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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葛兰西来到了与德
勒兹相同的问题域# 对葛兰西
来说"哲学是属于每个人的"是
$一定的世界观%&同上#第

(&%

页!# 葛兰西最基本的问题是"

这一世界观是否自身是一种影
响"一个机械强加的结果"或者
成为世界历史的生产性力量#

在这条 '葛兰西
!

德勒兹%

思考路径的开头" 有一个简单
却并非因此容易的洞见( 哲学
不应该考虑存在之物# 我们可
以说" 存在之物会 '照顾自己
&

!"#$% &'($ )* +!%,-*

!%" 不需要
进一步的分析" 更不需要论证
它们的合法性# 如葛兰西在此
指出的那样 "机械地 '强加 %一
种对存在之物的看法" 会阻挠
人自身活动领域之建构)))

'存在之物% 妨碍了活动性*创
造性和'世界历史%的生产# 倘
若'知性%可能是哲学为自身设
定的一个任务" 那么对活物而
言"'存活%*维系或者不如说建
构性地参与世界就必然是一个
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活动"并且
活动要求不是被给予的* 而是
由自身创造出来的概念#

概念的创造从来都不是
'从无创有%# 无论对德勒兹还
是葛兰西"哲学"即概念的构建
都是以创造性* 生产性为标志
的"后者总是与某个问题相关#

因此" 这个问题要求)))乃至
呼唤)))新的概念# '+一个人
的, 世界观是对于现实世界某
些特殊问题的反应" 这些问题
在它同世界直接的关联性上是
十分特殊和 -原创的.%&同上#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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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方括号内为译者所

加!/ 针对哲学钟爱当下之事*

从而钟爱永恒所做的批判在结
论上是正确的" 虽然这种批判
的前提未必总是正确#也许"存
在如下情况(倘若无事发生"即
没有任何效力产生* 没有产生
变化或者被感受到" 或者不存
在劳动" 那么哲学的任务仅仅
是简单的记录存在之物" 即使
是以表象的形式来记录#

因此"哲学的创造性
.

建构
性就必须关涉有效性)))劳动
与活动# 葛兰西与德勒兹分别
说明"哲学的任务是"哲学必须
与存在之物的现实性相适应 #

然而这并非适应于传统形而上
学式的设定)))实体*本质*在
场* 永恒)))而是适应于一个
世界"在其中"力是存在之为存
在的根本" 并且力就是力之所
为 &

*)(&, +% /0'! +% !) 1, '23

*)(&, 45%! +% /0'! +! 3)$%

!)))

这是对德勒兹的基本洞见的概
括# '另一个世界%"即持存的*

永恒的*悠闲自在的世界"是以

规范的方式 &也因此是静态的

和表象的方式! 运用这些概念
的世界 "也就是说 "在这个视
角中 "劳动 *有效性和力都是
以遭到否认的方式来表达的 #

用葛兰西的话说 "这是霸权概
念下的一个问题# 只要劳动是
从属的 "就 '被剥夺了所有的
历 史 的 首 创 精 神 &

0+%!)(+&'-

+2+!+'!+6,

!%&同上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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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有改动!# 对葛兰西来说"

哲学的创造性必须成为其最本
质的特征(

在某种意义上! 自然所提

供的机会! 并不是对于预先存

在的力量"""对物质预先存在

的性质"""的发现和发明 !而

是同社会利益# 同生产力的发

展和进一步发展的必然性紧密

相联的 $创造 %&&实际上 !实

践哲学并不研究一架机器以便

了解和确定它的材料的原子结

构!也不是研究它的物理的#化

学的或机械的自然组成要素

'这是技术的事情!是精确科学

的事情(!而仅仅在它是物质生

产力的一个要素的意义上 !才

是特定社会力量的属性的一个

客体! 并表现为一种符合于特

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 ) &同

上#第
'##

–
#(

页!

从 !创造性 "到 !配

置"或!总和"

刚才引证的段落后面还
说"'在历史发展中" 物质生产
力的总和&

-

.

+2%+,7,

!可变性最
小# %&同上#第

'#(

页!德勒兹
表达了一种相似的概念连接 "

对他而言"这种连接总是创造
.

建构一个总和
.

配置 ('概念是
具体而微的配置" 像一部机器
的装配图00%&德勒兹和伽塔

利#%什么是哲学&#第
"%*

页!#

因此"概念是创造性的"这一点
是就他们也是一个 '配置%*一
个'总和%而言的# 在一次访谈
中"德勒兹坚持认为"'配置%这
个概念也许是1千高原2中最重
要的概念3对他而言"'配置%提
供了关于力如何产生效果的更
加富有成效的理解方式" 无论
施加力的能动者是怎样一个
'某物%"也就是说"摆脱了同一
性或本质等形而上学问题的纠
缠#这里的观点是"'能动者%只
能在回溯的意义上从它所做的
事情出发来识别" 而非按照它
之所'是%来识别)))更不用说
按照它的'原本之所是%来识别
了#德勒兹与伽塔利说明了"从
效果回溯到起因的做法" 不需
要同时使得 '起因 %成为 '某种
东西%"后者具有规定其行动的
形式或本质#

葛兰西和德勒兹正是挑战

了那种从有效性折回本质性
.

实体性的同一性"折回'物之所
是&

/0'!8+!8+%

!%的做法# 例如"

按照德勒兹的说法"身体'不是
通过对它进行规定的形式而被
界定的" 不能被界定为一个被
确定的实体或主体" 也不是通
过它所拥有的器官或它所发挥
的功能而被界定%&德勒兹和伽

塔利#%千高原&# 姜宇辉译#上

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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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以这种方式"

身体就不是一个 '某物 %"也无
法被以目的论的方式识别# 相
反"它'唯有情状&

'**$&!%

!"局部
的运动"差异性的速度%&同上#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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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德勒兹给出了司各
脱 所 命 名 的 ' 个 别 体
&

0'$&&$+!9

!% 去言说那个通过
自身有效性而成为其所是的
东西#

这是一个 '此物 &

!0+%

!%而
不是一个'某物&

/0'!

!%# 司各
脱在他那里发明了 '个别性
&

0'$&&$+!'%

!% 这一术语去阐明
任何一个个体都是独立于其本
质而存在的 (个体性 *单一性 "

必须必然地独立于形式或本
质# 假如本质"'原本之所是%"

是亚里士多德对'它是何物4 %

这一问题的回答" 个别体对这
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指示性的
'此物 % &

!0$ +23$:+&'-

'

!0+%

%!#

然而"无论是对司各脱*德勒兹
还是葛兰西" 个体都不是简单
的*非复合的#那个某物)))例
如一个身体)))能够同时成为
许多也只是'此物%的'事物%的
一种汇聚&

&)7+2;8!);,!0,(

!"它
把德勒兹引向了 '配置% 的概
念"把葛兰西引向了 '总和 %的
概念#

正如葛兰西所说(

&&可以说 ! 我们每一

个人都在其改变和变更认他

为 中 心 的 复 杂 关 系 网 络

'

'22)3'7,2!)

( 的程度上改变

自己# 修饰自己* 在这个意义

上! 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

不是政治家! 不能不是改变环

境的能动的人 '

-

+

5)7) '!!+6)

(!

而环境则被理解为我们每个人

都置身其中的关系的总和* 如

果说人们自己的个体性就是这

些关系的总和的话!那么!创造

个体性就意味着获得对于这些

关系的意识 '

&)2%&+,2<'

(!而改

变个体性! 则意味着改变这些

关系的总和* &同上#第
%(%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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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勒兹一样" 葛兰西也
看到"个体不是简单的"而是复
杂的东西"是多元体的汇聚#多
元体在此被设定为诸关系的总
和#如同德勒兹那样"葛兰西的
分析从有效性问题开始)))事
物是如何变化或修正自身的 4

这里的困难是" 个体之所以是
个 体 " 在 于 它 是 汇 聚 的 产
物)))或者"也许就是'一个诸

多关系的 复 杂 体 % # 葛兰西
这里指向的是一个人以及这
个 人 所 纠结 &

=2)!!,3

" 这是

-../0-12.3/

的另一个含义!的
社会关系"而他的这一关注"被
德勒兹在一个更大的形而上学
的领域中加以扩展# 如同德勒
兹指出的那样"一个人体"自身
是一个配置" 例如肝既不是为
了以作为整体的身体为目的 "

也并不在相反意义上" 用它对
整体而言的作用和'目的%来定
义什么是肝#然而"身体是多元
体的布局" 以便于其以某种方
式产生有效性" 这种有效性使
它成为'某物%#

然而" 葛兰西也强调了这
个存在论立场的特殊的社会维
度# 即便一个个体只是那种处
于各种要素关系的网络中的身
体" 这个身体也同样处于有效
性的网络中" 处于有效要素的
网络中" 这些要素可能不是或
者不止是它们的物质维度上的
构建#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

马克思对交换价值的分析就已
经显现了这一存在论性质的问
题# 葛兰西的'总和%概念正是
在这一存在论意义上运作的 #

假如诸关系&或者#按照德勒兹

和伽塔利的话说 # 逃逸路线

456.27 /8 8569:3;569.27 02 8<632=

#

情状性
4-882>36?63627=

#条纹空间

的平滑化
471//3:6.9 /8 73@6-320

7A->2=

等等 !都能自身作为 '事
物 %而生产 "那么人类活动之
任务 " 一个人活动之领域 "就
必然是有能力在实体与主体
之外运作 # 事实上 "葛兰西和
德勒兹都阐明了 "事物的本质
性的 *实体性的同一性在最好
的情况下也是无关紧要的# 而
最糟糕的情况则是" 作为概念
的本质和实体凭借自身就具有
有效性 "要求 '行动的人 %给出
他们行动的依据" 也就是给出
他们的行动所根据的 '某物 %#

然而 "个体的茁壮成长从不依
赖于这一根据#

葛兰西这里的结论将我
们带回到了概念与思考在这
一有效性之网中的作用的问
题#通过这一返回"他为德勒兹
的斯宾诺莎主义奠定了道路 #

如葛兰西强调的那样" 有效性
的网络要求思想" 或者用他的
话说"要求意识的参与 # 那就
是 "哲学所具有的与存在之物
的有效性相联系的创造性迫
使我们承认 "现存之物决不构
成全部实在#

实在与思想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交换
价值对最通常的存在论所提出

的挑战" 是其力求拓宽存在论
范畴的外延#然而"这一拓宽将
导致动荡" 因为一旦我们被推
到通常的存在论范畴之外)))

这些范畴几乎总是以二分的方
式呈现&存在

;

非存在#实体
;

偶

性 '现实
;

潜能 '必然
;

偶然 '现

存
;

非现存!)))我们就会看到
这一存在论的局限性" 乃至看
到它的彻底失败" 即它无法解
释所有的有效之物 &它们由于

有效而必须被看作实在之物!#

1资本论 2的开篇章节 "以多种
方式表现为一种传统的" 有时
甚至是学院派的关于存在论的
讨论# 由实体概念展开"1资本
论2首先假定"对于商品是怎样
的 '某物 %这一问题 "必须回到
商品的实体性#然而"马克思接
下来阐明" 成就商品其所是的
东西实则是商品的交换价值 "

后 者 反 而 是 一 种 奇 特 的 实
在)))一种 '幽灵般的对象
性%# 于是"商品的实体性就成
为了非实体的" 但与传统存在
论不同" 这一非实体的实体性
对 '成就商品之所是 %而言 "不
仅有效而且关键#

因此" 马克思的分析阐明
了实体其最为实体性的要素可
能是非实体的" 如此一来那实
体的非实体性就意味着在分析
某物的所作所为时" 它的同一
性)))它的本质)))完全是非
本质性的"并且最终"那个并不
存在的事物可能反而是实在
的#既然用德勒兹的语言来讲"

我们表明了通常的'思想图像%

至多是无力的" 那么我们该如
何思考'何谓实在%4

这就是德勒兹提出 '思想
图像%这一术语的地方(

在这个意义上! 概念化的

哲学思想有着它尚未言明的前

提!一个前哲学的,自然的思想

图像! 后者是从不折不扣的常

识中借用而来*根据这一图像!

思想与真的东西有了亲缘性 -

它以形式的方式占有了真的东

西并且在质料的层面上欲求真

的东西*正是经由这一图像!每

个人都知道了# 并且被认定为

知道了思想意味着什么* 在此

之后! 只要思想受制于这一预

先判定所有事物的图像"""它

已经划分了客体与主体! 以及

存在与诸存在者"""那么 !诸

如哲学是从客体还是主体 #从

存在还是存在者出发这类问题

就无足轻重了 &

>+--,% ?$-$5<$@

?+**$($2&$ '2A B$C$!+!+)2@ !('2%D

E'5- E'!!)2@ F,/ G)(=H

I)-571+' J2+6$(%+!9 E($%% KLLM@

CD KNK

!#

这里 "德勒 兹 向 任 何 一
种 表 象 哲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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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攻击 "这些
哲学假定 "哲学的问题是回答

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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