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第 "期

!#$%年 $$月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12+-%2-34-25%"'"60!1"2+&'12+-%2-78+/+"%"

9"':!! ;":"

;",:!#$%

&'(!$#)$*+,!-.)/01()$"2!

3

2,*+)!#$%)#")#!*

构境论#中国哲学经典理论最新进展与

跨学科影响

杨柳!柴仕伦
"南京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

摘5要#'构境论(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当代阐释为逻辑前提$以海德格尔*广松涉等他性镜像为基础而发展起

来的独创理论% 在列宁*海德格尔*广松涉*斯蒂格勒等思想家的具体哲学思想个案研究中$'构境论(获得了更加系统

的逻辑布展% 自问世以来$'构境论(获得的学术关注度一直较高$学界态度逐渐由理解*质疑转向认同接受$'构境(概

念也从哲学领域辐射至历史学*翻译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为交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滋养%

关键词#构境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新进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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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构境论*#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一兵提

出的哲学方法论& 这一理论构想最早在张一兵的

列宁研究中初步形成#旨在抨击苏联学界在马克

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列宁思想环节的缺失#以及

在列宁思想解读中由于)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

主观预设*

!而导致的文本解读问题& 在 !##2,

!#$,年间#张一兵共发表与)构境论*相关的学术

论文三十余篇#并在其系列学术专著中系统阐释

)构境论*的内涵和运用方法#将)构境论*作为思

想解读方法论持续应用于对列宁%海德格尔%鲍德

里亚%斯蒂格勒%广松涉等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

中& 在)构境论*提出之初#我国学者围绕这一概

念展开了激烈讨论#!#$, 年以前#学界相继出现

与)构境论*相关的其他作者论文近 *# 篇& )构

境论*的提出和发展反映了我国学者在世界学术

研究背景下的哲学方法论上的创新自觉#学界的

反应也体现出该理论的学术影响力& 下文将回顾

)构境论*理论提出的初衷和定位#进而梳理其在

理论反思和实践应用中的最新进展#同时通过分

析学界对)构境论*的理解%认同和应用情况#探

析该理论的学术影响和价值&

一5 $构境论%的理论初衷(定位和

应用

要揭示)构境论*的内涵#我们需追溯张一兵

教授提出)构境论*的思想情境& 因此#笔者根据

张一兵个人或与他人合作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学术

专著#试图接近张一兵)构境论*提出的初衷#细

读)思想构境论*及)构境存在论*的特设情境#探

索构境者在构境研究实践中对理论的自觉运用#

揭示理论家及其接受者的构境历程&

!一"理论初衷

要分析)构境论*这一哲学方法论提出的初

衷#需追溯至张一兵在 !##2年提出这一理论的最

初情境#即作者在对列宁思想的研究中#对苏东学

界关于列宁思想)伪构境*

"的反思& 张一兵正是

出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历史断裂的遗憾

来着手对列宁思想的解读#以期纠正马克思主义

思想史中对列宁思想一环的忽视& 在研究过程

中#张一兵发现#苏联学者在对列宁笔记的文献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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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整理中存在着基于)计划构想论*的先验逻辑

框架而对列宁思想文本的肆意剪裁和等级区隔#

如对)伯尔尼笔记*等)拟文本*的长期忽视等&

这种对列宁思想的)伪构境*导致了苏联学界对

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误读& 张一兵提出#如要纠

正哲学研究中的这种错误倾向#必须揭露文本解

读的建构本质#通过文本构境的后文本学方法#即

)文本学解读的空间化和立体化拟现和重新建

构*

!来接近哲学家的思想& 为此#作者采用了胡

塞尔3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

身*的逻辑方法#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

作为哲学基础#指出任何学术思想本质都不是凝

固的逻辑构架#而是在)复杂的时刻处于变动之

中的学术思想场境的历史性建构* )解读已经是

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

"

& 在 !##% 年的

一篇文章中#张一兵将)构境论*对意识实现的理

解同结构主义的他性理论进行比较& 他指出#

)构境论*不再是留在线性关系的统摄%先在理念

支配构架之中& 尽管意识的实现仍以历史性生活

作为现实基础#以实践性的存在构序为依托#但它

却更为复杂,,,)信仰%情感%价值尺度#以及个

体或群体的隐秘心理情结#都可能是构境的偶发

性主导因素*#而)康德式的科学结构主义的理性

构架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符号系统编码只是思想构

境的一个简单性呈现*

#

& 通过后文本学的思考#

张一兵揭示了学术思想本质的非线性%非凝固性

特征#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类型的思想文本与其背

后的思想意识之间的距离#以及读者在文本解读

过程中与原作者思想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解读

的本质即为构境#一切解读都无法脱离创造性生

产的性质&

作者的学术追求并未停留在对还原思境的可

能性的否定上#而是指出!要在承认思想构境的非

线性的%非凝固的特质#承认文本解读的建构性的

本质的基础上#避免将研究者个人的主观逻辑框

架强加于文本上#进而更加接近哲学家们在思想

构境时的真实状态& 因此#如要完成对列宁的思

想构境#就必须实现从字句解意#到把握隐性话语

逻辑的转变#基于对不同类型思想情境的特质解

读文本#实现学术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应

肯定不同类型的文本均具有其特殊价值#而不应

对文本进行任意剪裁和等级区隔-那些未公开发

表的论著#尤其是如)伯尔尼笔记*之类的拟文本

同样应成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 在最早的)构境

论*研究实践中#张一兵通过列宁哲学笔记的研

究#在'回到列宁(一书中对列宁思想提出了个人

创见&

!二"从$思想构境论%到$构境存在论%

在提出以上后文本学解读方法)思想构境

论*的同时#张一兵提出了自己对)构境论*更为

宏观的理论构想#即)构境存在论*& 他指出#)思

想构境论*是)构境存在论*在)文本解读中的表

现*#而)构境存在论*将是自己未来)哲学叙事的

基本方式*#尽管)要完整地说明和确证它的理论

平台和逻辑结构#将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

&

在'历史构境(一文中#张一兵继续阐释了)构境

论*的内涵#指出)构境论*不涉及本体论的终极

本源问题#而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

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但是#在现实历史事实

中#构境存在往往不是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的

)自由的存在性构境*#而是通常)与他性镜像与

伪构境"幻象$同体共在的*

%

& 据此#我们可以认

为#)构境存在论*与)思想构境论*存在同构关

系,,,不仅是哲学研究中的思想解读#现代人类

的存在本质同样具有建构性&

截至目前#张一兵已经在其哲学研究中为这

一理论构想做出不断拓展#体现在其对哲学%历史

学%社会学思想的构境解读中#特别是在其对于马

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海德格尔%鲍德里亚%斯蒂格

勒等人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对)构境存在论*的

逻辑前提与理论支撑的持续思考&

首先#张一兵意识到外界对)构境论*理论前

提的误解#以及自己早期在'回到列宁(中对思想

构境论表述的不完整#因此在之后的文章%访谈%

对话中持续阐释了)构境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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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承袭关系!"#

& 如#在早期发表的'劳动塑

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中#他指出#

)构境论*是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诠

释之上的哲学方法论#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可从四个范畴重新阐释#即主体面向物质存在和

自身的)劳动塑形*#主体与被塑形物在一定的功

效关系场中的)关系构式*#主体在生产和社会活

动中通过特定历史条件下对物性实在和社会存在

的组织化的)生产创序*#以及在人的社会实践以

及个人行为和语言活动中功能性的建构和解构的

日常生活和社会存在的)结构筑模*

$

& 可见#张

一兵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在对历史唯

物主义进行新阐释的基础之上#才在存在的高点

上对思想和生活构境进行思辨&

此外#在)构境论*提出之后#张一兵在对海

德格尔%皮克林%斯蒂格勒等人思想的构境解读

中#继续探寻)构境论*的他性理论逻辑镜像#并

在自主理论构境中拓展)构境论*的理论支持&

在海德格尔)纳托普报告*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

学解释中#一切可直观%可理解的东西皆是过去生

活情境中建构的结果#情境的凸显由)视位* )视

向*和)视域*共同建构#)哲学的研究就在于以这

种情境显示的方式来把握人类此在#即在历史性

的意识之中#实际生命在一种对自身存在之重的

基本忧虑情境之中呈现*

%

& 张一兵指出#海德格

尔这一思想与其哲学方法论)构境论*十分接近&

再如#在对 )科学知识社会学 * " B'/('U'OT'K

B/(H0I(K(/60'WUH&OH$新一代人物皮克林倡导的

)实践转向*的研究中#张一兵发现皮克林所提出

的)逻辑意象*与张一兵的)构境论*也存在关联!

在皮克林的)实践冲撞*思想中#晚期海德格尔和

后现代德勒兹的思想成为其逻辑构境的他性学术

镜像#这一思考方式与张一兵提出的)构境论*不

谋而合#而皮克林的一些理论范畴也被批判性地

借鉴到了张一兵自己的)构境论*中&

& 近年来#

张一兵密切关注法国著名技术哲学家斯蒂格勒的

构境思想#关注斯蒂格勒所提出的现代人类生活

的媒体技术构境观& 如当代社会#好莱坞文化殖

民装置如何发生构境作用!)电影蒙太奇的拼接

中使个体意识结构发生无意识的改变#从而无我

地认同意识形态大他者的意志* )远程登录的电

视传播#让亿万观众通过电视远程在场的方式#异

地异时地同一化于一种时间客体中的接受意识共

在*

'

&

由此可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逻辑基础上

的)构境论*不仅以思想解读中的后文本学方法

论身份出现#用于减少)伪构境*学术现象#而且

还作为一种揭示人的)存在*状态的存在论观点

活跃于学术视野#并不断获得理论支持和完善#表

现出张一兵对于文本解读方法论以及独立原创性

思想的不断反思&

!三"$构境论%的应用

除了阐释构境论的理论逻辑前提#并不断为

其理论进行拓展之外#张一兵还自觉地将)构境

论*作为思想解读方法论应用于个案研究中& 据

不完全统计#截至 !#$,年#张一兵至少将)思想构

境论*应用于十位哲学家的思想研究之中#其中

包括 !#$*年前对列宁%海德格尔%马克思%皮克林

的研究#以及之后对广松涉%鲍德里亚%斯蒂格勒%

阿甘本%福柯%斯洛特戴克等哲学家思想的研讨&

在这一过程中#张一兵拓展了)构境论*的应用范

围#在具体的哲学研究领域中提出了创见#同时进

行方法论反思#使)构境论*的逻辑叙事更为严密

和系统化&

一方面#随着张一兵所关注的文本类型的增

加#他对产生不同文本时哲学家的思想构境特征

加以分析#在反思早期列宁思想构境研究方法论

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后文本学构境论#就文本和思

境类型做系统分类&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对列

宁思想的构境论研究中#他将马克思理论写作中

的文本依照形式和内容归为四类!第一类是生成

型文本手稿#包含笔记和书信的亚文本#完成并公

开发表的文本文献#以及最重要的)拟文本*#即

4"$

!

"

#

$

%

&

'

张一兵!')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学术月刊(!##%年第 2期&

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年第 4期&

张一兵#张琳!'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社会科学研究(!#$4年第 "期&

张一兵!'劳动塑形%关系构式%生产创序与结构筑模,,,关于构境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逻辑承袭(#'哲学研究(!##% 年第

$$期&

张一兵!')何所向*!历史性解释的基始性构境,,,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江苏社会科学(!#$#年第 "期&

张一兵!'科学实践场与社会历史构境,,,兼评皮克林的g实践的冲撞h(#'哲学研究(!#$#年第 "期&

张一兵!'雅努斯神的双面!斯蒂格勒技术哲学的构境基础,,,g技术与时间h解读(#'山东社会科学(!#$2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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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后人重新建构的阅读记载文献!

& 其他三类是

在此后的海德格尔研究中#张一兵通过聚焦海德

格尔的不同类型文本#如个人书信一类的)表现

性文本*

"

%弗莱堡讲座一类的)表演性文本*

#

#

以及如)道路回顾*等)隐匿性的神秘文本*

$

#最

终在 '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文本中的 )怎样*

"m(H$(一文中反思了早期对马克思%列宁的思想

构境的缺失#并从作者主体视为补充其)构境论*

文本学之新得& 张一兵指出#相比于'回到马克

思(和'回到列宁(中所用的构境方法#在海德格

尔研究中#他运用了一种新的构境视位#即)作者

主体视位*#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不但要探

讨)什么*#还要探讨)怎样*#这一过程必然涉及

对)何所向*

%的追问& 海德格尔作为一个精灵古

怪的文本生产者#总是有意无意地让读者分时分

层看到不同文本& 在此基础上#张一兵首先指出

哲学家们思想构境的几个范畴,,,)原境*#在冥

思苦想时发生和燃烧的思想和突现的思境-)文

本写作的思之构境*#思考在写作过程中的整理

和编织%重构和变形-)物性讲稿中的思想构境*#

在当下言说过程中重建思想场-以及对话的)专

题性思想重构*

&

#通常由他者线索构成的思境&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构境过程中#根据构境的他者

式的观众即天主教神学意识形态%西方学院式的

形而上学体制#和一时误认的政治纳粹来区分#以

上四种构境层又会进一步发生更为复杂的裂变&

据此#张一兵在早期文本分类的基础上又总结了

新的 4种文本类型,,,)被迫臣服式的表演性文

本*)争执式的表现性文本*)隐匿性的神秘文本*

和)直接在场的现身性文本*

'

& 最后#在新近的

斯洛特戴克思想研究中#张一兵又提出了一种新

的文本类型#即)伪书*文本& 斯洛特戴克在'资

本的内部空间(一书中#特意杜撰了里尔克与亚

当0斯密的交流#这种文本是)故意为之却大有

深刻思想构境意义的本真性伪文本*

(

&

另一方面#在深入分析哲学家的思想时#张一

兵持续重视)他性理论镜像*和哲学家自主的)特

设性*思想构境的关系& 如作者指出#'对亚里士

多德的现象学解释(报告就是海德格尔挪用他性

学术镜像%生成自己独特的理论思境的典型文本

表现& 他认为#在该报告中#海德格尔是打着解读

亚里士多德的旗号#对其思想进行了拆解式构境#

以诠释其个人的)全新的功用性交道世界观*

)

&

再如#在关于广松涉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中#张一兵

也指出#广松涉在走向自己哲学建构的过程中#其

所使用的特设性理论构境也是在对马克思%康德%

马赫等人思想镜像的互文重构基础上实现的& 广

松涉将马克思的 )kHJLF/QU(/Q>0O*重新定义为

)社会关系存在被错认为实体存在的主观假性幻

象*#这种物象化构境与马克思的)事物化*视域

并不直接一致&

*+,同时#广松涉以康德%马赫%胡塞

尔%海德格尔作为其研究的重要思想史前提#在链

接当代自然科学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交

互主体性世界中的四肢结构说*#作为其理论内

核)事的世界观*的哲学构境的基础&

*+-

由此可以看出#自)构境论*提出以后#张一

兵教授在个案研究中自觉应用这一理论#并在其

列宁研究的基础上#把)构境论*这一思想解读方

法论扩展到对于海德格尔%广松涉等一系列哲学

思想家的理论研究之中#验证了这一方法论的运

用范围和可行性&

二5学界的理解与跨学科接受

)构境论*提出伊始#便激起了学界的激烈讨

论& !##%至 !#$, 年间#学界共出现有关)构境

论*研究的其他作者论文近 *# 篇& 其中#早期参

与讨论的学者#如王金福%韩欲立对)构境论*曾

+"$

!

"

#

$

%

&

'

(

)

*+,

*+-

张一兵!'回到列宁,,,关于)哲学笔记*的一种后文本学解读(#江苏人民出版社 !##, 年版#第 $$页&

张一兵!'青年海德格尔!背离大他者的秘密文本,,,g在你之中达到神h的构境论解读(#'学术月刊(!#$#年第 $$期&

张一兵!'作为发生事件"DJH(O0(L$的生命体验,,,关于青年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讲座的构境论解读(#'现代哲学(!#$$ 年第 +

期&

张一兵!'海德格尔说海德格尔,,,一种关于海德格尔自述的构境论研究(#'江海学刊(!#$$年第 4期&

张一兵!'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文本中的)怎样*"m(H$,,,构境论文本学新得(#'哲学研究(!#$$年第 2期&

张一兵!'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文本中的)怎样*"m(H$,,,构境论文本学新得(#'哲学研究(!#$$年第 2期&

张一兵!'海德格尔学术思想文本中的)怎样*"m(H$,,,构境论文本学新得(#'哲学研究(!#$$年第 2期&

张一兵!'本真性的伪文本构境中的金钱上帝,,,斯洛特戴克g资本的内部空间h解读(#'哲学动态(!#$"年第 $!期&

张一兵!'亚力士多德思想的拆解式逻辑构境,,,海德格尔)那托普报告*的构境论解读(#'社会科学研究(!#$#年第 "期&

张一兵!'广松涉物象化范式之缘起,,,g物象化的构图h的构境论解读(#'学术月刊(!#$4年第 2期&

张一兵!'广松涉哲学构境的思想史前提,,,g事的世界观的前哨h解读(#'江苏社会科学(!#$2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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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质疑态度-!#$#年后发表的论文则主要为肯定

和接受#学者们或在研究中表达对)构境论*的认

同理解#或将这一哲学方法论应用于其他研究领

域#扩大了理论的辐射范围& 下文将对)构境论*

的接受和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学界对)构境论*的认同和接受在 !#$# 年以

后体现在多个层面#以下几个研究成果具有典型

意义& 比如#尤金较早关注张一兵的)构境存在

论*和)思想构境论*两个概念的关系#认为)构境

存在论*)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方式之总体看法

的.存在论/*#)思想构境论*是构境存在论在文

本解读领域的)方法论映射*& 通过追溯)构境存

在论*提出的最初语境#分析了两种)构境论*之

间的)理论跃迁所带来的质性差别*

!

& 贾学军主

要关注)拟文本*在)构境论*的文本解读方法论

创新上的作用& 他认为#拟文本#即读者在阅读文

本时#留在文本或摘录资料上的读书批注#具有散

乱性#缺乏逻辑构架#对拟文本的解读过程也就不

可避免会表现出理论生产的主体性#这恰恰为强

调读者对文本创造性解读的)思想构境论*提供

了理论印证"

& 李一木关注)构境论*提出的历史

背景及其作为哲学方法论的内涵和实践模式在列

宁研究以及鲍德里亚研究中的发展#进而说明构

境论对于学术研究的诱惑力& 其中#文章重点阐

释了张一兵与列宁%鲍德里亚#以及哲学界同行进

行思想构境的)他性镜像%逻辑射线%理论回路和

话语异轨*的问题#同时指出#)构境论* )代表着

中国哲学界在方法创新方面的重要尝试*#)标示

出了当代学人在方法自觉方面的新高度*

#

& 秦

琳对张一兵在列宁思想研究中提出的)构境论*

表示赞赏#认为这一新文本解读方法是中西方哲

学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现#指出)构境

论*揭示了具有异质性的列宁思想在不同阶段的

发展特性#)彻底解构前苏东教条主义意识形态

关于列宁哲学研究的假性构境场域*

$

& 与张一

兵教授的系列访谈和对话反映了学者们对)构境

论*主动理解的态度#也为其它学者了解)构境

论*提供了新资源& 如张琳%周嘉昕通过与张一

兵的对话和访谈#追踪张一兵在马克思思想史研

究过程中#从文本学方法到后文本学方法的思境

转变历程#阐释文本学方法对于文本解读的指导

意义,,,只有拒绝绝对真理#才有可能真的遇到

真理& 此外#学者们还深入探讨了)构境论*在社

会历史问题阐释上与马克思%广松涉#以及我国学

者孙伯
#

%吴恩宇他性镜像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继

续强调了)构境论*的思想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内

在关联&

%&此外#类似的文本解读方法论反思也

可以在其它哲学思想研究中找到& 如魏忠明%邓

兴华同样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同样

运用)文本现象学*的)回到事物本身*的方法#探

究'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

'

)构境论*的产生除了给哲学研究带来广泛

的影响之外#学者们还将)构境*作为文本解读方

法#或作为阐释存在状态的更为宏观的哲学方法

论运用于历史学%教育学%翻译学%社会学%医学伦

理学等不同领域的研究#扩大了)构境论*的学术

辐射范围#从图 $可见一斑&

图 $5张一兵&构境论+的学科影响分布

上图显示了)构境论*的影响领域分布情况!

首先#在哲学领域的影响最广#影响频率达 *% 次-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领域#影响频率达 $* 次-再

次#在翻译学领域中的影响频率为 4 次#在教育

学%社会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文学领域中的

""$

!

"

#

$

%

&

'

尤金!'构境存在论与思想构境论,,,兼评张一兵的g回到列宁h(#'理论探讨(!#$#年第 +期&

贾学军!'从)深层历史解读*到)思想构境*,,,由)拟文本*看文本对象在方法论创新尝试中的作用(#'晋阳学刊(!#$$ 年第 !

期&

李一木!'构境!从列宁到鲍德里亚的诱惑性阅读(#'江苏社会科学(!#$*年第 4期&

秦琳!'列宁哲学思想史存在非同质性+ ,,,基于对张一兵)构境论*的考察(#'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张一兵#周嘉昕!'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理论探讨(!#$*年第 4期&

张一兵#张琳!'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关于构境论的对话(#'社会科学研究(!#$4年第 "期&

魏忠明#邓兴华!'文本现象学视角下g论持久战h的创新性价值(#'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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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频率分别为 * 次或 ! 次-在管理学%历史学%

文化学%政治学领域中#理论的影响频率均为 $

次& 很明显#一种理论自诞生 $#来年的时间中能

横向辐射 $#多个学科#其影响力不可小视&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各引用者所引文献或所

引概念的意图#不难发现#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运用

)构境论*解决了多种问题& 在哲学研究中#余乃

忠和龚群将)构境论*运用于老子哲学思想研究#

从六条后现代主义逻辑路径#对老子的大道玄德

思想进行了重新)构境*

!

& 这一研究或许可以为

我们打开中华传统文化传承的新思路!将)构境

论*运用于中国传统思想的解读中#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中#)凸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撑

与指导地位*

"

& 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是)构境

论*除哲学研究之外辐射范围最广的领域& 任平

从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阐释历史构

境的问题#认为思想赖以出场的历史场域是)多

元出场者交往行动的历史,空间构境*#是)一个

包括.主体,客体/%.主体,主体/关系的交往实

践结构*

#

& 思想的出场则是历史场域的精神表

现和意识形态化& 董必荣在其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的论文中运用了)构境*这一术语#认为)虚无*的

生成过程并不存在#所谓)历史虚无主义*是)虚

幻构境*#)目的是使人陷入混乱%迷茫和彷徨#从

而摧毁一切价值%一切历史*

$

& 杨澜涛关注历史

思维与历史现实的关联问题#聚焦马克思'博士

论文(中的)构境论历史思维*#并指出这是马克

思历史科学思维的理论基点& )构境论*历史思

维表达了)创立一种包容人类社会历史与人类观

念思维相互化生的构境论历史思维*

%

& 刘从德

运用张一兵的)构境论*思想#对列宁)一国首先

胜利*思想与和平共处思想进行了逻辑构境解

读#指出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只有回到列宁的时代

和他的语境中#才能尽可能地避免误读#进而促进

理论的发展#助益社会主义实践&

&

在翻译学研究领域#杨柳在其英文论文 7

BTYZI'YFI(/XHF&(0O'KmHLIHJ0 MFJ@(LIPQH'JTF0&

<ILB(O0(K(/F0/H一文中高度评价并详细分析了张

一兵的哲学原著'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

及其英文译著#认为该书正是)构境论*在文本研

究中的实践案例#以多种构境方式体现了构境理

论的精神内核'()

& 西风%汉雨所发表的系列基

于张一兵哲学著作翻译的研究论文阐释了)构境

论*及其与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密切关系和实

践运演& 其中#'哲学文本的陌生化翻译(从陌生

化理论视角阐释了哲学原本与译本之间的陌生化

构境关系和策略&

*+,在'哲学与翻译的互文(中#西

风%汉雨再次从互文性视角阐释了哲学原本与译

本之间的多种互文式构境关系和翻译构境策

略&

*+-在'哲学文本的审美间离%对话性与翻译构

境(中#西风%汉雨从审美间离和对话性理论视角

阐释了译者在处理哲学原本与译本时的多种文本

构境艺术#昭示了哲学的迷思#彰显了翻译的多重

构境之力&

*+.

在教育学领域#刘来兵%周洪宇将张一兵的构

境论运用于教育史研究#并在教育思想史%教育制

度史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活动史*的研究& 作者

认为#教育史研究是)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的过

程*

*+/

& 它以理解的心态对待过去的人及活动#从

当代生活经验入手感知过去的教育生活世界#在

对教育活动把握中重构历史情境& 尚云丽%于洪

波在批判教育中存在的后现代犬儒主义现象的文

章中#运用了海德格尔的)构境论*视角& 认为正

是)教育自身与环境的.循环建构/#酿成了教育

2"$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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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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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乃忠#龚群!'与物反矣#乃至于大顺,,,老子大道玄德思想的后现代主义理路与构境(#'江西社会科学(!#$#年第 $期&

郭明姬#张亮!'新时代高校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视域中的历史构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0人文科学0社会科学$(!#$#年第 !期&

董必荣!'虚幻的构境!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年第 *期&

杨澜涛!'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构境论历史思维研究(#'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 !期&

刘从德!'列宁)一国首先胜利*思想与和平共处思想间的逻辑构境解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年第 4期&

=F0O;(>))7BTYZI'YFI(/XHF&(0O'KmHLIHJ0 MFJ@(LIPQH'JTF0& <ILB(O0(K(/F0/H*# 8%*#0'& $0.#*).9*#J.9E0#1# !#$+ "!$! $"2)

NQF0O=(V(0O)PJF0L)=F0O;(> HIFU)@2."911#*<#5010.#E! 3*%:2#-).0+# JD-4.%-).0+<#)E0&'# ;J@# /01.%*D%,()*P01-,,,@!#P.%2%'0+)2

<#)E0&'# ;'0&'0! GF0>I<0IHJ0FI('0FÙ >VU(LQ(0Ò JHLL# !#$4)

张一兵!'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 !##*年版&

西风#汉雨!'哲学文本的陌生化翻译(#'中国翻译(!#$4年第 "期&

西风#汉雨!'哲学与翻译的互文(#'中国翻译(!#$2年第 "期&

西风#汉雨!'哲学文本的审美间离%对话性与翻译构境(#'中国翻译(!#$%年第 "期&

刘来兵#周洪宇!'视域融合与历史构境!实践活动取向的教育史研究(#'教育研究(!#$$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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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道德由怀疑嘲弄到麻木不仁等诸多后现代犬

儒主义现象的蔓延*

!

&

石德声也将)构境*视为重要概念#关注社会

学领域#深度解析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对西方

现代社会生产%社会关系%价值系统的景观化构

式%构序%构境现象& 深刻批判了)经济社会的符

号化%意象化构序%构境逻辑及其 .伪构境/本

质*

"

&

此外#还有学者将)构境*的概念引入医学伦

理学的领域& 程国斌关注中国医疗领域#阐释中

国传统和当代的医学伦理问题#指出中国传统医

疗生活中#具有一种).随缘构境/的现象学处境

或机制#医学道德紧密整合于社会伦理秩序之

中*

#

&

结语

显然#在过去的十余年中#张一兵教授的哲学

)构境论*无论是作为揭示文本解读建构性特征

的)思想构境论*#还是更为宏观的理论框架)构

境存在论*#均获得了更加充分的理论支持#发展

为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逻辑前提#以海德格

尔%斯蒂格勒等他性思想为理论镜像的哲学方法

论& 同时#张一兵教授自觉将方法论应用于对哲

学家思想的个案解读中#在理论反思中使)构境

论*逻辑叙事更加系统化#表现出我国学者在哲

学方法创新上所做的积极尝试和充分的理论自

觉& 纵览我国学界对)构境论*的反应#这一创新

理论的关注度始终未减#评价的声音逐渐由质疑

转向理解认同#理论的辐射范围从哲学扩展至历

史学%教育学%翻译学%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乃

至医学伦理学等学科领域#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

学术环境对创新理论的关注#以及观念更迭和实

践检验所带来的理论自信和理论发展& 这种学术

创新自觉#无论是对于建立创新型教师队伍#推动

我国哲学教育发展$

#还是打造创新型学术团队#

增加我国学界在世界上的理论话语权#都具有实

际的借鉴意义&

"鸣谢%感谢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研究中

心王文军主任提供的数据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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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云丽#于洪波!'教育中的后现代犬儒主义阐释,,,基于海德格尔)构境论*视角的解读(#'教育学报(!#$4年第 !期&

石德生!'景观社会理论!经济社会景观化构序构境的深刻批判(#'青海社会科学(!#$2年第 $期&

程国斌!'随缘构境!中国医疗伦理生活的空间构型(#'伦理学研究(!#$+年第 !期&

魏宁海#张亮!'论我国大学哲学通识教育教学方式改革(#'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