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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
作者：徐瑾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蜻蜓眼》
作者：曹文轩
出版社：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说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
主要时代背景，以阿梅的成长为
主要故事线索，并以这个孩子的
视角勾勒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
一家人相扶相帮、相濡以沫的动
人情景。

本书是一本随笔集，文中涉及
了全球炙手可热的作家和电影人，
比如太宰治、村上春树、菲茨杰拉
德、马尔克斯、王尔德以及徐皓峰、
塔可夫斯基、小津安二郎等，作者通
过对文学作品和电影的深度剖析，
结合自身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视
角，延伸出来一系列哲思美文。

一个重新定义政治的新概念

《天下的当代性》
赵汀阳
中信出版社

《论因特网》
休伯特·L.德雷福斯
河南大学出版

渐变的互联网不变的社会

作为出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的
哲学家，休伯特·L.德雷福斯可谓见
证了信息论从无到有的历程，而他也
从未停止对于由“比特”塑造的人工
智能、互联网的研究和批判。早在
1972年，德雷福斯就在《计算机不能
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一书中
批判了人工智能研究的局限性。

如果说德雷福斯的《计算机不能

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是人工
智能“警世通言”，那么德雷福斯的另
一本书《论因特网》则是一本关于互
联网发展的“醒世恒言”，德雷福斯展
现了他对互联网社会深层次影响的
清醒判断。

革新信息组织方式
早期互联网的先行者们都在做

一件事情，那就是把线下的信息数
字化，早期以新闻为主。比如世界
上第一个门户网站雅虎，以及中国
的新浪、搜狐、网易等等。这些网站
通过技术、人力将报纸、杂志的新闻
变成数字化的内容，完成了互联网
的第一步。

当所有信息都以“平等”姿态示
人时，其最直观的冲击就是信息爆炸
带来的焦虑和无助，德雷福斯在1999
年完成本书第一稿时对于解决这个
难题颇为悲观，他甚至认为“由于网
络内容的爆炸性增长速度，开发出成
功的搜索引擎很快将变得不再可
能。”但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两个年轻
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给德雷
福斯带来诸多灵感。

佩奇和布林的想法听起来很简
单：用网页的超链接价值衡量这个网
页的价值，进而自动化完成网页的排
序，将有价值的网页优先呈现给用
户。在互联网内容（超链接）快速增
长的背景下，网页重要性完全可以通
过超链接的多少与质量来“投票”。

德雷福斯在1999 年刚刚成立不
久的Google身上看到了解决信息爆
炸的最好办法。事实也的确如此，
Google自一成立就秉承“整合全球信
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的
使命，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搜索引
擎，每天全球数亿人通过一个搜索框
了解世界，获取知识。

社会依然没被解放
几乎每一代新技术的出现，都会

被人移植到教育领域。
如今新技术如虚拟现实、新理念

如社交知识互动、新一代互联网受
众，似乎重新定义教育的所有要素，
比如真正实现远程教育。但德雷福
斯并不这样看，他认为“当教授特定

的技能时，老师必须是具象的，并鼓
励情感代入。”更进一步来说，技术无
法改变教育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我
们对事物和人的真实性的感觉，以及
与之交互的技能，都取决于我身体无
声的幕后工作。”另一方面，因特网对
于社会复杂性的影响力也微乎其
微。德雷福斯花费了很大篇幅探讨
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虚无主义”——
这是一种对于不同东西判断的价值
观，认为一切都是同等的，没有什么
特别重要的事情值得为其献身。

德雷福斯援引克尔凯郭尔 1846
年一篇质疑公众和媒体导致虚无主
义的文章展开论述，在克尔凯郭尔看
来，大众媒介的普及带来了特有的公
共领域讨论，报纸具备可匿名性的特
点也加剧了公众讨论热情，但“公共
领域存在于政治权利之外，意味着人
们可以对任何事情持有自己的观点，
却无需有所行动。”

比如，国内近几年来兴起的自媒
体群体，由于绝大多数并不具备持续
生产高质量观点的能力，随着时间的
推移，很多自媒体人开始生产“新
闻”——他们并非像专业记者前往事
件第一线调查、采访从而获取一手资
料，而是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现有
的内容去整理，并用一些耸人听闻的
标题进行营销推广，影响恶劣。

很多人把上述现象归结于互联
网的影响，但本质上而言，这不过是
人性或者社会万象的一种折射，也只
是一个维度的折射。

那么未来呢？德雷福斯的乐观
建立在他对人性的颂歌里。“只要我
们仍然还是血肉之躯的人，那么网络
可以发挥作用……这并非无视自身
的局限与脆弱，而是因为没有我们的
身体——如尼采所言——我们将什
么都不是。” （来源：新华读书）

生命垂危的母亲，以一同读书
的方式，和儿子度过剩余的时光。
死亡，在此时变得不再让人恐惧。
这对母子丰富的人生经验，他们对
爱，对生命，对人性，对生活的理解，
都印刻在这本书的每一个字中。通
过对书籍的探讨，母亲和儿子的心
更加贴近，多年的隔阂终于消融，他
们也更了解了彼此的一生和选择。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作者：威尔·施瓦尔贝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巴以冲突、中东问题、西方与俄
罗斯的冲突……全球化条件下世界
能否和平相处？著名哲学家赵汀阳
的《天下的当代性》对此给出了答案。

《天下的当代性》是一部关于世
界秩序的实践与想象、讨论的是全球
化条件下世界和平如何成为可能、并
深入解析未来天下秩序的技术条件
的著作。试图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去

叙述理想主义的天下，表达天下之道
与天下之器的距离，理想与现实的距
离，历史与未来的距离。天下也是一
个方法论，他也试图说明天下概念如
何用来理解历史、制度和政治空间，
甚至重新定义政治的概念。

天下概念期望一个以整个世界
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赵汀阳指
出，从天下去理解世界，就意味着以

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
以便能够设想与全球化的现实相配
的政治秩序。曾经支配世界或仍在
支配世界的帝国都基于国家概念和
国家利益，都指望维持支配世界的帝
国主义体系，把懒得分别看待的“世
界其他地方”看作是被支配的地域。
帝国主义世界观把世界看成是征服、
支配和剥削的对象，从来没有把世界
看作是政治主体。

以世界为尺度去理解作为整体
政治存在的世界，就是“天下无外”原
则，意味着天下是个最大限度的政治
世界，一切政治存在都在天下之内。

“天下无外”原则依据的形而上学的
理由是：既然天是整体存在，天下也
必须是整体存在，才能与天相配，所
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

赵汀阳试图论证对立斗争的政治
概念所表达的并非真正的政治，而是斗
争或战争。冲突和斗争是人类的基本
事实，但如果政治只是研究如何把斗争
进行到底，就无法解决冲突的问题，反
而是冲突的继续和强化。如果一种理
论只能把现实变得更差，那么我们不需
要这种理论。对立斗争的政治概念仅
仅重复了现实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因
此，对立斗争的政治在理论语法上是一
个谬误，甚至是加重人类灾难的存在论
谬误。战争或斗争正是政治无效率的
表现，甚至就是政治的失败。

国际政治不但无力解决国际冲
突，而且还在继续研究如何击败对手
的敌对策略。赵汀阳认为这件怪事
其实不怪，既然在民族国家体系的条
件下不存在解决冲突的良方，就只能
斗争到底。国际政治策略一点也不
愚蠢，事实上都太过精明。可问题就
在这里：为什么有了足够精明的理
论、策略和经验，却仍然毫无解决问
题的希望？事实证明，除了微不足道

的争议，国际政治没有解决过任何一
个深刻的冲突，比如巴以冲突、中东
问题、西方与俄罗斯的冲突或者美国
与中国的矛盾，这意味着国际政治的
局限性，意味着国际政治概念正在逐
步失效。在全球化条件下，国际政治
理论只能收缩为局部斗争理论，已经
无力解释整个世界的政治问题。

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的存在方式
以及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必定改
变政治问题。正是全球化的来临使
国际政治的缺陷暴露出来，国际政治
无力应对全球化导致的新问题，对于
全球问题来说甚至文不对题。共同
生活的概念不再仅仅属于民族国家
内部或者共同体内部，而正在逐步成
为世界规模的共同生活，同时也形成
了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权力运作问
题，当世界所有国家更加紧密地互相
依存，就会提出世界的主权问题。

赵汀阳强调，他的天下理论不仅
仅是一个世界政治理论，同时也意味
着政治的一个新概念，一个让政治重
新出发的起点，一个告别战争的新出
发点。要可信地解决利益和价值的
冲突问题，政治就需要成为一种善的
艺术而超越恶的技术，更准确地说，
政治需要成为化敌为友的艺术，而不
是斗争的技术。真正深刻的政治问
题不是善恶的冲突，而是善与善的冲
突。善恶冲突是一个无异议的问题，
善必定战胜恶也是一个无异议的人
类信念，而一种善与另一种善因其差
异而冲突，一种善试图毁灭另一种
善，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悲剧，它导致
世界难以解决的分裂和政治的失
败。天下概念所设定的政治重新出
发点，就是通过世界内部化而把世界
建构为政治主体，确立属于所有人之
世界主权，使各自为敌的世界变成共
享的天下。 （来源：新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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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萍、吕瑶瑶、孟子航
作品介绍:《Understand》：该书签由黑白色构成，简单而又不失真实性，对立的黑白色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人群。镂空的白色与背面黑色
合为一体时宛如一对黑白手，手掌上方的英文“understand”表证着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理解，相互懂得，彼此熟悉。黑白手合二为一，仿佛
是在暗示着我们：黑白两种人应该手指相连，携手并进，再次表达出对精神病患者的关怀，应该消除歧视，关爱精神患者。

作者：赵婉婉
作品介绍:《黑与彩》：关爱精神病患者的海报。

作者：张歆语
作品介绍:《我只是生病了》：人们对精神疾病的误解成了囚禁精神疾患的铁
栏。大脑代表精神疾患和其生病的原因。大脑在歧视言论面前显得弱小无
聊。红色泪滴代表精神疾患面对有色眼镜时内心的辛酸和悲哀。“我只是生
病了”呼吁人们意识到精神病只是一种疾病，反对将精神疾病妖魔化。

作者：李义豪、卢昕雨
作品介绍:《别怕，我们和你在一起》：画面中白脸小人代
表健康的正常群众，绿脸小人则代表患有精神疾病的患
者。二人西装革履，领口则被由各种振奋人心、鼓励精
神疾病患者的话语组成的绿丝带链接，以给精神疾病患
者带来更多关爱。画面主色调的绿色，也给人健康、舒
服的感觉。

作者：郁璐祎
作品介绍:《精神纹路，爱的呵护》：对于我们而言，精神
病患者的所思所想是个谜团，是未知的纹路。但不理
解并不是我们伤害与污蔑他们的理由。对于这些不幸
者我们要给予更多爱心与呵护。他们的心虽然难以理
解，但也是一颗颗鲜活的心，我们互相的爱心会交织成
最美的纹路，呼吁大家关爱每一位精神病患者。

■记者 毛信慧

2016年杨浦区“沪江医教”杯“精神卫生反歧视”宣传
设计大赛获奖作品近日揭晓。“人人都有‘病’”、“ 找寻心灵
之钥”、“精神分裂症患者眼中的猫”等30件作品分获教师
组优秀奖和学生组一、二、三等奖。高校与医院、社区协
同，以艺术创作的形式来开展和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这样
的尝试还属首次。

据悉，本次大赛由上海理工大学、杨浦区精神卫生中
心联合举办，旨在促进大学生群体关注个体心理健康，正
视心理问题和心理问题群体，关爱心理异常人群，营造和
谐的校园氛围。大赛历时一个月，共征集到来自5所高校
的61件师生作品。获奖作品涵盖了海报、画轴、影册、手绘
画、T恤衫、明信片、杯子等类型，既体现了“精神卫生反歧
视”的宣传主题，还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

“我们曾24小时派人看着一个人，也曾动员全体师生
满上海去找一个人……”上海理工大学学生工作处处长牛
翔宇介绍，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面临着大学生群体
心理疾病的发生越来越多样化，家长、学生对心理疾病的
认知不足，高校辅导员对年轻群体的思想了解不够等诸多
挑战。上海理工大学自2013年与杨浦区开展“医教结合”
项目试点以来，双方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如每月的联席
例会，高校心理健康辅导员都会走进杨浦区精神卫生中
心，现场学习相关案例。今后，双方还将在心理健康教育、
培训、评估、诊断、治疗等方面进行深度结合。

关注心理健康 关爱心理异常人群
“精神卫生反歧视”设计大赛评选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