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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具身性与整体的人
———解析现代哲学中的具身性思潮

□ 李莉莉

内容提要 在由笛卡尔的二元论所引导的近代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中，主体与客体是对

立的，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被区别开来，人被分解为心灵与身体，并以分裂的方式加以理解。二

元论思维方式不仅导致认识论困境、心-身问题困境，也使认识的起源问题成谜。 从狄尔泰、詹

姆斯、梅洛-庞蒂等人的思想中，可以洞察到一种现代哲学思潮，它在批判二元论思维方式的同

时，通过重新解读身体的观念，不仅消解了主-客对立与心-身对立，也消解了作为实体的意识

观念，不仅提供了关于认识起源问题的回答，也着力重塑了心智的具身性和人的整体性。
关键词 现代哲学 具身性思潮 心智具身性 整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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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在笛卡尔二元论的影响下，人被以

分裂的方式加以理解， 思想家们和研究者们要么

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感兴趣， 要么从客观主义的

视角将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实际上，在这种分裂

的世界观中，心灵成为与身体无关的、抽象的、超

越性的心灵； 身体成为与心灵无关的人为概念化

的身体。在流行的普遍观念中，身体就是那个物理

的、化学的、生理的身体，而不是那个与“我”共存

的、“我”体验着的、无需寻找而直接使用的身体。
而后者正是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所提出的“现

象的身体”概念。实际上，梅洛-庞蒂通过阐述身体

的现象维度，旨在提供一种存在论的视角，在这一

视角中， 人不再是对立的、 矛盾的心灵和身体之

和，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个存在。梅洛-庞蒂的这

种对人的理解方式代表了现代哲学中的一种新的

思维方式，一种超越传统二元论的思维方式。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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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分别以威廉·詹

姆斯的“纯粹经验”、狄尔泰的“生命存在”以及海

德格尔的“人之此在”观念表现出来，这些思想观

念共同构成了现代哲学中的具身性思潮。

一、具身性思潮的起点：
对主-客二元对立的超越

通常， 最直接的最素朴的观念是将主观世界

看成是我们内在的思想世界， 而将那个我们直观

到的外部世界视为脱离于我们独立存在的客观世

界。 笛卡尔在近代初期对这种素朴实在论进行了

认识论的批判：那个所谓的客观世界一点也没有超

出我们的经验世界。 尽管笛卡尔最终承认存在两

个相互平行的世界，即精神的和物质的世界，使其

既是客观主义的创立者也是主观主义的创立者①，
但是， 由于笛卡尔将全部知识的确定性建立在自

身存在的基础上，又“承认‘清晰’和‘判然’（两样

全是主观的）是真理的判断标准”②，因而从根本而

言，笛卡尔是主观主义的。 自笛卡尔之后，主观与

客观的对立成 为 近 代 哲 学 与 自 然 科 学 分 流 的 标

志。 一方面，自然科学努力排除任何主观的因素，
而追求全部现象背后的物理定律， 世界成为依照

某种理性存在的恒常之物， 脱离人的主观经验的

客观存在。 随着自然科学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范围

不断扩大， 这种客观主义日趋深入人心。 另一方

面， 出自笛卡尔的一切哲学都偏向于把世界看成

是唯有从我们对于精神的所知、 通过推理才可以

认识的东西，如此，所谓客观的世界不过是主观经

验世界的一部分。
主-客对立的观念在近代的认识论批判中经

历了一种内涵的转变， 由主观经验世界与外部物

理世界的对立 演 变 为 意 识 机 能 与 经 验 内 容 的 对

立， 而其中的转变更为根本地发生在对所谓 “客

体”的理解上。 “客体”由意指外在的物理世界演变

为意指意识经验的内容。 这种经验主义的立场中，
意识作为一个不同于物质的实体存在的观念被抛

弃了。 但是在很多思想家看来，意识仍然作为事件

的见证者而存在， 并认为意识是具有一种内在结

构的东西，这种内在结构在本质上仍是二元的，它

像油彩一样具有溶剂和颜料两个部分， 这两个部

分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截然分开。 而在詹姆斯看来，
精神实体的观念需要被彻底地抛弃， 并用纯粹经

验来取代之，以排除一切形式的二元论③。 现代哲

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动因就是力图超越主-客对

立的思维方式。 詹姆斯用“纯粹经验”来消解这种

对立。 在詹姆斯看来，经验具有一种模棱两可性，
“‘内’和‘外’并不是经验一来到我们这里就自带

的两个特征……”④同样，“一个未分化的经验在一

种语境中，扮演着一个知者的角色，在另一种不同

的语境中却扮演着一个被知的东西， 一个客观的

‘内容’。 ……而且，因为它能够在两处同时表现，
完全可以将它说成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⑤。

詹姆斯并非是对笛卡尔二元论思维方式进行

批判的第一人，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末，德国哲学

家狄尔泰在尼采和叔本华的影响下从学科关系的

视角论证了传统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的问题。 狄

尔泰认为， 笛卡尔将当时已获得优势的自然概念

发展为一种庞大的机械主义， 这种机械主义认为

自然这一整体内的运动量是恒定的。 而笛卡尔同

时又接受这样一个观点， 即一个单独的灵魂可以

从外面在这一物质体系中产生运动。 这种自相矛

盾使他不得不通过上帝观念来维持二者的相互作

用，这“最清晰地表明了自然的新形而上学与传统

精神实体的形而上学的不可相容性”⑥。 狄尔泰分

析了二元论思维方式的逻辑，即，当笛卡尔以普遍

的怀疑确立起自我存在的前提后，这一“生动的自

我经验在充足理由原则的基础上应用于外部经验

时，实体的概念就产生了”，而所谓“精神实体”不

过是转回了作为实体概念起源的生动的经验⑦。 因

此， 二元论思维方式导致了近代以来两种立场之

间的尖锐争论和冲突： 一种是认为自然从属于意

识的先验立场， 一种是将人类精神归属于自然环

境的客观经验立场。 狄尔泰通过将生动的自我经

验或精神生活放置于生命存在之中， 从而消除了

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对立，即“一个人的精神生

活是精神物理学生命单位的组成部分， 这种生命

单位是人的存在和人的生命得到显示的形式” ⑧。
同时认为， 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是相混杂的和重

叠的。 因为“外在世界包含人类事实和精神意义”，
而“人类、社会和历史的科学要在两方面把自然科

学当作基础：第一，心理单位本身只有在生物学的

帮助下才能进行研究；第二，自然是其有意识活动

的中介和范围”⑨。
实际上， 不论是詹姆斯还是狄尔泰， 以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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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庞蒂， 他们通过批判传统主-客对立的二元论

思维方式，所要表达出的是同一个声音，即，没有

绝对的主观， 也没有绝对的客观，“可感觉的实在

和我们对于这种实在所有的感觉， 就在感觉产生

的时候，两者是绝对同一的”⑩。 “世界就是我们

知觉的世界”輥輯訛，“自然所给予我们的也就是我们自

身所有的”輥輰訛。

二、具身性思潮的核心：
心灵与身体在“存在”中的统一

传统哲学的二元论使人们要么关注人的内在

世界，既包括超验的理性也包括感官经验，要么在

自然科学视域中关注生理学意义的身体， 而具身

性思想将关注点转向了人的整体存在， 并将这种

整体存在放置于世界中来探讨， 从而将心灵与身

体统一起来。 现象学的创始人胡塞尔同样对笛卡

尔主-客对立的二元论进行了批判，但胡塞尔的超

验现象学悬置了客观存在， 最终进入主体我的纯

粹思维领域寻求一切现象的源头， 在本质上仍是

笛卡尔式的立 场。 新 现 象 学 的 代 表 人 物 施 密 茨

（Hermann Schmitz）“批评胡塞尔、萨特的现象学解

决主客、 心身关系的方式， 仍属于传统生理学主

义—还原主义的思维范式， 没有脱离开笛卡尔先

验我思的基础。 并认为海德格尔离开胡塞尔的先

验现象学转向此在现象学， 力图从存在论层面上

解决传统心身二元论问题， 比起胡塞尔来是一种

突破……”輥輱訛。 海德格尔用“此在”（Dasein）来表示

像我们这样的存在者，即“除了其它可能的存在方

式以外还能够对存在发问的存在者”輥輲訛。 同时海德

格尔又指出，这种“此在”是一种在世的存在（In-
der-welt-sein），我们总是属于世界。虽然海德格尔

从此在的主体性出发最终又回到了主体的形而上

学，但其存在论思想影响了梅洛-庞蒂，在梅洛-庞

蒂那里这种存 在 论 立 场 表 现 为 他 对 身 体 的 关 注

上，他赋予身体以一种突出的地位，即身体是我们

在世存在的方式。
梅洛-庞蒂用现象的身体概念从总体上表达

了这样一个立场， 即人不是分裂的精神和肉体的

机械混合体，人的任何一种属性、机能或特质都是

一个整体存在的表达。 不论是身体组织、身体的性

欲还是语言，都是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表现。 梅

洛-庞蒂论述到，“心理-生理事件无法在笛卡尔式

的生理学模式下来设想， 也不能被设想为一种自

在的过程和我思过程的并置。 灵魂和身体的统一

不 是 一 种 两 个 相 互 外 在 的 语 词 ———精 神 与 物

质———之间通过臆断的裁定进行的融合。 这种统

一是在每时每刻存在的运动中实现的”輥輳訛。 我不用

寻找我的身体就可以运用我的身体， 我不用考虑

我的身体所处的空间位置，我只要直接地、自发地

移动我的身体就可以到达我的意向目的。 “我”与

我的身体不是分离性的而是一体的。梅洛-庞蒂在

其后期的著作《可见的与不可见的》中提出“肉身”
（the flesh）的概念，这是将心灵与身体统一起来的

更为鲜明的表达。 一方面“肉身”与传统作为物质

的“身体”（the body）概念相区别，表示充满生命力

的血肉之躯；另一方面，梅洛-庞蒂通过采用“肉

身”（the flesh）概念来取代早先“具身性”（embodi-
ment）一词的用处，因为“具身的”（embodied）含有

心灵嵌于身体之义， 虽然心灵与身体已经难分难

解地彼此缠绕于一处，但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而

肉身概念则完全将心灵和身体合而为一。
有 人 认 为 具 身 性 思 想 正 是 在 海 德 格 尔 和 梅

洛-庞蒂的著作中被揭示出来的輥輴訛。而实际上，詹姆

斯在他的《心理学原理》一书中同样流露出有别于

生理学意义的身体观念，“当我们从外观去注视活

的生物体时， 最惊奇的一件事就是它们都有各种

各样的习惯”輥輵訛。 习惯是身体与心灵交织于其中的

交界面，是某种心理倾向包含在身体的态势中，或

身体的某种趋向或认同反映在某种心理情绪中。
“习惯之所以是身体与心灵的交织体，是因为身体

不是机械的身体，而是可塑、可感、活性的身体”輥輶訛。
如果说在写作《心理学原理》时詹姆斯还尚未完全

脱离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輥輷訛的话，那么随

着他的彻底经验主义思想的成熟和系统化， 詹姆

斯对心灵与身体内涵的理解逐渐趋向于一种具身

性的思维方式。 在一篇论述活动经验的论文中，詹

姆斯说“对某种东西在起作用的任何一种把悟，就

是对活动的一种经验”輦輮訛。 而“我”这个词所表示的

不是一个实体的存在， 而只是用来区别活动所发

生之处的地点名称，“就我们是‘人’，并且与一个

‘环境’对立而且相反而言，我们身体中的运动表

现为我们的活动”，“身体所在之处就是‘这里’；身

体行动之时就是‘现在’；身体所触的东西就是‘这

个’，其他一切东西都是‘那里’、‘那时’、‘那个’”。

李莉莉：心智的具身性与整体的人———解析现代哲学中的具身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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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个以往被与心灵实体等同起来的“我”不

过是表达身体作为被经验世界的中心———观察中

心、行为中心、兴趣中心的一个名词，和“这 个”、
“这里”一样表示一种强调。 “自我”不再是“处于永

远流动和运动 之 中 的 知 觉 的 集 合 体， 或 一 束 知

觉”，而是“总是被感觉在场的身体”輦輯訛。 “心灵是牢

牢固着在身体上的”輦輰訛。 通过这种对“自我”概念的

重新诠释，詹姆斯先于梅洛-庞蒂表达了“我就是

我的身体”这一具身性思想。
当然，从思想发生的顺序来看，现象学中的存

在主义， 以及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都或直接或

间接地受到了狄尔泰的生命哲学观点的影响輦輱訛。狄

尔泰的生命哲学同样针对传统哲学中对物质和精

神的割裂， 认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不应是单纯的物

质，也不应是单纯的精神，而应该是人的整体的生

命，而这种生命的突出特征就是人的精神生活。 这

种精神生活不同于传统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心理学

所对待的那个抽象的精神实在， 而是人的一种生

活的或生命的存在方式。 狄尔泰说，自然科学的研

究将呈现给意识的事实视为一种来自外部的、被

分离地给予的对象。 与此相反，他倡导一种不同于

以往的关于人的研究， 这种研究的对象最初是从

内部关涉地（from within）被给予的，是真实的且是

一种生命之流輦輲訛。狄尔泰认为体验是研究这种内在

精神生活之链的唯一方式。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现

象学以及具身性思想的源头。 正如梅洛-庞蒂在

《行为的结构》一书中所表达的，“世界因为包含有

生命， 已不再是被各个彼此并列的部分充满的东

西，而是在行为发生的地方的自身‘塌陷’”輦輳訛。 而

“行为所发生的地方”不是一个可以被碎片化分解

的东西，而是一个涌动生命能量的整体存在。

三、具身性思潮的结果：
意识作为一个实体的消解

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式确立了认识论的

基础———毋庸置疑的“我”存在，并将“我”等同于

一个思维之物、一个理性、一个心灵。 然而，受时代

精神所限，笛卡尔将理性的起源归于上帝，认为是

上帝赋予“我”思想的能力。 这种观念在近代哲学

中表现为超验论的唯心论哲学。 唯心论者到绝对

的精神主体中寻找认识的起源， 并对描述这种精

神主体更感兴趣， 从而极力否认感官经验作为认

识开端的合理性。 超验论的唯心主义所设定的绝

对主体虽然具有一种合目的的统一性，但却“使世

界不可理解地摇摆不定”輦輴訛，它的主观主义色彩特

别违反一般的常识。 另一方面，倡导认识起源于感

官经验的经验主义哲学家们， 却透过感官看到了

一个自然的实在，并帮助实在论再次复兴起来。 认

识作为自然之镜的隐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形成

的。 詹姆斯正是看到了近代哲学中所隐含的这一

认识论困境，才提出了彻底的经验主义思想。
意识作为一个实体，或心灵、自我作为创造对

象的绝对精神， 其确定性在具身性思维方式中受

到了质疑。 可以说，从笛卡尔开始，“我”作为一个

精神存在或一个意识被很多人所接受， 对精神实

体的确信同我们对外部物体存在的确信一样是一

种直觉的结果。 古老的实在论以对外物的直觉为

根本，在认识论问题及世界的统一性上陷入矛盾。
超验论的唯心主义以对“自我”的直觉为根本，而

迷失在主观世界的虚境中。 前一种直觉已经在近

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得到了批判。 但后一种直

觉却几乎是一切近代哲学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

的来源。 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对这两种直觉都

予以批判，特别是后一种直觉。 在《“意 识”存 在

吗？ 》一文中，詹姆斯引用了当时一位哲学家的观

点作为这种直觉的表达：“我们称之为意识经验之

内容的东西都与一个以‘自我’为名的中心有着这

样的一种特殊关系，只有通过这种关系，内容才得

以在主观上被给予，或者出现”輦輵訛。作为对这种观念

的反对意见，詹姆斯提出，意识是不存在的，“那些

死抱住意识不放的人， 他们抱住的不过是一个回

响，不过是正在消失的‘灵魂’遗留在哲学的空气

中的微弱的嘘声而已”輦輶訛。
詹姆斯所驳斥的这种意识被视为是主观的构

成物， 或者是经验所由以镶嵌于其上的基底。 对

此，詹姆斯反证道，世界，不外乎知觉的世界和我

思的世界， 它们都是由一种可以被称为 “纯粹经

验”的素材所构成的。 纯粹经验既可以是客观的，
也可以是主观的， 它是什么取决于我们的谈论或

涉及。 当它“是平实无华的未经限定的现实性或存

在”时，它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这”。 传统哲学

中对思想与事物的区分在这里显得不那么合乎逻

辑了，詹姆斯说，我们不能说一个现时的尺子具有

广延性，而一把想到的尺子则没有。 因为“每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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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广延的物体的适当心理图画都必须具有物体本

身的全部广延。 ”物理的或知觉的世界与所思的世

界的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广延，“而在于在两个世界

里都存在的各种广延的各种关系”輦輷訛。因此，区别于

物体的意识实体是虚构的， 真正实在的是具体的

思想，而思想和事物都是用同一种东西做成的，即

纯粹经验。 意识并不是经验所由以镶嵌于其上的

基底，“没有什么基底……经验本身，一般来说，可

以从它的边缘上生长起来”輧輮訛。当然，对意识作为实

体发挥作用的否定并不意味着意识果真不存在，
“谁要是把意识这一概念从他的第一本原表里抹

掉， 谁就仍然必须设法以某种方式使这种职能得

以行使”輧輯訛。 意识并非作为一个超越性的东西来实

施其认识作用，它只是“我们的生动活泼的生命的

一个职能， 又为什么一定要认为它是一种时间以

外的静止的关系呢？ ”輧輰訛

同詹姆斯一样，梅洛-庞蒂也对传统意识观念

持有一种批判的立场。 这主要表现在他对包括胡

塞尔在内的一切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改造上。
梅洛-庞蒂说，现象学主张“回到事物本身”，“这种

回归绝对不同于唯心论者（idealist）之回到意识”，
唯心论者“借助‘我不可能将任何东西领悟为存在

着的， 除非我首先在领悟活动中将自己经验为存

在着的’，而将主体或意识分离出来”，同时这种纯

理性的分析 （noetic analysis）“将世界的基础建立

在主体的综合活动上。 ……相信能够回头追溯先

前构成性行为所遵循的道路，然后在‘内在的人’
中抵达一种总是被等同于内部自我的构成力”，而

实际上，“真理并非仅仅‘寓于’‘内在的人’，或者

更准确地说， 没有什么内在的人……我的存在永

远不应该被削减为我对存在的光秃秃的觉知，而

是应该再加入别人可能拥有的对它的觉知”輧輱訛。 这

样一来，具身性思潮通过消解意识的实体性，从而

超越了近代哲学的认识论鸿沟。

四、具身性思潮与认识的起源问题

传统哲学中作为一个实体的意识概念消解的

同时， 由这个意识所承载的认知主体的职能也就

不复存在了， 或者可以说认知过程并不像传统哲

学所理解的那样，具有明确的主体和客体之分，这

一点我们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 那么我们如何看

待和理解认识呢？ 詹姆斯说，如果我们将构成世界

或一切事物的原始材料叫做“‘纯粹经验’，那么我

们就不难把认知作用解释成为纯粹经验的各个组

成部分相互之间可以发生的一种特殊关系。 这种

关系……的一端变成知识的主体或担负者———知

者，另一端变成所知的客体”輧輲訛。 即，认识职能的承

担者不再是经验世界中那个纯粹的自我或意识实

体，而可能是任何一段经验。 在知觉性经验中，“知

者和所知是同一件经验”，它在这一个结构里是知

者，而在另一个结构里是被知。 詹姆斯用关于房屋

的经验来加以说明。 他说，房间-经验处于两个进

程的交叉点上， 沿着不同的路径进入了两个结构

中，一个是主体的个人传记，一个是房屋的历史。
而认识的发生就是“某些外来的现象”以及“连结

的特殊体验”加诸于原初的影像之上，从而形成一

种连续和不断确证的过程， 即构成了一种认识空

间。 这样那个原初的影像才会“被叫做知道实在的

知者”輧輳訛。 “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这样的一些过渡被

感觉到，那么第一个经验就认知最末一个经验”輧輴訛。
因此， 传统哲学中理性主义或超验论者所提出的

“‘一个’东西如何能认知‘另外’一个东西这整个

问题，在‘另外性’本身是一个假象这样的一个世

界里，就根本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了”輧輵訛。
实际上， 一种具身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对经验

主义、 理性主义或超验论的批判而否定了认识起

源中的人为性。 经验主义将认识的起源设定在感

觉上，然而在作为部分、元素的感觉如何形成整体

的问题上， 经验主义常常诉诸于一些人为的联结

机制。 而理性主义及超验论则借助于一种反思性

活动力图在主体之中寻找认识的根源。 相反，具身

性思维方式期望肃清一切意识的污染， 而回到一

个未被扰动的本源。 这个本源在詹姆斯看来就是

纯粹经验，而在梅洛-庞蒂看来就是知觉，在狄尔

泰那里则是生命的原初状态。 对此， 詹姆斯和梅

洛-庞蒂都谈到了反思的问题。詹姆斯认为反思具

有一种人为分解经验之流的效力，他说“当反思的

理智一旦工作起来， 它就在流动过程中发现了一

些不可理解的东西。 它把经验的各个元素和各个

部分区分出来，加给它们一些不同的名称，而像这

样分割开来的东西， 它就很难再把它们弄到一起

了”輧輶訛。 而实际上，我们应该回到直接的生活之流，
即纯粹经验之中去，因为是它“供给我们后来的反

思与其概念性的范畴以材料”輧輷訛。

李莉莉：心智的具身性与整体的人———解析现代哲学中的具身性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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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梅洛-庞蒂认为反思活动人为地构建了

一个“自我”和“世界”，然后在二者之间寻求某种

认知的关系，但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必须被描述，
而不是被建构或被形成”輨輮訛。全部可被描述的真实，
也是我们将“自我”与“世界”分离开来的起点就在

我们的知觉中，“我的知觉场永远被颜色、 声音以

及转瞬即逝的触觉感受所充斥，我无法准确地将它

们与我的清楚知觉到的世界背景关联起来， 但是

它们也是我无论如何都会立即‘放入’世界之中的

东西，而从来不会把它们与我的白日梦相混淆”輨輯訛。
再者， 我们无需判断就能够知道哪些是我们自己

的构想， 哪些是知觉的现实，“知觉不是一门关于

世界的科学，它甚至都不是一个活动（act），一种刻

意采取的立场；它是所有活动（acts）从中突显出来

并预先假定的背景”輨輰訛。由于“反思并非是从世界中

撤退向着作为世界基础的意识统一体前进； 它后

退以观看像烟花一样绽放的超越性的形式； 它松

开将我们与世界连结起来的意向性之线， 这样才

能将之（意向性之线）带入我们的注意之中”輨輱訛。 因

此， 真正的认识的起源就不是那个反思所能达到

的“绝对的心灵”，“彻底的反思”必须意识到自己

依赖于一种非反思性生活輨輲訛。以此为基础，梅洛-庞

蒂构建了他的知觉现象学， 把知觉视为一个具身

性的过程，并从知觉中寻求认识的起源。
由此，梅洛-庞蒂通过修正胡塞尔现象学的唯

心论倾向而将超验论现象学发展为一种存在论现

象学。 我们看到，梅洛-庞蒂的具身性思想是在深

入考察笛卡尔的认识论逻辑和胡塞尔的超越论现

象学的基础上提出的。 如果脱离这一思想史的背

景和线索，具身性的意义将不复存在。 因此，所谓

具身性思潮的主旨和动因必须在广阔的哲学背景

中得到理解。 一方面，具身性思维方式的形成是以

近代以来的二元论思维方式为前提和基点， 意欲

融合二元论思维方式中心与身的分离， 并从整体

的人的视角构建一种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 另一

方面，通过批判并超越二元论思维方式，具身性思

潮消解了二元论思维方式下的意识实体概念，解

决了传统认识论的困惑和难题， 并对传统哲学遗

留下的认识起源问题给出了更具启发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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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ersonal social capital of Chinese resident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ealth； the constituents of
individual social capital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health； personal social capital， especially the size of the
network and the type of acquaintance unit， are important factors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health； the impact
of personal social capital on health has obvious differences in gender， age， educational level， social status
and urban-rural， with obvious inter-group and spatial attributes.

Key words： Chinese society； social capital； health level；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Village： A New Topic
Wang Ping， Liu Shim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 310014）
Abstract： The ancient problem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the village has become a

“regular confusion” in modern society and a proposition that must be explained. With the decline and
marginal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industrial preferences and urban preferences of agricultural poli-
cies， and the gradual decline of agricultural political ideology，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in the
village seems to have become a mainstream. Nearly at the same time as “de-agriculturalization” is the “post-
agricultural”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villages， the development of
retail and service industries， that is， the post-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decline trend of villages of
villagessuch as hollowing -out of villages and marginalization.The decentral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the
variety of village developments indicate that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village relationship is undergoing
great changes， and the complex impacts and possible consequences of such changes on village transformation
need to be further assessed.

Key words： agriculture； village； deagriculturalization； post-agriculture

Human Body’s Demasking and Transcendence： An Interpretation of Inter-subjectivity
Liu Wenxiang

（School of Marxist，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430073）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uman body cannot be abandoned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inking and

consciousness. To some degree， the development of consciousness manifests in the form of body. In the
meanwhile， there’s no human body that can exist individually， and it has to be with others so as to produce
ethic relation and orders with others. The consistent resistance and anti -violence reflect inner ethic
relationship within a human body， namely， an unforgettable feeling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and concerns from
oneself and others. However， to neutralize or physicalize a human body only suspends it as an intermediary
and adds it into some thinking. But， this kind of chaos of thinking is very likely to become a source of
reprint or copy which reflects on the world battlefield. Human body becomes an existence that consistently
develops and evolves in the history.

Key words： body； inter-subjectivity； Phenomenology

The Embodiment of the Mind and the Unitary Person：
An Analysis of the Embodiment Thought in Modern Philosophy

Li Lil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uqi 830017）

Abstract： In the modern philosophical dualistic thought led by Descartes’ dualism， the subject and
object were opposites， the subject of cognition was discriminated from the object of cognition， and the
human being was decomposed into mind and body， and was understood in a split way. The dualistic way of
thinking not only led to epistemological predicament， the dilemma of mind-body problem， but also to make
a mystery of the origin of knowledge. From the thoughts of Dilthey， James and Merleau-Ponty etc.， we can
see a modern philosophical trend of thought. It criticized the way of thinking of dualism， meanwhile， by
reinterpreting the concept of the body， it not only dissolved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the opposition between mind and body， but also dissolved the sense of consciousness as an entity. It
not only provided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of the origin of cognition， but also focused on reshaping the
embodiment of the mind and the integrity of person.

Key words： modern philosophy； embodiment thought； mind embodiment； unitary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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