用法，进而揭示了单纯知觉与感觉

之间的差异。感觉是给予对它有某种特殊的或不可言喻的东西的知觉的一个泛

音。参照纳尔逊·古德曼的例示概念以及康德的反省判断概念，感觉被定义为一种

共鸣，这种共鸣是我们在对一个对象的知觉刺激做出反应时从我们作为过去经验

的贮存的记忆深处产生的。最后，作者阐述了感觉的新鲜性、个体性和普遍性。

文学艺术能够促进道德教育吗?

⋯⋯⋯⋯⋯⋯⋯⋯⋯⋯⋯⋯⋯⋯⋯⋯斯特凡·库尔图瓦 著(18)

马胜利 译

我们可否认为文学艺术能促进人类的道德教育?它们能否使人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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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能否在道德上启蒙，并为教育当选者和公民做出贡献?本文涉及英美哲学最

近围绕上述问题的辩论。作者评价了认为文学艺术能够促进道德教育的主要论

据，也反驳了对此看法的众多批评。他将其归纳为三种批评：归结主义批评、认识

论批评和规范性批评。

数字机制的可靠性

⋯⋯⋯⋯⋯⋯⋯雅各布·多梅尼库奇 米拉德·杜埃伊著(34)

贺慧玲 译

数字技术推动了我们社会互动的众多方式——沟通、交流、授权和声誉，等等。

这些技术对于作为我们社会生活的支柱和框架的机制产生了什么作用?一种经典

的回答是，数字技术强化了个体的动议并直接发展了非媒介的信任关系。数字转

型被理解为去媒介化。本文对这种进路进行了批评。关于数字技术的社会影响，

数字技术本身应被视为专门的社交媒介。我们能够信任这些新的社交媒介层次

吗?本文两位作者说明了当前状态下新的社交媒介不值得信任的三个理由。本文

也简要评述了当前为构建可信赖的数字机制所做的尝试。

民主必须放弃真理吗?论戴维·埃斯特伦德的认知程序主义

⋯⋯⋯⋯⋯⋯⋯⋯⋯⋯⋯⋯⋯⋯⋯⋯⋯⋯夏尔·吉拉德 著(46)

彭姝讳 译

本文重新审视了戴维·埃斯特伦德提出的认知程序主义。该理论提出了一种在

不放弃追求真理的前提下证成民主的有前景的方法。文章指出，要用民主程序是

否将走向明智决策来检测其合法性和权威性，而非其结果的持续正确，或者相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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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其程序公平。文章表明民主程序可以和诸如正义之类的实质性目标联系在一

起，但不因此忽视在该问题上的持续分歧。通过将这些程序置于认识论和公平性

的双重标准之下，文章表明可以设想一种民主价值的混合观念。但是，认知程序主

义拒绝就真理的本质、指导政治决策评估的客观标准或道德理论表态，从而阐明人

们的平等考虑对程序选择的制约。认知程序主义不为民主创建令人信服的理由。

民主的哲学证成必须对真理、正义和平等的性质表明立场，以便阐明其价值。

作为人而在世生存

⋯⋯⋯⋯⋯⋯⋯⋯⋯⋯⋯⋯⋯⋯⋯⋯⋯⋯塔内拉·博尼著(66)

杜 鹃 译

人类既非人工创造物，也不是转基因生物，而是与植物和动物共享生命的身

体，并自身独有某些诸如语言和思考能力等特质，这些特质提供了获取知识、计划

并实现目标以及作用于世界的自由。男性和女性正是通过如何在世界中栖居而展

现出自己是人，或相反，不算个人。人类以男女各自的特殊方式，按照群体的特定

规范行事。仍未得到解答的问题是，是否有可能产生一种无论个人的独特文化如

何，对所有人都有效的普遍伦理。本文聚焦于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些来西方和非洲

传统的哲学的和文学的参照。

元晓的“一心”理论：解释心的一种韩国方式

⋯⋯⋯⋯⋯⋯⋯⋯⋯⋯⋯⋯⋯⋯⋯⋯⋯⋯⋯⋯赵恩秀 著(77)

李红霞 译

该文概述了元晓在其现存的20多部著作中都有表述的一心理论。按照元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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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一心体现为二门：“真如”和“生灭”。在真如门中，一心本质上是纯净不变

的，可以平等、无差别地看待一切事物。然而在生灭门中，一心服从于因果关系，呈

现为各种妄念，因此显得不纯、短暂。这样，一心就同是觉和妄念的源头。本文将

分析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说明它们如何开启通往觉的道路。这里元晓区分了

本觉、不觉和始觉。本文的最后一部分将展示在元晓有关一心和各种觉的理解中

蕴含着何种主观人格。

让石头呐喊：当代博物馆与文化的挑战

⋯⋯⋯⋯⋯⋯⋯⋯⋯⋯⋯⋯⋯克里斯托弗·R．马歇尔 著(91)

周云帆 译

当代博物馆在向广大和不同观众有力阐明民族和文化认同方面，继续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作者聚焦一系列全球案例研究——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到美

国华盛顿特区的美洲印第安人国家博物馆布展，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到澳大

利亚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的最近布展——思考当代博物馆努力融人新见

解和使用新方法，在当代情境下呈现艺术和文化时所面临的一些关键挑战。以帕

台农神庙雕像为主要案例，本文特别关注古代雕像和艺术品的归还／重聚问题。

其他观点：(南非)非洲及全球南方的艺术史

⋯⋯⋯⋯⋯⋯⋯⋯⋯⋯⋯⋯⋯⋯费代里科·弗雷斯基 著(103)

杨 莉 译

国际艺术史委员会近来一直关注全球资源的分配不均问题以及后殖民社会对

西方艺术史的旧方法与旧观念的挑战。2008年1月在墨尔本召开的国际艺术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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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大会上，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我们需要在多大程度上重新思考艺术史这一

学科，以建立起对艺术史的范围、方法与视野绝对必要的跨文化维度。南非视觉艺

术史学家协会这一全国性组织在2011年1月于约翰内斯堡维特沃特斯兰德大学

举办的“其他观点：(南非)非洲及全球南方的艺术史”研讨会上提议继续这些讨

论。讨论主要聚焦于“其他观点”，即来自全球南方的观点。倘若知识与金融力量

的中心发生逆转呢?倘若发展中国家变成“第一世界”国家呢?如果南方变成北

方?简言之，我们试图想象出一个公共的知识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两极逆转能够

发生，不非以西方体系为中心、也不依赖西方认可的新的艺术史能够涌现。本文探

讨了这场争论的一些核心问题，并为其中心目标提供了一个初步框架，即将艺术史

以及南方、北方或西方历史之间的关系复杂化。

葡萄牙侨民的文学创作(20—21世纪)：临界与跨界

⋯⋯⋯⋯⋯⋯⋯⋯⋯⋯⋯⋯⋯⋯安娜·葆拉·科蒂尼奥 著(115)

谈 方 译

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当作者开始研究葡萄牙侨民与其他侨民或明确或含蓄

关系中的文学和艺术表征时，她很快意识到移民周期中不同阶段的重要性，如其他

创伤性事件一样，移民周期经历主动或被迫的沉默阶段、隐蔽阶段、社会和经济的

努力融入阶段，然后是引证和社群确认阶段，最终是与母国重建联系和重构身份的

阶段，其政治和社会经济利益最终对原籍国和移民国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侨民群体的文学和艺术作品显现出增长的趋势，并因此

构成了当代史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些具有明显跨文化和比较文学性质的研究文本

的价值不仅在于它们所显示之物的重要性，还在于它们所暗示和想象之物的重要

性。事实上，侨民群体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于文化身份和领土疆界的重构都起着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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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需要重新进行审视的是国家文学这个概念本身，因为文学世界包含

了越来越多散居国外、本质上混杂的现实和身份，它们时而来自于几种现实经历的

结合，时而来自于与一个“想象社群”的跨国认同动力，因此它们以兼具地方性和全

球性的身份确立下来，向一种作者称为“第三岸”的想象的认同领土敞开。

模棱两可的状态：在阿尔及利亚性别地位与公民权的交换

⋯⋯⋯⋯⋯⋯⋯⋯⋯⋯⋯⋯⋯⋯⋯⋯布特埃纳·谢丽耶 著(138)

罗 赞 译

本文旨在重新解读阿尔及利亚建立后殖民时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并从社会性

别角度重新审视公民权的动态特征，以阐明政治阶层在面对个人地位的私人领域

中普遍解放和两性平等原则的含义问题时显得犹豫不决。本文通过探讨私人家庭

领域内的相关问题，对阿尔及利亚家庭内部的社会性别关系加以剖析，发现其性质

完全属于传统主义的(若非过时的)意识形态指涉和表征，并由《家庭法》加以合法

化。最后，本文基于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对1982至1984年的议会辩论记录进行细

致审查，发现阿尔及利亚决策者的文化表征具有高度父权性质，不愿将“现代化”进

程扩大至女性群体。

作者简介⋯⋯⋯⋯⋯⋯⋯⋯⋯⋯⋯⋯⋯⋯⋯⋯⋯⋯⋯⋯⋯⋯⋯⋯(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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