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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辉：在践行中找到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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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辉

巴黎高等师范学
校硕士，复旦大学哲
学博士，华东师范大
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
院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政治学前沿与跨
学科教研室主任。上
海市曙光学者。中国
法国哲学专业委员会
理事。华东师范大学
奇点政治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新哲人》杂
志中文版主编。主要
研究方向为当代法国
哲学，电影哲学和媒
介理论。译作有《千
高原》《普鲁斯特与符
号》。专著有《德勒兹
身体美学研究》《画与
真》等 。 在《文 艺 研
究》《哲学动态》等权
威及核心刊物上发表
论文数十篇。在三联
中读开设一些哲学普
及栏目。

当一位理论家打游戏、听
音乐时，他会想些什么？

在哲学教授姜宇辉看来，
游戏提供了一个更为丰富而多
样的展现自我、实现自我、彼此
沟通和互动的媒介，在传统公
共空间衰落的当下，游戏进而
成为一种新的公共空间；而音
乐，在人们日益孤独的今天，能
够在建构、重建人们的心灵纽
带之中产生更为积极而健康的
作用。

从电影、游戏到音乐，近年
来，姜宇辉的研究兴趣越来越
转向与个人经验直接相联系的
问题。实际上，姜宇辉最初的
哲学研究并非如此接地气，用
他自己的话说，是从书本到书
本，是非常书斋、理论的。直到
他认识了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
冠军和南京大学教授蓝江，“他
们能够把深奥的文本变得有趣
易读，让学生或观众喜欢，这就
是一种作用。写篇论文可能只
有20个人阅读，举行一个讲座
现场可能有200个人来听，再
放到视频网站上就有20000个
人观看，影响慢慢就推广出去
了”。

所以这两年，姜宇辉也入
驻了一些媒体平台，开设了一
些哲学普及栏目，他愈发感受
到“做哲学”完全可以有另一种
不一样的方式，“除了闷在房间
里写作之外，哲学可以是对话、
体验，甚至是行动，改变人与人
之间的沟通，这种转变直接影
响了我现在的研究方式和写作
的方式”。

开设普及栏目“姜人生哲
学到底”之后，姜宇辉无论走到
哪座城市，都会遇到这个课程
的知音，这让他感到无比快乐
和欣慰，但姜宇辉同时也希望
人们能够将哲学真正融入日常
生活，而非将哲学当成一味人
生的解药，“重要的是，认识到
自己才是生命的主人，不要把
道理当成解药、当成现成的东
西。买了哲学课程、听了十分
钟的课，就想‘药到病除’，这是
错误的。人生是每个人独自要
去面对的、从生到死的过程，是
人与自身的战斗，是人自身的
一种践行。道理只是辅助，所
有的哲学最终都会告诉你，承
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人生的
责任推给别人、推给道理、推给
现成的经验或故事”。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

“声音是存在的家园”时，我想表达
一种更大的境界，强调通过声音，
找到一种关于宇宙论或存在论的
思考。当然这也是与德勒兹著名
的命题“声音是宇宙之力”结合在
一起的，我想把声音重新放回宇宙
之中，让人在宇宙之中找到一个更
大的家园。

读品：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充
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如何理解这
个时代每个人所面临的声音景观？

姜宇辉：首先区分景观与风景
这两个概念。风景（Landscape）是
与自然场所和空间联系在一起的，
与人的肉身、经历、记忆发生关系。
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提出
一个概念“恋地”（Topophilia），风
景强调的是人与一个地方之间的归
属感和情感。“景观”（Spectacle）来
源于居伊·德波的《景观社会》，社会
确实越来越变成一个景观，变成数
字图像，变成各种各样虚拟的空间，
甚至变成被算法操控的符号代码。

AI可以是“母体”，重新
孕育各种可能性

读品：您去年有关 ChatGPT 的
一个论述很有意思：“ChatGPT 可
以激发人类去想问题、提出问题的
能力。当我们还能够发问，以不同
的方式，开放的方式发问的时候，
就证明我们的思考还是有力量的，
还是有生命的。”不过，当人类习惯
了在 ChatGPT 的辅助之下的思考，
如何保障人类思考的独立性和原
创性？

姜宇辉：从 ChatGPT 到 Sora,
这种提问或对话的方式将持续地发
生在人与AI之间。当这种对话不
断发生，就会对人本身起到积极的
推动作用。一方面，这是哲学的传
统，哲学就是好奇、就是提问，人与
人之间通过提问，才能建立共识，通
过共识才能达到彼此间的相互促
进、相互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说，
ChatGPT 是一个良性的健康的媒
介。但如果人类觉得AI具有原创
性，自己就躺平了，这种心态是有问
题的。当人们将原创的责任或自由
推给AI时，错误在于人类：我们发
明了很好的工具，却没有有效地利
用它。

AI 进化的速度可能远超人类
的想象，强大到人类不再具备与之
进行势均力敌的对话的程度。但我
们现在还站在这里，至少目前我们
与 AI 之间仍是良性竞争的机制。
人类不能坐以待毙，我期待人类通
过自身的行动，保持自由、独立与原
创性，通过与AI之间不断地对话，
形成合作共生的关系，把对未来的
掌控把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努力走
向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其实我是
一个对技术发展比较悲观的人，但
我希望人类的未来是美好的。

读品：您多次表达过对人的主
体性在数据面前日渐消亡的担忧。
我们应如何面对AI的生命强力？

姜宇辉：从强度机器的角度，AI
依旧与资本主义各种各样的装置，
尤其是与欲望机器结合在一起的，
还是会实现对人的异化和剥削，大
数据也是一种机器，甚至是一种更
强力的剥削和异化的机器。但我想
引入女性主义哲学家经常谈的一个
概念——“母性”。人们害怕AI，多
多少少将“雄性中心”的形象投射在
AI上，认为AI是敌人、是洪水、是
猛兽。AI为什么一定是这样一种
霸权形象？AI为什么不能像一位
母亲一样？她可以包容自己的孩
子，孕育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未来，
我会继续研究AI如何成为一种“母
性孕育”机制。AI可以是人类重新
出生的起点，这可能是痛苦的，每个
孩子从母亲的身体里面钻出来时都

在大哭，但这种痛苦可能会带来一
个全新的起点。基于此，今年我开
始稍微对AI有一些比较乐观的想
法，不再单纯是消极和悲观的。

走向“主动的孤独”，寻
找自己的使命、意义和命运

读品：您曾谈及自己以前是个
孤独的人，也多次讨论“孤独”这个
话题。请谈谈您是如何面对孤独
的，很多年轻人正被孤独困扰。

姜宇辉：从概念的角度，孤独可
以分为“被动的孤独”和“主动的孤
独”。所有的孤独，大多一开始都是
被动的，没有人愿意形单影只地在
社会上生活，而是因为各种各样的
事情被世界排斥。被动的孤独，乍
看是消极的，换个角度，它可能是一
个全新的起点。在海德格尔看来，
当你与“常人”混在一起，就是一种
沉沦，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没有个性
被凸显，没有偶发的、独创的、新鲜
的东西。当你被世界推出来，反而
是件好事，你不再是沉沦于世界中
的一分子，你开始是你自己，有了一
个契机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命和意
义。被动的孤独慢慢转向主动的孤
独。“主动的孤独”有个很好的例子
是卢梭。卢梭的前半生被鲜花和掌
声簇拥，到了后半生，卢梭在《一个
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自白，他不想
再跟世界玩了，“我生来就不是为了
社会的”，所以他主动脱离社会，重
新思考自我、他人、社会。

人们都是在某个契机的作用
下，从被动孤独走向主动孤独，找到
自己的本体性或本真性，找到自己
与他人的不同之处，意识到作为一
个个体的使命、意义和命运。我说
的是一个道理，也是真实的人生体
会。我小时候是一个孤独的人，当
时的孤独是被动的，我像困兽一样
寻找各种方式抵抗，听了很多摇滚
乐、看了很多电影，这都是一种抵抗
的方式。我想证明自己与这个世界
的不同，但又没有能力证明。后来，
我找到了哲学，通过哲学洞察世界
的道理，找到我与他人不一样的地
方，找到我能与他人真正进行沟通
的地方。

读品：近年来，网络上开设了很
多面向普通人的哲学课程，有越来
越多的人希望通过哲学寻找人生的
答案或道路。同时，人们也在感慨

“懂了很多道理，却依旧过不好这一
生”，您如何看待这种有些矛盾的现
象？如何真正让“哲学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姜宇辉：“懂了很多道理”，有些
夸大其词了，一个人不可能懂很多
道理，吃透一个道理已经不容易。
还有一点，“懂得”是不够的，还要去
践行，将思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
很多人将听哲学节目当成枕边陪伴
或日常娱乐，并没有真正把哲学道
路融汇进生活中。有多少人在根据
他们认同的哲学道理生活？尼采倡
导勇敢地生活，追求生命的创造性，
又有多少人有胆量说自己读了尼采
之后，就勇敢地追求生命的创造
性？凤毛麟角、少之又少。绝大多
数人还是根据常识和经验生活。重
要的是，认识到自己才是生命的主
人，不要把道理当成解药、当成现成
的东西。买了哲学课程、听了十分
钟的课，就想“药到病除”，这是错误
的。人生是每个人独自要去面对
的、从生到死的过程，是人与自身的
战斗，是人自身的一种践行。道理
只是辅助，所有的哲学最终都会告
诉你，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把人生
的责任推给别人、推给道理、推给现
成的经验或故事。哲学真正的意义
还是苏格拉底的一句话——“认识
你自己”，真正发现自己是谁、想要
什么。

从“声音”出发，思考身
边的世界

读品：让我们从您的新作《黑噪
音、白噪音与幽灵之声》谈起，这是
一本思考声音哲学的专著。每个人
每天都生活在无数声音之中，但很
少有人意识到声音之于我们的意
义。您最初为什么开始研究声音？

姜宇辉：声音哲学的研究，一方
面来源于个人兴趣。《黑噪音、白噪
音与幽灵之声》中的文章，大部分来
源于我个人对声音的体验：朗读诗
歌、打电子游戏、看电影、听音乐，都
是我生活中最私人、最内在的东
西。另一方面，我想通过声音来创
造一种新的哲学思考范式或方向。
在日常生活经验中，视觉是占据感
官的主导地位的，所以很少有人注
意到声音或听觉对我们的意义。从
历史传统而言，如同德里达所说，西
方是视觉中心主义的传统，这种传
统还是不可撼动的。我希望用声音
这个维度改变哲学，改变传统哲学
概念化的视觉中心的思维方式，赋
予哲学动态，让哲学流动起来，贯穿
人与人之间灵魂。它可能是一种氛
围环境，而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
念化的思辨。

读品：如何理解“声音是存在的
家园”？

姜宇辉：“声音是存在的家园”，
改编自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存在的
家园”。我认为声音比语言更加重
要，语言与声音紧密结合在一起，两
者之间又有对立，甚至是对峙。语
言更倾向于meaning，即意义，具有
抽象性或符号性。声音是一个物质
性的本体，声音能够表达意义，声音
也是肉体的。庄子提到过“三籁”：
天籁、地籁、人籁，声音不仅关系着
人的，也关系着世界和大地，是风
浪、是水、是气。我个人认为海德格
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多少有
一点以人的生存为中心。当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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