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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梅洛龐蒂是少數以站在藝術創作者的立場上去看待「存在」的哲學家。由於創作者總是以一種身體形構的方式進入認識當中，因此其中便沒有什麼「理性」或「感性」的區別，這種認知型態在梅洛龐蒂看來其本就是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方式。這當中有一個身體存在的始源性，也就是身體本身的空間性，而梅氏所言之身體空間如何以身體之存在做為開展並自我實現，是將梅洛龐蒂哲學中，由其身體所開展出來其具有「人文」或「文化」意義的主要關鍵處，例如：「身體圖象」或「情境」等具有產生美學意義的介質做一認識。因此本論文是以《知覺現象學》一書中對於空間的「方向」、「深度」、「運動」、「主觀空間」等四種說明展開，與其證諸傳統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在面對「空間」的實際困境，以釐清梅氏「空間」中的身體特徵。爾後再將其處於空間中的身體論析出三種超越性質：如果以「身體之空間性與運動機能」本身而論，則顯現出一種由「能動」的超越；若為處於知覺狀態的「現象場」中，則會出現一種由「物」、「我」關係中引出的「情境」超越型態；而在肉身化的過程中，又表現出一個上升的維度轉換，也就是「空間表現」之超越。以此就引出了其美學部分，也就是有關「身體圖象」、「情境」、「藝術表達」等內容。雖然「身體」或「空間」在梅洛龐蒂哲學中為一體兩面，但是以「空間」做為基調去展開其身體歷程，反而較能固定下來探討「身體」，否則直接談論其身體的概念是極其含糊。


本論文基於現象學本身的進入方式除了藝術存有論探討外，還將梅洛龐蒂所主張的身體形構所產生的藝術方式，直接的面對自杜象以來的藝術；以身體形構的藝術創作過程本為梅洛龐蒂身體感知觀點的來源處（原初空間與藝術）。若就「繪畫」藝術的現代觀點，梅氏所言的身勢形構的確為現代藝術的理論奠基起著重要作用。然而現今的問題起源點是源自於杜象及其引起藝術之觀念化的效應在現代藝術中起著一種微妙的轉折。因此本文將以重新考察杜象的方式，試圖為梅洛龐蒂在現代藝術中尋求一確定的位置。而後在杜象影響下的當代作品裡，我們將呈現自「現成物」以來的後現代藝術發展現象中，能夠決定成為作品的是什麼作用﹖以此我們除了探視「現成物」的辯證發展，還可以見諸詹明信所言之陷溺於技術文化下的當代「物質」觀。於此，我們更可以由其中反思到諸如「文化」或「作者」等當代人文議題境況。總之，對於梅洛龐蒂來說，「身體」並不應僅僅作為存有而被反思探討，「身體」的價值在於行動所產生出的意義。因此聯繫於杜象作為起點，去探討梅洛龐蒂的藝術觀點在當代的可行性，是將梅氏的行動意義及其價值做一當代處境脈洛的認識。
	關鍵字(中)	
      	  ★ 空間
★ 身體
★ 現象場
★ 身體圖象
★ 完形
★ 情境
★ 原初空間
★ 杜象
★ 現成物
★ 觀念藝術
★ 後現代空間	關鍵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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