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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我们独立性和创造力的保证的反抗依然可能吗？
谁还能反抗？
应反抗什么？
采用何种新方式？
针对“娱乐”文化，是否可以建立并热爱一种反抗文化？
    朱丽娅·克里斯特瓦构想的反抗不再是一种社会介入方式或乌托邦幻想。
从词源学和普鲁斯特的意义上讲，反抗是对过去、回忆和意义的揭示、颠覆、移动和重建的过程。
本书汇集了克里斯特瓦于1994到1995年在巴黎第七大学关于精神分析学的课程讲义，作者在其中剖析
了精神分析学的作用和局限，并通过20世纪三个作家的经历来反抗文化的进展和死路：阿拉贡，文字
魔法师和政治骗子；不屈的萨特，“人应该反抗”的提倡者；最后还有巴特，用写作未揭穿谎言的雅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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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丽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原籍保加利亚的法国著名文本理论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权主义
者和小说家，也是继罗兰·巴特之后活跃于当今思想界的法国哲学家。
现为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多所世界名校的名誉教授。
克里斯特瓦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提出了“卑鄙”、“过程中的主体”等
概念。
她在符号学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将精神分析学带入符号学的研究，极具建设性地探讨了语言与身体
的关系。
因为将小说和广义上的艺术创作看作当代反抗的一种有效形式，近年来克里斯特瓦亦涉足小说创作，
进一步展现了她广阔的视角和多方面的才华。
 
    克里斯特瓦和罗兰·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文本理论的创立者，主要学术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
析研究》（1969）、《恐怖的权力，论卑鄙》（1980）、《面对自我的陌生》（1988）、《心灵的新
疾患》（1993）、《敏感时代》（1999）、《梅勒妮·克莱因》（2000）。
小说作品有《武士》（1990）、《老人与狼》（1991）、《特瑞斯我的爱》（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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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谢第一章  何谓今日之反抗？
  反抗：运动  反抗：时间和空间  将个人标准化、堕落化的秩序  文化反抗  失去的地基  弗洛伊德：反
抗和牺牲  为什么是阿拉贡、萨特、巴特？
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说，是谁害怕阿拉贡、萨特、巴特？
第二章  神圣和反抗：几个逻辑  肮脏  对洁净的考古学探索  教士和好动的男孩子  违抗，回想，游戏  
神性的永恒和／或者语言的紧迫第三章  弗洛伊德之发现——“语言”的蜕变（弗洛伊德的语言模式) 
1  语言的中间地带：异质性的、无主体的系列一    渐近线    异质性    中介  2  语言的乐观模式证实了“
自由联想”的正确性    意识控制之下的无意识    是谁不知矛盾？
    纯粹数学模式和冲动  3  象征契约和物种发育：从意义生成到人    同化人化过程    自恋，抑郁，死亡
冲动    语言，错误的源泉  4  性欲和思想的并存    “疲惫者”还是“青少年”    移情作用    升华作用    
物种发育还是存在？
    “自由联想”难道仅仅是一种语言？
    再谈升华：再次被赋予性特征    自由联想的危险和益处第四章  再谈俄狄浦斯，或菲勒斯一元论  意
识／无意识与认识  再谈俄狄浦斯，索福克勒斯和弗洛伊德  《俄狄浦斯王》  阴茎至上  菲勒斯一元论  
俄狄浦斯和失败  两性的俄狄浦斯结构  两个侧面  早熟和双相  性欲与思想的共存  父亲的存在与死亡  
菲勒斯秘密祭礼第五章  关于菲勒斯陌生，或幻望与幻灭问的女性   菲勒斯有利时机  “无法忍受”和
“秘密祭礼”  欲望和意义  女孩的双面俄狄浦斯  感性与能指·菲勒斯陌生·幻望  双一俄狄浦斯  母性
：完备与虚空  超社会和易受伤的  受两性畸形幻想之苦或是绕幻望而行？
第六章  挑战与伪装：先驱者阿拉贡？
  1  三种不可能    布勒东：反抗艺术    女性与神奇  2  为伊莱娜辩护    “欺骗真实”    从阿尼塞到南茜·
居纳尔    “写作是我思考的方式”    快感可以表达一切  3  斯大林主义与无限感性格格不入    “我不知
道我是谁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结合”替换了“存在”    无限感官或濒危的非思想    反抗的不可
能性    （政治、媒体的）介入并不总是幌子？
第七章  萨特，或者“人应该反抗”  1  “我是自由的”    诺贝尔奖事件    一个自由的人，一个能理解我
们困境和热情的人    “我成了自己的陌生人我只得遵循自己的法律”——写于维希时期的《苍蝇》    
为反对恶的平庸化：执行自由    作为表演的真实    从作为传声筒的人物到哲学小说  2  “小说一哲学”  
 一个“忧郁的”哲学家揭示了恶心的临界状态    拒绝作为“他者”和“过去”的存在    存在和非存在
的边界  3  寻找一种可靠的行为    存在一他者    从胡塞尔到黑格尔或者从“认识”到“意识”    不可达
到的他者：多个意识的难题    共在：萨特对海德格尔的阅读    写作是一种神经官能症吗？
可能。
但是    “无论如何，社会秩序建立在一种欺骗之上”第八章  罗兰·巴特和揭示谎言的写作  1  升华的
理论    《零度写作》    在“理所当然”的意义下：意义的不可能或过剩    巴黎为什么会出现“精致的
危机”？
    武士    否定性和自由：反对主观论    既非风格又非语言    形式的伦理学    在布朗舒和萨特之间  2  符
号学和否定性    多形态的写作：强制权    如何写作法国大革命？
    小说：欣喜处决    结实的“他”和粉碎的“他”：巴尔扎克或福楼拜    对语言理想性“去物质化”    
作为否定性的语言：死亡和讽刺    作为文本的愉悦的无神论书名及人名中外文对照表术语中外文对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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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允许我在此强调其重要性。
因为它涉及宗教人士的自我超越问题：可能还是不可能实现自我超越？
艺术和文学对这一问题并不陌生。
我们无力象征性地进行反抗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权威、价值和法律己变成空洞、不稳定的形式。
谈及此，请大家回忆一下我之前课程中曾经谈及过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先进民主是被一种将个人标
准化、堕落化的秩序所控制。
这个秩序就好比一整套结构：其中的权利处于大而缺失的状态；司法时而放任时而脆弱；“案件”和
控告在媒体面前上演，规避法律变成了可能，甚至是简单的事情。
如果有人想真正认同与人类尊严相关的价值观，那他会碰到很多因今日的“权利”和“人”两个概念
引发的问题。
我们总说人权为那些遵循共和国建国原则的主体的价值观的丧失筑立了最后一道防线；同时为那些并
不捍卫已成为欧洲和其他地区越来越混杂人群之记忆的宗教的、非超验主体的主体的价值观的丧失也
筑立了最后一道防线。
但是，这些一直被人权确保的价值观、不仅在科技和市场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淡薄，而且还被“遗产
人”所威胁（这是一个法学家们发明的称呼，意指人是可以被转让、嫁接、出卖、遗传的器官聚合体
）。
另外，民主国家因服从一些野蛮军事力量的利益需求而承认放弃大的政治、民族和宗教冲突——正如
我们在前南斯拉夫看到的。
这样一种现实让人们对现在“所谓的价值观”产生了极度韵不信任。
最后，法律和违抗的易于被调整，或者说，它们可被调整的反常性，导致了在现代世界中进行产生洁
净的反抗困难重重。
因为法律不断允许（不是怂恿）人们去违抗它，去“参与其中”，反抗已渐渐变得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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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反抗的意义和非意义》：在普遍均质的娱乐文化中，人们的自由的反抗还可能吗？
我们是否还能建立并热爱一种反抗的文化？
这是一堂关于精神分析学和作为反抗者的弗洛伊德、阿拉贡、萨特、巴特的精妙课程。
旧思维模式的拥护者已老去：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是十分明白；当他们不批评时，他们就反对。
对认同的需求再次抬头：国家主义、传统主义、保守主义、基要主义等等。
思想满足于对文化遗产进行存档：在各种消遣文化中，人们清点、膜拜过去的珍贵遗产。
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好几十年，但是，反抗已经开始，它并未被完全扼杀。
它全力地解读，并将更好地理解这个今日被图像文化以及货币和人道的冷漠所掌控的失根的人类。
这个人类也许并没有完全丧失燃起激情，胸怀疑问和乐于提问的能力。
而“人类智力”中的语言的意义和观念的结构便是人类生活的终极防卫机制。
这便是我这门课程的理论基础，也可以说，这便是我的信仰。
——朱丽娅·克里斯特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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