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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部■再论竹内好与方法论的范式转换

速化了的时间意识和扩大化了的空间意识已经决定

性地支配着中国社会，受到持久的生命循环周期制

约的等身大的世界正在不断地遭到暴力的割裂和抛

弃。就此而言，竹内好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依然有效，
而且带有迫切性。
　　竹内好与鲁迅同样，认为抵抗终究只能建立在

对 “失败” 保持自觉的基础上。其中的关键并非与

欧洲现代的诀别，也不是基于 “必胜信心” 的抵抗。
竹内方法论的本质在于并不是要跳出欧洲现代的框

架之外，而是在置身于其中的情况下予以持续抵抗。
这一方法所着眼的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持续抵抗，
跳出由欧美现代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所搅动起来

的 “文明的漩涡”，从而挽救被忘却的生命和被割

裂的等身大的世界，进而从 “自我丧失” 走向 “自
我回归”。当然，对于遵循其独自的方法所提出的

问题，竹内本人也未能进行充分的实践并给出可行

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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