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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现象学的基本法则
!

###兼论其在注意力政治学#社会学中的可能应用

倪梁康

摘
!

要!注意力心理学和注意力现象学的概念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对注意力可以进行心

理学分析&也可以进行现象学分析'当现象学被理解为描述心理学时&这两者是不可分

的'它们所确定的法则也基本相近'注意力现象学的理论既可以应用于注意力经济学&

也可以应用于注意力政治学和注意力社会学'最初通过现象学的和心理学的注意力研究

所获得的基本法则至今仍然具有其效力&它们构成注意力政治学和注意力社会学的基础'

关键词!注意力现象学)

E#

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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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伊勒)注意力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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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最初是一个意识哲学的问题!

&后来成为心理学的问题"

&当前也随生物科学

的发展而进一步成为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的问题'关于注意力的种种思考和讨论自古以来

就有之&但对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应当是在一个半世纪前才开始&并在此后不久便提供了

众多的成果'而将注意力问题和注意力理论引入经济学研究并形成颇有影响的注意力经

济学学派&则是在一百多年之后的事情!德国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格奥尔格-弗兰克在

!77%

年出版了0注意力经济学!一个设想1

#的著作'注意力问题与注意力理论至此成为

心理学(经济学和传媒学的共谋'在这里&意识心理学的问题$被运用到经济学中&并且

进一步运用到传媒学中'严格说来&注意力经济学是传媒经济学和媒体心理学的一个合

作项目'由于这里的主题是意识现象或心理现象&因此现象学与心理学的研究在这里需

要提供理论基础'经济学和传媒学的运用实际上需要以注意力的理论为基础'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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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塞尔的遗稿中有一份他于
!7!"

年手录的关于注意力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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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早的可

以追溯到赫巴特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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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此问题上对胡塞尔影

响最大的当属以下几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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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意力的研究在心理学中通常会追溯到瑞士心理学家欧根-布洛伊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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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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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版的0心理病学教程1那里&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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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该书的第九章讨论了关于注意力的一般问题和关于注意力障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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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心理学家的意识心理学概念与心理学领域的双重划分相关'例如布洛伊勒将心理生活分为有意识的和无

意识的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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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心理学也可以分为意识心理学与无意识心理学'后者主要以弗洛伊德在0梦的诠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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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阐释的无意识学说为起步'在哲学领域则可以

注意爱德华-封-哈特曼在
!%&7

年便已发表的0无意识哲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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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是有意识的心理的核心

部分&在无意识的心理那里很难谈得上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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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注意力经济学是注意力心理学在经济学和传媒学领域中的一个实际运用'

一旦将注意力理论运用于政治学&当然便有可能产生出一门注意力政治学的学科'但我们眼前的

现状是!尽管与注意力相关的政治策略及其使用比比皆是&但*注意力政治学+的概念尚未提出&遑论注

意力政治学研究的展开与成型'注意力经济学的问题也与此类似&它的概念已经形成&但仍缺少心理学

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注意力的实践尚未获得注意力的理论基础'而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现代

心理学尚未成为像现代物理学那样的本质科学'至今为止&胡塞尔对他那个时代的心理学所说的依然

有效!*在心理认识方面&在意识领域的认识方面&我们虽然有.实验
e

精确/的心理学&它自认为是精确

的自然科学的完全合法的对应项###但即使它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它在主要的方面仍然处在

前伽利略时期'+

!胡塞尔尝试建立一门虽非自然科学般*精确的+(但却精神科学般*严格的+现象学!它

包含现象学的哲学与现象学的心理学'而*注意力现象学+

"就属于胡塞尔在这个思想背景中的长年尝

试和努力'它的效果正如普莱斯纳所说!*3现象学4这种科学理论的思考的典型之处在于&它并未妨碍

现象学的实践为心理学(心理病理学和所有精神科学所接受'这种促进作用(也包括对哲学的促进作

用&是异乎寻常的&只有弗洛伊德的作用能够与之相比'+

#

一(布洛伊勒的注意力研究

对注意力可以进行心理学分析&也可以进行现象学分析'当现象学被理解为描述心理学时&这两者

是不可分的'即使在现象学与心理学分道扬镳之后&现象学也仍然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划分为现象学的

哲学和现象学的心理学'而作为现象学组成部分的现象学的心理学与现代心理学在讨论的内容上是一

致的&在得出的结论上也常常一致&它们的区别和界限一方面在于是否具有意向分析的视角&我们将在

下一节讨论)另一方面在于它们各自采用的方法!究竟是实验观察的方法&还是内在本质直观的方法'

*内在+在这里是指研究者对自身体验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是超越论的(观察自身的而非观察他

人的)而*本质直观+则意味着研究者的反思目光所指向的是体验的本质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本质关联&

在这个意义上它应当是本质论的&是本质把握的而非经验归纳的'这也是胡塞尔提出*超越论还原+和

*本质还原+的双重现象学还原的理由所在&也是他主张现象学的心理学是*第一心理学+

$并将现代的

经验
e

实验心理学归入*第二心理学+的理由所在'

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在早期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普凡德尔那里发现'他本来就是心理

学家&早期的代表作0意欲现象学1

%既是现象学著作&也是心理学著作'他在这里和在另一部代表作

0心理学引论1

&中都将*主观心理学+和*客观心理学+或*哲学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视作两种可以互

补的方法'

'这也可以从布洛伊勒和胡塞尔各自对注意力的研究成果中看出'前者是以教程的形式对

意识的注意力做了扼要而基本的界定与分析&而后者则在多年的思考中提供了丰富的思考方向&而且两

者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有许多共同的发现和重合的结论'

我们这里首先考察布洛伊勒的注意力研究'他认为!*注意力就在于&引起我们的兴趣的特定感性

感觉和观念得到开启&而所有其他的感性感觉和观念则受到阻碍'+这里涉及注意力的焦点和聚焦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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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笔者的讨论胡塞尔与慕尼黑现象学代表人物普凡德尔和盖格尔的思想关系的论文'倪梁康
#

意欲现象

学的开端与发展###普凡德尔与胡塞尔的共同尝试
#

社会科学&

0"!1

&$

!

%)倪梁康
#

现象学美学的起步###胡塞尔与盖格尔的思

想关联
#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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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注意力现象学的基本法则

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定律!*在注意力中&兴趣(思维在做出开启或阻碍'它做得越是尽力&强度(集中就越

大)有用的表象加入得越多&注意力的范围也就越大'+

!布洛伊勒这里已经在区分集中的注意力和分散

的注意力并定义它们之间的强度'

其次&布洛伊勒还区分注意力的*延韧$

G;)9a+<d<

%+与*警醒$

\+

R

+?+<d<

%+!*延韧是将其注意力持续

地指向一个对象的能力&而警醒是将注意力转向一个新对象$尤其是转向一个来自外部的刺激%的能

力'+布洛伊勒举例说!有时一个人的注意力延韧很弱&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对象上&只能从一个思想

漫游到另一个)有时一个人的注意力延韧会超强&以至于其意识被一个对象完全充满"

'

再次&还可以区分*极限$

J9>+J9?

%注意力+与*习常$

.9C+<-;??

%注意力+'它是布洛伊勒从他对病人

的观察得出的!有些心理病人的习常的注意力很弱&甚至到了一个新地方也不会去为自己确定方位'但

他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提升自己的注意力&直至极限'

又次&布洛伊勒区分*主动的注意力+与*被动的注意力+&前者是指由意志指挥的注意力&是对某个

事物或某个事件的主动关注&后者是指通过外部事件而引起的注意力&是因被某个事物或某个事件吸引

而形成的被动关注'实际上&意志与注意力的关系很早便被关注'例如埃伦菲尔茨在此之前十多年便

已将注意力定义为*内意志行动
e

内追求行动+

#

'后面我们也会看到胡塞尔在这方面的研究与思考'

最后&布洛伊勒涉及注意力的临界范畴!注意与不注意$精神集中与精神涣散%的对立关联'这里的

主要问题是构成注意力对立面的无注意力&即通常所说的心不在焉状态'这里又会回溯到对注意力的

最初定义!对某些东西的关注必定伴随着对其他东西的忽视&或者说&一个关注必定是以一个不关注为

代价的'布洛伊勒在这里列举的一方面是在注意力方面缺乏延韧与超警醒$

P

HN

;:=+

R

+?+<d<

%并存的状

态&例如一个小学生可以被任何响动所吸引)另一方面是超延韧 $

P

HN

;:<;)9a+<d<

%与亚警醒

$

P

HN

A=+

R

+?+<d<

%并存的状态&例如一个学者往往对学术以外的事情漠不关心&如此等等$

'

这里处理的是心理学的注意力问题&已经达及它的临界点'接下来布洛伊勒讨论的是注意力障碍

的情况'实际上这构成心理病学的特有领域&因为注意力还属于正常的心理和心理学论题&而注意力障

碍则已经属于不正常的心理以及心理病学或心理病理学的范畴了'

布洛伊勒基本上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心灵分析的传统'如果亚里士多德可以被称作现象学家&那

么布洛伊勒也应当无愧于现象学家的称号'只是他在0心理病学教程1中的阐释十分扼要&没有展开对

在这些概念或范畴之间的本质联系的说明'

二(胡塞尔的注意力现象学

布洛伊勒所讨论的这些问题主要在于!什么是注意力, 它有哪些类型, 它受什么支配, 它会产生

何种结果, 这些也都是注意力现象学要讨论的问题'

胡塞尔与布洛伊勒给出的所有这些似乎都属于意向活动的现象学&而非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但

我们也会发现&注意力与引起注意的东西也有关联'因此&这里也会涉及意向相关项的现象学'易言

之&注意力在这里首先涉及关注的意识活动&而后也涉及被关注的意识对象&尤其是在布洛伊勒所说的

被动注意力的情况中&即当我们考虑为什么这个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而另一个却没有的时候'

胡塞尔第一次提出*注意力现象学+的概念是在
!7"&

年%

'他在此期间的相关研究手稿已于十多

年前结集&以0感知与注意力$选自
!%78e!7!0

年遗稿%1为题作为0胡塞尔全集1第
8%

卷出版&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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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意力的现象学研究&也还散见于他的意识分析的各个已发表和未发表的其它文稿中'

胡塞尔将注意力理解为*意识的狭窄$

E)

R

;

%+

!和*集中+&他也将这个意义上的注意力称作*特殊的

感知+或*特殊的意向+'因而他对注意力的讨论常常是与感知分析一同进行的'胡塞尔认为!*也许没

有注意力或兴趣的感知无非就是兴趣程度较低的感知'+而在带有注意力的感知中的*意向$

Z)<;)<+A)

%+

与*充实$

E:Q]??-)

R

%+则被他用*紧张$

X

N

9))-)

R

%+与*松弛$

Ù/-)

R

%+来加以刻画'$

P-9666\ZZZ

&

7%Q#

%也就是说&注意力可以被视为一种带有强烈兴趣程度和意向指向的感知'

胡塞尔提出了与布洛伊勒类似的命题!*同时被感知的独立的个别客体之范围越大&属于它们的感

觉复合的体现成就的就越小'+$

P-9666\ZZZ

&

7%

%*兴趣越是集中&被偏好的个别性仿佛就意味得越

多&反过来&它被分化得越多###其余均同$

(;<;:+/

N

9:+C-/

%###&它在活的意指方面的范围就越小&因

为兴趣的强度并不仅仅取决于它的长度'+$

P-9666\ZZZ

&

77

%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尔也常常将注意力作

为特殊的感知而与外感知(内感知(时间意识(回忆(期待(把握(阐明等等并列提出$

(Q#̂/#T!$

&

X#$

%'

但一般说来&注意力并不仅仅出现在感知的过程中'在其他行为中&例如在回忆和想象中&在图像

意识和符号意识中&我们也可以通过意志将我们的主动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对象和过程上'而在自由想

象中&我们的注意力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指向我们意欲指向的地方'此外&在本质直观的情况中&我们

的注意力可以从感性直观的对象转到观念直观的对象上&例如从一张红纸转向*红+本身&从一张椅子转

向*一+本身&如此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注意力是一个行为中的因素而非一个完整的行为&例如不是一

个特殊的感知&而是可以随着目光的转向而跨越感性感知&成为其他行为中的构造性因素'在这种情况

下&胡塞尔也常常将注意力与一个意识行为中的其他因素区分开&如指向状态$

I;:+(.<;</;+)

%(特殊意

义上的意指活动(执态以及执态变异等等$

(Q#̂ /#4\Z%ZZ

&

X#!!09

%'

胡塞尔在这里明确承认注意力是意识行为中的一个因素&它不仅出现在直观和所有其他直观种类

中&而且出现在所有意识领域中$

666\ZZZ

&

881

%'而他之所以常常将注意力与感知放在一起讨论&看起

来主要是因为注意力在感知的情况中表现得最为清晰&就像意向性在感知领域中最容易得到观察一样'

由此可以理解胡塞尔在
!7"&

年的*私人札记+中首次谈及自己在*注意力现象学+的计划时所做的一个

谨慎限定&即*至少在直观和感性的领域内+

"实施这个计划'

这样一些与意向分析相关的注意力研究已经初步表现出它与通常的注意力心理学或注意力心理病

学的不同之处'事实上&在感知(想象(回忆(情感(意欲等等意识分析的大背景中展开对注意力的研究&

这是胡塞尔通过长期而经心的意识现象学思考才获得的一种得天独厚的能力!在意识研究方面的总体

视野加上敏锐视力&这是现代心理学无法通过实验观察来替代的东西'反过来&意识现象学的许多思考

倒是可以取代现代心理学通过实验观察来加以*客观证明+的基本心理事实'从胡塞尔的遗稿中便可以

了解他对注意力所做的各种分析尝试&例如&区分不同的注意力模式$

P-9666\ZZZ

&

88&

%和各种不同

的注意力方向$

P-9666\ZZZ

&

81!

%&以及如此等等'

!7!8e!7!2

年期间在哥廷根随胡塞尔就读现象学的埃迪-施泰因曾在回忆录中记录过当时在德

国各地以及在哥廷根大学哲学系里现象学家与实验心理学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包括她的一次在心理

学实验室里的受试经历!*有一段时间我曾被一个丹麦心理学家用作实验人'我在黑暗的房间里坐在一

台速示器$

G9(.

H

/<A/*A

N

%前&有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绿色闪亮的形状对我展示出来&每次都是一瞬间&而

后我必须说明我看到了什么'我在这里看出&这里涉及的是对形状的再辨认&但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

释'我们现象学家对这些故弄玄虚的做法一笑了之&并且为我们自由的思想交流感到高兴!我们并不担

-

"0

-

!

"

这个说法最初是胡塞尔从布伦塔诺讲座中获得的!在胡塞尔的遗稿中有一份
!%%%

年
&

月
01

日的关于*意识的狭窄$.根据布伦塔

诺的讲座/%+的思考记录'$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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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注意力现象学的基本法则

心&一个人可能会抢走另一个人的成果'+

!实际上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现象学的心理学与后来的实验

心理学之间的基本差异'我们可以将它们称作哲学心理学与科学心理学的差异&也可以将它们称作理

论心理学与经验心理学的差异&或者主观心理学与客观心理学的差异'

历史地看&这个差异在心理学发展的开端上并不明显'大多数心理学研究者本身都是哲学家(逻辑

学家和精神科学家'最初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并开创实验心理学的代表人物如威廉-冯特(威廉-詹姆

斯等人都仅仅将心理实验视作心理学研究的一种辅助手段'高级的心理过程是否可以通过观察实验的

方式来把握和研究&这在当时和如今都还是一个问题'后来的海尔曼-艾宾浩斯以自己为受试者的记

忆实验以及冯特的学生奥斯瓦尔德-屈尔佩的内省实验&实际上是一种类似于当时的哲学家如马克

斯-舍勒以及如今分析哲学家们仍在使用的所谓*思想实验+的方法'

布洛伊勒作为心理病学家所使用的观察他人的方法和现象学家使用的反思自己的方法在注意力问

题的研究中是可以结合为一的'但应当强调一点!它们之间的差别是明显的'从可靠性程度上看&通过

自身反思所获得的知识是直接的&而且可以是本质直观的&但较为有限&仅限于反思者本人所具有的注

意力意识类型和注意力方向&它们可能是最普遍的(为所有人共有的注意力种类&不太可能囊括所有种

类&例如布洛伊勒所说的*超坚韧+或*超警醒+的注意力等&尤其是在心理病理案例的研究中'基本上可

以说&心理学家研究的是正常的(每个人都共有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结构&他们通过观察自己完全可以获

得直接的心理学知识)而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是异常的(病态的心理&只能通过观察他人来获得相关的知

识&除非他们自己就是心理病患者'与此同理&一个从未体验过绝望或狂喜$

E*/<9/;

%的反思者是无法

成为绝望现象学家或狂喜现象学家的'当然他们也可以通过对他人的实验和观察来获得心理学知识&

但以此方式获得的知识只能是相对间接的和归纳的'

不过这里所说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实际上并非恰当的表达&它们会引发对现象学家的唯我论的

不当指责'显然用*第一原本的+和*第二原本的+来刻画它们之间的差异要更好些"

'或许可以说&本

质必然的知识与前者相关&而经验可能的知识则与后者相关'

讨论正常的心理时&我们通过观察他人和观察自己而得出的结论往往可以不分彼此'例如&在危机

状态中一个人的注意力常常会失灵)又如&在深度思考时一个人常常会因一只嗡嗡地飞来飞去的苍蝇而

无法集中注意力)再如&不同的颜色会给人以不同的感觉&红色热情&黄色明朗&蓝色深远&如此等等'这

些观察结论&既可以通过对他人的观察(也可以通过对自己的反思来获得'

三(注意力政治学与注意力社会学的可能性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一方面&注意力现象背后是兴趣的问题&这也是与意欲和价值相关的问题)另

一方面&位于注意力现象前面的问题是!在了解了注意力的基本性质之后&应当如何将注意力的知识应

用于实际的经验领域'如前所述&注意力经济学是一个类似的案例'我们这里还可以考察*注意力政治

学+的可能性&并且主要是以现象学的方式来考察注意力在政治学中的实然状况以及应然事态'

从注意力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注意力是有限的意识资源在意识内容方面的分配&例如分配给外部感

知或内部感知&分配给感受或思想&分配给行为或举止等等'作为一种能力因素&或精力资源&它的强度

会随身体状况的好坏(年龄大小(意志强弱等等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例如&老年人的所谓*健忘+&通

常与他们精力不够密切相关'这里的*精力+&应当是指精神的注意力'它意味着心智注意力的强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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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在他于
!78$

年所做的关于交互主体性问题的思考中区分出三种*原本的被给予性+的基本类型!本己当下体验的$感知%(

本己过去体验的$回忆%和他人的体验的$陌生感知%原本被给予性&他将它们分别称作*第一原本性$原
e

原本性%+(*第二原本

性+和*第三原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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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待发的论文*关于.唯我论难题/.道德自证

分/.八识四分/的再思考###佛教唯识学(儒家心学(意识现象学比较研究的三个案例分析+中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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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这样就会导致自己的经历没有被或很少被记录下来&没有被或很少被记忆所保留'记忆力的减弱实

际上是因注意力的减弱所导致的'健忘症在很大程度上也应当是由注意力障碍引起的'

由于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信息的洪流以前所未有的(铺天盖地的方式到来'相对于各种来自意向

对象方面的刺激&作为有限意识资源的注意力也就会愈发变得有限'这是需要从注意力经济学角度出

发来研究的理论问题&而将这个理论研究的成果再运用于注意力经济学的实践领域&那么我们会发展出

注意力的商学和商业经营技术'或者将其扩展至政治学&我们也可能获得注意力政治学及其实践手段!

注意力的政治策略'###我们这里主要讨论注意力政治学的问题'

注意力政治学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要研究和了解注意力在政治中的作用&而且更重要是在于&如

何在政治中将注意力作为策略来运用'不过笔者在这里只是关注前者'

媒体的指向是众人&政治的指向也是众人'因此&如果仅仅是以指向众人为宗旨&那么我们当然也

可以(甚至更应该讨论社会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与众人有关&与多数有关'但政治

学最初的含义*政治+包涵两层含义&*政+指的是领导&*治+指的是管理'*政+是方向和主体&*治+是手

段和方法&*治+是围绕着*政+进行的'而社会学则有所不同&*社+是指团体&*会+指聚合&意味着众人间

彼此的相合与领会等等'这里之所以特别讨论注意力政治学&是因为这门学科应当讨论的主要问题在

于!如何在国家管理的事务中掌控被管理者的注意力!在何种情况下应当让众人将注意力集中于何种事

实或事态&在何种情况下应当将他们的注意力引开何种事实或事态'在传媒独立于管理层的情况下&传

媒可以与管理者形成共谋&也可以与管理者形成对立'而在传媒依赖于管理层的情况下&只会出现前一

种情况'不过&如果我们也想考虑社交媒体的状况&那么我们就应当讨论注意力社会学'

大众媒体与社交媒体都是由现代传媒科技决定的'由于传媒科技就是为博取注意力而生的&因而

注意力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注意力政治学和注意力社会学&例如没有互联网&社交媒体是无法想象

的'但这个意义上的*决定+有点类似建筑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建筑设计一样&更一般地说&也类似

于物质决定意识一样'但注意力的观念和理论只会随新媒体的出现而发展&却不会随新媒体的出现而

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与物理学中牛顿学说和爱因斯坦学说之间的承接关系相似'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

说!*科学主宰着在高度技术化的文明中的世界观&为注意力而战已经成为这种文明的日常文化'+

!

四(注意力政治学及注意力社会学的原则

这里可以大致得出将注意力现象学的理论应用于注意力政治学和注意力社会学的几个初步的结论!

!#

现代传媒对注意力造成的影响首先在于&由于各种发布和获取的信息量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日益

增多&而注意力被吸引的可能性也会以相同的方式日益增多'但由于注意力作为意识资源或意识功能

是有限的&因而由此带来的最终结果是注意力的稀释&即对最多的事情赋予最少的注意力'用布洛伊勒

的表达来说就是注意力坚韧性的最小化和注意力警醒性的最大化'例如&在社交媒体中&参与者每一次

的看贴都受看贴者自己的注意力支配&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而每一次的转贴也都表明了转贴者本人

的注意力指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看贴意味着注意力的一次选择&转贴是二次选择&意味着注意

力的一次凝聚和强化'例如&社交平台上的个人看贴与转贴的数量实际上是与注意力的强度与持久成

反比的'当注意力的警醒度达到最大值而坚韧度逼近最小值时&*意识的狭窄+就无从谈起&注意力也名

存实亡&它与通常的感知无异'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在意向活动方面&标题党的态势越行越盛&传统媒

体的头版头条被手机刷屏取而代之&甚至学术论文的相对细密的论证也开始被置换为简捷短小的警句

格言)而在意向活动方面&由于过于频繁和过于强烈的刺激导致了注意力的麻木&因而产生新的注意力

障碍症&对任何事情都知道一些但又不熟悉的情况(对任何事情的兴趣都不能长时间维持的情况也越来

越普遍&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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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梁康!注意力现象学的基本法则

0#

现象学的视域分析表明&视域拥有一个比意向相关项或意识对象更大的范围!我们的视域包含了

对象&但不仅仅是对象&还有它的背景'我们感知对象时&它的周遭背景也一并被给予'这些背景不是

对象&但处在我们的视域中'我们专注于对象时&背景中的事物是非对象的&不被注意的'只有特殊的

情况才会使我们发现&这些非对象的(未被关注的东西是处在我们视域中的'例如&当我们在咖啡馆专

心致志地交谈&并未留意在画架上摆放的花朵'当一阵风吹来&花枝摇曳&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此时我们

才会留意到这里的花卉的存在!

'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这朵花时&花作为对象进入我们的感知领域&它

的周遭&如我们的咖啡的气味和味道&重又成为不被注意的背景'梅洛
e

庞蒂所说的*所有迹象都表明&

神经系统无法一次做两件事+

"

&实际上是就注意力而言&而非就意识行为一般而言'例如我们完全可

以做到一边骑车一边听音乐&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但注意力始终只有一个&并且必须不断地在两个行

为之间切换'这个结论既可以通过神经科学&也可以通过反思自身来获得'

8#

意识的窄化还意味着&对某些事物的关注是以对某些对象的放弃与忽略为代价的&或者说&对某

些对象的注意同时意味着对另一些对象的不注意'而在所有传媒经济和许多依赖传媒的经济那里&*为

注意力而战+在当今的传媒社会与传媒经济和传媒政治的环境中常常就意味着*为生存而战+'以往*酒

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在非传媒经济体或较少依赖传媒的经济体那里还起作用&但总的经济政治态势则

是!没有获得注意力也就没有获得生命力'

$#

传媒时代的*为注意力而战+无异于*为生存而战+'这个趋势导致传媒领域和依赖传媒的社会政

治领域中的新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就意味着&适者赢得注意力'因此&为了博取注意力&许多热点被造

出&并有意识地将真相或事实挤出视域&或至少无意识地将真相和事实覆盖'这也是传媒时代如今已经

步入所谓*后
e

真相+阶段的主要原因'当代的生存竞争表现为造热点(传热点和刷热点的竞赛&它们往

往取代和掩盖了与人造热点无关的实事本身的问题'

以上种种分析已经初步表明&传统的注意力心理学和注意力现象学的理论研究并没有失去其原则

有效性&即便是在一个注意力的类型和注意力的方式都发生了质变的后传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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