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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承认的过程》是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保罗?利科逝世前出版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初版
于2004年，系利科在奥地利维也纳人学研究所和德国弗莱堡大学胡塞尔档案中心所作的三次报告的结
集。
本书从哲学、词源学、词典编撰学、思想史、比较语言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出发，考察了“承
认”这个词的词义演变过程，展现了“承认”一词的有规则的多样性与思想史事件的对应关系，阐述
了“作为认识的承认”、“对自我的承认”、“相互承认”的内在机制，呼应了著名哲学家查尔斯.泰
勒对“承认的政治”的理论探索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的领袖霍耐特对黑格尔提出的“为承认而斗
争”的命题的发挥。

　　本书适合西方哲学、法国哲学研究者，对“自我认同”问题感兴趣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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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利科（1913-2005），是20世纪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早年师从法国著名哲学家马
塞尔，后受胡塞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影响，是法国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也是20世纪与伽达默尔齐名的解
释学大师。
主要作品有《意志哲学》（两卷）（1950、1960）、《历史与真理》（1955）、《论解释；评弗洛伊
德》（1965）、《解释的冲突》（1969）、《活的隐喻》（1975）、《解释学与人文科学》（1981）、
《时间与叙事》（两卷）（1983、1984）、《从文本到行动：解释学评论之二》（1986）、《作为他
者的自身》（1990）、《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97）、《记忆、历史、遗忘》（2000）、《承认的
过程》（200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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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导论
　注释
第一研究 作为认同的承认
　ⅰ 笛卡尔：“区分真假”
　ⅱ 康德：在时间条件下的连接
　　1．⋯⋯在时间的条件下
　　2．连接
　ⅲ 表象的没落
　ⅳ 防止难以辨认（méconnaissable）的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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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社会实践和集体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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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第三研究 互相承认
　ⅰ 从不对称性到交互性
　ⅱ 霍布斯的挑战
　ⅲ 黑格尔在耶拿：anerkennung（承认）
　　1．“有赖其概念的精神”
　　2．“有效精神”
　　3．“政体”
　ⅳ 耶拿时期黑格尔的论证的重新现实化
　　1．为承认而斗争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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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相互承认的第三个模式：社会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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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 为承认而斗争与和平状态
　　1．一种和平状态：agapè
　　2．馈赠与回馈的矛盾和交互性的逻辑
　　3．礼物交换和相互承认
　注释
结论 一个过程
　注释
致谢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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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承认”语词的第二次出现一样意味深长。
在着手区别认识和选择两种能力之前（这两种能力是理智能力和意志能力），笛卡尔排除了断言存在
着一种可能来自于上帝的失误力量的猜测，这种力量就好像辨别真伪的力量一样。
我的意图不允许我专注于激烈的讨论，在这样的讨论中，“某种关于虚无的消极观念”、关于“缺乏
”的观念、关于“剥夺”的观念相继受到检验；一个与帕斯卡相称的结果与这种观念一起出现，根据
这种观念，“我是上帝和虚无之间的一个中介体”。
这样的观念给双重的供认提供了本体论的基础，这种供认是：我们良好的判断能力可能犯错误——但
这样的缺点属于我们的行为。
《沉思录》的后续部分对此进行了评论。
可是，通过对这一论证进行修正，我们的译者重新采纳了“承认”这个词：“因为早就知道我的本性
是很懦弱和有限的，相反，上帝的本性是广大的、晦涩的和无限的，我毫不困难地承认（ex hos satis
etiam scio），事物的力量是无限性的，其原因超出了我的精神范围。
”（同前书，458页）正如在第一种情况中，这不再表示在发现的真相期间推迟了对真相的供认，相反
，它暗示了在获得确实性方面的犹豫：“我已经发现了排除对我的下述信仰的充足理由（satis etiam
scio）：上帝本可能赐予我犯错误的能力。
”　　“承认”这个词的第三次出现同样是有启发性的。
这个词位于“尽管”和“然而”编织的网络中，它表现了对犯错误的挥之不去的恐惧：“尽管自从我
已经有了怀疑一切的打算，我肯定只认识我的存在和上帝的存在，可是，既然我已经承认了
（animadverti）上帝的无限能力，我就不能否认它已经创造了许多其他东西，或至少它能够创造许多
其他东西，因此，我存在并应该置身于世界中，作为所有存在物的总体的组成部分。
”（同前书，459页）　　然而，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承认不能有别于认识呢？
这是出于一个根本原因。
正如本研究的后续部分表明的那样，正是从各种事物及其与变化的不同关系着手（根据它们是普通的
客体、各种生物或人来确定的），承认以决定性的方式区别于认识，以至于超过认识。
可是，对于笛卡尔来说，从《谈谈方法》到《沉思录》再到《原理》（指《哲学原理》。
——译者注），“作为真的加以接受”只以观念作为对象。
的确，观念是它代表的某种东西的观念。
但根据被代表的东西的种类，这个某物的分化对于观念的代表性价值的定性并不重要：只有它的清楚
、它的分明和它在从简到繁的顺序中的位置是重要的。
　　《沉思录》在决心方面没有减少多少。
然而，证明的艰难性在前三个沉思中限于三个论断——我存在，上帝存在，心灵与身体具有实质性的
区别，证明的这种艰难性让一个令人不安的基础出现了漏洞，这个基础证明，我们把供认对获得真理
进行的特殊抵制与承认的观念联系在一起是有根据的。
稍前，我已经提到常常出现的错误。
它使得“第四沉思”失去了意义，第四个沉思恰恰是讨论判断的，而这种心灵的活动刚刚是以“接受
”这个词来表示的（“决不接受任何不是真的东西为真”）。
以真为假的可能性显示为这高傲的接受的负面阴影。
从这里出现了再保证的语调，“第四沉思”就开始于这样的再保证。
它开始于对前几个沉思得到的东西进行的仔细总结。
可是，动词“承认”至少在《沉思录》的法语版中突然出现在这个简单检查的过程中。
以前，在提到邪恶天才的论据时（这对发现第一真理是如此重要），这位作者停顿了一下并评论道：
“因为[⋯⋯]我承认（从拉丁语agnosco而来）我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犯错”（同前书，456页）。
译者选择的恰当性似乎与校订的功能和被赋予这长长开场白的概述密切相关。
事实上，停顿不久就取得了进展，“我尝试”（experiencior）这个短语强调了这种进展：“在我身上
尝试了某种判断能力后⋯⋯”（出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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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录》从此后已经找到了它的重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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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承认的过程》是保罗·利科的最后一部著作，这个书名的缩写（PR）刚好是利科名字的缩写。
它向我们展示了利科最后的智慧。
　　——F.Dosse，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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