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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丹麦哲学家索伦·基尔克郭尔(1813-1855)对黑格尔以及西方传统哲学、基督宗教伦理的批判，曾导致
了一场欧洲思想界的危机。
基氏对自己的理论主张作过精辟而简约的概述：我的存在必须是经历过的，它必须是存在的；思考和
存在是不同的，存在是一种行动的形式，而不是一种思考的形式，而且它是一种必须和思想相关联的
行动的形式。
这种与行动相关联的思想，就是“主观性思想”，“真理就是主观性”，“存在就是主观性真理的发
掘”（D·帕尔默《克尔凯戈尔入门》），基氏的主张构建了影响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哲学思想——
“存在主义的真理”。
他的代表作《哲学片段之科学附言》（1846)被欧洲哲学界视作“存在主义的圣经”。
基尔克郭尔也由此被认定为是从黑格尔通向存在主义的桥梁，是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奠基人。
在他的思想影响下，他的得意弟子让—保罗·萨特也成为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代宗师。
    《概念恐惧》是基氏“主观性真理”的一个重要构成和基本命题。
基氏关于“主观性意识”的理论，直接产生于他的“恐惧”概念。
因而，该书是探微基氏存在主义哲学思想的一部必读书。
    《概念恐惧》是托名维吉留斯·豪弗宁西斯写作的，发表于1844年。
基氏最初的宗旨是从心理学角度思考有关基督宗教的原罪问题，并对基督宗教伦理予以抨击。
故而，学术界曾一度将《概》当作一部心理学著作（见乔治·布兰德给尼采的信，1881）。
其实，这是一种误读。
恐惧只是作者言说所选择的一个“审思”对象，即通过心理病理学中恐惧现象的形而上诠释，来演绎
个体人应如何以自由为信仰认知真理。
他诠释的初衷，是借助人之认识真理的心理历程来批判基督宗教对“罪”及“有罪性”的释义，因此
，不否认基氏审思恐惧概念有着心理学的意义，正如他承认的“恐惧是是梦着的精神的一种定性，就
其本身而言它属于心理学范畴”（本书P62）。
如果，审思恐惧仅仅停留在在心理学层面，它的意义只是指向了神学教义学，也就是从恐惧概念的定
性及其产生的成因来考究“罪”的概念。
基氏十分明白这一点，心理学的心境是“发现一种恐惧”，它的考察结果只能反映恐惧心境对“罪”
的“忍耐性（P21)”，无法完成对基督宗教伦理的批判。
为此，基氏必须对“恐惧”作出新的定性和考量。
在批判黑格尔关于“罪”的言说时，基氏发现了“罪”与“恐惧”的一个认知逻辑的关系：“罪”的
堕落不是意识主体因某种必然性而发生的，而是人在“自由的可能性”之中行罪；“自由的可能性”
在个体人中表现为“恐惧（P35)”。
诸如，亚当在伊甸园贪食禁果，受引诱而发生性错，这是一种可能性所为；而当他意识到行为有罪时
，即产生了一种恐惧。
罪与恐惧的认知关系证实了人作为意识主体是无法“逃避恐惧”的，“恐惧是一种由精神所决定的无
知性（P66)”。
基氏的思考和认知逻辑的发现，则将“恐惧”概念的考量从心理学的定性提升到了哲学本体论的层面
。
对“恐惧”概念的诠释也便成为存在主义至为重要的一个哲学命题。
    恐惧概念的起因是“罪”。
这是基氏存在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的一个预设。
这个预设是通过亚当的故事来表达的。
亚当与夏娃食禁果萌生情欲冲动，“罪”便成了亚当、夏娃性行为的现实性。
人类在历史的演进都将性欲冲动的行为视作“有罪性”，个体人对自己的置身状态产生了一种向往，
这就是“恐惧”的由来。
个体人的“罪”与群体在历史中的“传承之罪”表现了一种“恐惧着的可能性”。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概念恐惧·致死的病症>>

罪进入了恐惧，罪又携带着恐惧。
基尔克郭尔借用圣经作比喻有着双重的涵义。
一是基督宗教的“原罪”并非完全游离心理学范畴，它可以成为心理病理学探究心境与伦理的对接口
；二是恐惧是人的灵魂与肉体的“综合”，是思考人的行为与人的意识关联的切入点。
这也是基氏从心理学分析提升到哲学认识论考量的一个思维路径。
为此，基尔克郭尔通过对圣经教义“罪”的心理学分析，间接进入了对恐惧本质的哲学思考。
其思考的表述为：个体的人是通过行为设定了罪的可能性；而个体人的恐惧是随着罪进入世界，开始
了个体人对世界、对存在的认知过程。
这也意味着，基氏的表述是显现了存在主义认识的一个思维过程：当个体人处在一种非完美性的存在
状态时，常常会产生一种向往、切望或期待的表达来显示自我；而他对置身的存在状态感到陌生时，
就会制造出一种“恐惧”。
因此，个体人是无法逃避恐惧，恐惧存在于自我；要拯救自我，就需要超越恐惧，认识自我。
    超越恐惧，须要强调自我意识，即单个人的精神（或说信仰）的重要性。
这是基氏通过对恐惧差异性的解析表达的另一重哲学涵义。
基尔克郭尔将恐惧区分为主观恐惧与客观恐惧。
前者是对个体人的置身状态而言，后者是世界（包括群体）对“有罪性”的反射。
个体人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对主观恐惧的表达。
对此，基氏作了如下的解释：主观恐惧是个体人以潜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它与个体人的本质有着密切
关联，当人作出意志行为的选择时，恐惧就会在人的意识中凸现。
根据他的诠释，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恐惧本身不具备终结意义，人们处在恐惧的潜意识中，必须作
出选择，或是将恐惧意识停留在内心世界，备受恐惧的压力，感受无法安宁的楚痛；或是选择超越，
进入自由的领域，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去认知世界。
而唯一能够实现“超越”的，真正解恐惧除的是精神、 是信仰。
基氏十分强调，“只有信仰能够做到毫无顾忌地放弃恐惧”（P78)。
    再推进一步，是男性与女性的恐惧差异性，它是表述个体人的精神“综合”的差异性。
基氏在谈及主观恐惧时，多次举例了女性比男性更恐惧的心理现象。
这一心理现象分析论证了另一种事实：面对恐惧，女性表现更为“虚弱”。
诸如，天真的女孩被一个男子用欲望目光盯着时就会产生恐惧；相反，女人盯着男孩时只会产生厌恶
。
女性与男性对恐惧意识的差异性，就在于男性更有一种“精神的定性”。
女性在精神与自然之间的选择时，往往选择自然，承受恐惧的压力。
女性对恐惧的屈服归因于对“精神”（信仰）的排斥，或说是一种“精神缺席”，其结果，个体人将
在“恐惧中沉沦（P98)”。
如是分析也是基氏所作的反证。
他说明，人一旦失去信仰或缺失精神，是无法体现自我意识，超越恐惧。
显而易见，强调信仰（包括人的意志、精神）对超越恐惧的作用，是印证了基尔克郭尔哲学思想的本
源，即“存在主义的真理”就是“主观性真理”。
    基氏在演绎恐惧概念时，还引入了瞬间的概念。
恐惧虽存在于瞬间，但其哲学涵义却连结着过去与将来。
人们对恐惧心理历程的认识也凸现了个人对存在、对世界的主观认识过程。
这样，基氏审思恐惧现象诠释主观认识世界就有了完整的意义。
    从哲学意义上说，瞬间是处于运动与静止之间而不在时间之中的过渡范畴。
哲学本体论中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过渡，等同性到不同性的过渡都有“瞬间”的概念，它包括了历史性
的领域及历史性预设的知识都存在着“瞬间”。
基氏运用“瞬间”的概念的目的是在于理解“恐惧”在“过去”存在与“将来”存在的哲学意义。
基氏说，“恐惧是个体人的生命中的瞬间”（P123)。
生命的“将来”，对于时间来说是可能的，人们的认知是把“恐惧与将来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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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过去”，是过去的不幸使人感到恐惧，过去的恐惧有可能“被将来重复”。
在这里，基氏运用格林童话中故事《傻小子学害怕》作为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每个人必须经过“
学会恐惧”的历险过程，由此就不会因为“没有恐惧过”或“没有沉陷于恐惧”而迷失自己(P233)。
恐惧瞬间连结的过去和将来正是人们应该和经历的认识世界、认识存在的过程。
经历过恐惧的个体人会在人的最脆弱的瞬间去懂得怎样审查自我。
基氏不无幽默地说，人是能够“恐惧的”，“恐惧越深，人就越伟大”。
    恐惧的概念，是基尔克郭尔在存在主义哲学理论中演绎诸多生存概念之一种。
他把“生存规定为精神”，而“精神”与“自我”是同一的。
他的一个著名的公理就是，“人是精神”，“精神就是自我”。
《概念恐惧》的核心话语是“做人”，做人的目的是要成为“自我”。
对恐惧概念的解析，就在于要回答：自我是什么？
怎样成为自我？
没有恐惧就不会有自我；学会恐惧，自我就有获得认识自由的可能性。
恐惧作为一种存在，人应当通过信仰从恐惧中寻找到自我，拯救自我。
    《概念恐惧》被欧洲哲学界视作“论述自我”，以及阐述人“去成为自我”的经典，是一部被尼采
视作19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见尼尔斯·托马森《不幸和幸福》）。
当代丹麦哲学家尼尔斯则将《概念恐惧》评价为可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相提并论的杰出著作。
它奠定了基氏在欧洲哲学界的学术地位。
萨特更是十分推崇他的恩师，常常被其富有审思穿透力的哲理所折服。
萨特直言了自己的体验：“《恐惧的概念》其书名就是一个悖论，‘恐惧’不是一个概念，但它却是
一切概念之非概念性的基础”。
“它吸引我去理解那个作为一切概念之源泉的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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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念恐惧前言引言  Ⅰ　“恐惧”，作为“传承之罪”的预设并向其本原反溯地解释着“传承之罪”    
 1 关于概念“传承之罪”的历史暗示      2 概念“那最初的罪”      3 概念“无辜性      4 概念“罪的堕落
”      5 概念“恐惧(AngeSt)”      6 “恐惧”，作为“传承之罪”的预设并向其本原反溯地解释着“传承
之罪”  Ⅱ　“恐惧”作为向前发展的“传承之罪” 1 客观的“恐惧”  2 主观的“恐惧”   甲“世代传
承”关系的后果   乙那“历史性的关系”的后果  Ⅲ　“恐惧”作为那“罪”的后果，它是“罪的意识
”的“不出现（Udeblivelse）”  1 那“无精神性”的恐惧  2 在命运的方面对恐惧进行辩证定性  3 在“
辜”的方面对恐惧进行辩证定性  Ⅳ　那“罪”的恐惧或者“恐惧”在那“单个的人”身上作为那“
罪”的后果    l 对于那“恶的”恐惧    2对于那“善的”恐惧    Ⅴ　“恐惧”作为“通过那信仰而拯救着
的”致死的病症前言序言第一部分　那致死的疾病是绝望  　一　“绝望是那致死的疾病”  　二　这
种疾病（绝望）的一般性  　三　这种疾病（绝望）的各种形态第二部分　绝望是那“罪”  　一　绝
望是那“罪”  　二　那“罪”的继续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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