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格尔导读>>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黑格尔导读>>

13位ISBN编号：9787806578933

10位ISBN编号：7806578935

出版时间：2005-12

出版时间：译林出版社

作者：[法]亚历山大·科耶夫

页数：722

译者：姜志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格尔导读>>

前言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
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
世的地步。
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
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
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
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
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
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
系。
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
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
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
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
的价值预设。
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
，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
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
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
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
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
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
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
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
再作冯妇。
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
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
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
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
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
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
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
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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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格尔导读》是亚历山大·科耶夫1933年到1939年间在巴黎高等学校讲解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
课程，它并不是纯粹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导读。
在这部由他的学生的笔记整理而成的著作中，科耶夫融入了他自己的存在主义思想。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部独立的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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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历山大·科耶夫（1902-1968）法国哲学家，出生于俄国。
是存在主义的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对法国当今的思想界和学术界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除了《黑格尔导读》外，主要著作还有：三卷本的《论异教哲学思想史》（第一卷：前苏格拉底哲学
家。
第二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第三卷：希腊化时代哲学—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康德》，《论法学现象学》，《概念，时间和
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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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按代序Ｉ 1933-1934学年课程Ⅱ 1934-1935学年课程Ⅲ 1935-1936学年课程Ⅳ 1936-1937学年课程Ⅴ
1937-1938学年课程Ⅵ 1938-1939学年课程附录　  　                                                    Ｉ 黑格尔关于实在事物的
辩证法和现象学方法Ⅱ 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亡概念Ⅲ 《精神现象学》的结构译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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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做人，就是不受任何特定存在的制约。
人具有否定自然、否定自己的任何本性的能力。
人能否定其经验的动物本性，人能自愿死亡，冒生命危险。
这就是人的否定存在(否定的：否定性)：在否定其生命的时候，实现否定和超越其给定的实在性的能
力，超越和不同于纯粹的生命存在。
    如果他人的活动也实现了这种否定性，那么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人死亡。
但是，杀死他人意味着把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因此，每一个人都认识到自己的死亡，至少认识到死亡是可能的。
    否定的存在是本质上有限的。
只有当人会死去时，人才可能是人。
但是，为了做一个人，必须作为人死去。
死亡必须自由地被认识到；这必然是一种在战斗中的暴卒，而不是一种生理过程的结果。
    即使人在实现自己的原始欲望，也就是对一个自然的现实事物的单纯欲望时死去，人也否定自己，
没有解放自己，而仍然依赖于自然：他作为动物死去。
    人必须冒生命危险才能制服他人的意识。
他必须进行为了得到承认的斗争。
人在冒生命危险的时候，向他人表明自己不是动物；人在希望他人死亡的时候，向他人表明自己把他
人当作人。
    因此，有生死斗争的必然性。
否定性=死亡=个体性=自由=历史；人是：终有一死的，有限的，自由的，历史的个体。
    所有这些概念都相互关联。
    生死斗争不是一种最终的存在态度。
因为如果人必须冒生命危险，以使他人承认自己的人格，那么他不是作为尸体希望得到承认。
如果他试图杀死他人，那么他不是通过他人的尸体希望得到承认。
    P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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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这是对《精神现象学》的天才解释：不知有多少次，克诺和我从小课堂里出来时透不过气来，是
的，透不过气，说不出话⋯⋯科耶夫的课程将我折断、压碎、杀死了不知多少次。
                                    ——巴塔耶，《内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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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为什么说科耶夫的黑格尔解读在20世纪的作品里可以为那么多人称颂？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揭示了黑格尔思想的当代意义，并且明确告诉人们，我们正在按照黑格尔的
理念，走向历史的终结。
科耶夫的一些话，说得十分精辟，比如他在冷战时期就断言"苏联人和中国人只是目前还贫穷的美国人
而已"。
这一席话，直到今天，依然警诫我们自己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来读《黑格尔导读》。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格尔导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