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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後 After Theory 》

内容概要

在今日，高階文化與低階文化的藩籬已經消失，然而，正如同伊格頓的新書所問的：這是否表示我們
對「文化」的執迷已經取代了一切？在今天這個什麼都可以的後現代時代裡，我們還有辦法積極地參
與政治嗎？當世界有半數的人口每天賴以維生的金額連兩美元都不到時，還可以心安理得地研究《六
人行》（Friends）嗎？在今日這種迫切的全球境況中，究竟需要怎樣的新理路？伊格頓的重要著作《
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y）啟發了新一代的文化研究者，並使他成為左派最頂尖的思想家之一。現
在，他指出普涵性理論的時代已經結束--並試著找出未來應然的發展方向。細述文化理論從一九六○
年代到一九九○年代的興衰，伊格頓追索令文化理論得以誕生的文化與政治因素，檢驗諸如巴特、傅
柯、拉岡與克莉絲蒂娃等開創性的理論家如何從邊緣引出性別、權力、性欲與族群等主題。他對文化
理論的得失做出誠實的評斷，就許多對文化理論提出的標準指控加以駁斥，同時卻也指出文化理論對
於諸多重大議題乃是保持靜默與迴避的事實。
《理論之後》的戲劇性結論乃是：面對著資本主義新起的全球敘事，後現代主義現在可能已經死去。
而文化理論所忽視或否定的--愛、邪惡、死亡、道德、形上學、宗教與革命--正是現在必須積極探索
的領域。正如同這本分析現狀的熱情而基進的論著所顯示的，這些主題在當今的重要性更勝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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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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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後 After Theory 》

精彩短评

1、这个版本还是不错的，至少看懂了，不知大陆版翻得究竟有多烂。懒得对比了。
2、與其說是關於理論的不如說是關於後現代主義以來的文化研究發展反思。為了在形而上的崩坍、
主體的消失作一指向, Terry Eagleton嘗試彌補了文化的缺失, 包括身體、生物性、形而上、道德、邪惡
等等。然而在這些彌補的同時, 他又好像說得順利成章卻沒有說明普遍性等的譜系, 例如自由民主在冷
戰時的詮釋。另外, 又如亞里斯多德的政治觀, 關於實踐的道德。不太明白為什麼要舉一些老遠的例子
。但無論如何, 這本書真的會令人反思, 文化研究、文化理論不是只是研究一下慾望的身體, 還有生存的
身體、生命, 關係到生產的, 不只是消費的。「不過, 它至少對人文學科長期以來在這種結構中的共犯角
色提出挑戰, 而這種挑戰的成果之一便是文化理論」。
3、前半部分，對文化理論猛烈抨擊之後，那些提及的構想，說是面向未來，恐怕只是在歷史中已經
積累下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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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後 After Theory 》

精彩书评

1、歷史是包袱還是裝備，套齊澤克一句陳腐得驚人的話：視乎你的理論立場。早幾天讀書組的讀友
亮了出terry eagleton的after theory的台版中譯本，便心癢要找來讀讀。原因有二。其一，本科時修了英
文系的一門文學批評的課，授課的老師尚算認真，只是tutor的濃妝艷抺令人作嘔。當時為了應付功課
，借了eagleton的文學理論導言便似懂非懂的大抄特抄，說起來他算是恩人。其二，後來嘗試接觸各種
文化理論，當然更是似懂非懂，但也聽聞他是在天花亂墜浪奔浪流的理論朝流中，獨排眾議堅守動員
、運動等傳統觀念和分類的嘮叨老左， 那還不足以要令眼相看嗎？其實香港的一份西報好像去年當他
的after theory出版之際，也不知從那裡搞了一篇訪問回來，簡單來說便是把他描述為一隻死不透的老
甲魚——當然行文比較客氣。然而，eagletone那種古董的形象，恐怕也是根深蒂固水洗不清。而事實
上，這位退休前在曼徹斯特大學當文化理論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也不怕不好意思告訴別人，他
對在八十年代以後於美國最為燦爛的後現代思想，是如何不屑。指後現代派和保守派最終命運地成為
合謀，固然是批評後現代者的指定動作，而eagleton有趣的地方是他對自己批評和論述對象的定義。首
先，他認為大師都死了，而這種死不是他們各自在其理論中宣佈的「乜乜已死」的那種死，而是真的
沒有呼吸心跳停頓那種死：lacan、foucault、barthes、 althusser、williams等，（他寫書時，大概bourdieu
和derrida都尚未作古）。而且，在他們之後，根本沒有看得上眼和與他們有同等影響力的作者和作品
出場。更重要的是，在那批作者都提出了他們的理論和看法後，作為後設語言的理論已是江郎才盡無
路可走，今天之所以是「理論之後」的年時代，eagleton便是作如此理解。書大約可分為兩部份，頭一
部份或者是eagleton他老人家晚上睡不著，文化理論走歪路總是如惡夢般晚晚造訪他，忍無可忍的情況
下把六十年代以來文化理論的前世今生，如開口夢般囈出來。證據見諸他堂堂二百多頁的著作，註釋
只有那冷清清的幾頁，當中還有不少是中文版的譯註。後一部份是文化理論風風雨雨的三十年後，他
對幾個關鍵詞，如道德如真理如革命等的反思見解。這部份多是哲學思辯，看過他在《文學理論導言
》中如何鉅細無遺地闡釋文學是甚麼不是甚麼的讀者，會對這部份感覺親切，說不定就跳過去掩卷便
算。換言之，至少對筆者來說，有趣是eagleton如何評價這短短幾十年來的文化理論發展。在他的評價
中，又可以細分文化理論分別對政治和哲學兩方面的影響。就前者而言，他的評價辛辣而不留情面。
他批評文化理論不會考慮如戰後的民族主義曾幾何時是第三世界國家對抗帝國主義的鋒利武器；他不
至於單純到無視這些民族主義中不少是中產階級的橋頭堡，但無論如何獨獨強調「民族」主義的虛構
混雜面向便是政治自殘。又如他認為文化理論太過看重身體、欲望、流動性等，結果把 grand narrative
都搗毁，面對具體的權力問題，卻己無法作系統回應。其實這些觀點都不算有甚麼突破，但配
合eagleton倜侃的筆鋒，同聲同氣的讀者還是會讀得很爽。然而，政治說完了，他便轉去談哲學，氣氛
便完全不同。對差不多兩隻手可以數完的文化理論大師，竟可以把來的政治經社會心理學典範玩得天
翻地覆，eagleton便不得不恭恭敬敬。而事實上，在批評政治上走火入魔的文化理論者／「後現代派」
時，他幾乎是沒有具名的，而這班沒名沒姓的「後現代派」他的批評也就最力。這裡有趣的是，如果
那些具影響力的文化理論巨擘，打造出條件讓那些「後現代派」成為時代的徵兆，即碎裂迷失但兇惡
。eagleton何嘗不是在處處示範某種更危險的徵兆？六十年代以降的文化理論，以至八十年代打後的「
後現代派」，曾經都將「工人階級」那標準而穩定的意識以至相關的集體、動員等概念，在嬉笑怒罵
間分解得不見踪影。但歷史的發展似是要讓出機會讓當天被擊敗的傳統左派，盡情向當天意風發的「
後現代派」報復。可是eagleton那種輕挑刻薄的語調，評價現實上或多或少已然殘廢的「後現代派」，
那和當年美國政府的弱智御用文人，淺薄霸道而自滿地說的「歷史終結」，差得遠嗎？eagleton 在書
中說過一句話，我不敢忘記：「在一種針對喧鬧政治時代的智識逆流中，理論走得太遠，超過了現實
」（p.45）。這是一句沉痛的說話，但令人更為痛心的是，作者像被收復失地的虛妄狂喜所淹沒，只
會以賭氣的眼光回敬昨天的對手；只看到落水狗，而不見越來越萎縮的社會空間，這不能不說是嘲諷
中的嘲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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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之後 After Theory 》

章节试读

1、《理論之後 After Theory 》的笔记-全書

        第一章 失憶的政治
p13. 理論意味著對「引導性」的「假設」的「合理」的「系統性反思」
我們不是在理論發展高峰期，而是運用已產生的理論

 1性別與性慾：對「身體」的關注的改變。飢餓-情慾，勞動-交媾。
 2大眾文化：智識生活與日常生活同一
 3後殖民：無歷史的當下，對集體、實際政治行動的失憶。後殖民理論最初是在第三世界國家失敗的
革命中出現的，標示了第三世界革命時代的結束，標示了全球化現象的第一個徵兆（國際主義色彩的
馬克思主義）。西方資本主義的積極重整使民族主義革命帶來的獨立幻影宣告結束，後殖民主義取代
了第三世界主義。
後殖民理論家認為民族主義只是一種未開化的沙文主義，他們的焦點是世界主義，因此他們被吸納進
全球資本的軌道。
「一旦拒絕了族國的概念，階級的概念往往也會被隨之棄置，這是因為族國與階級在革命中有著極為
緊密的關係」
「中產階級從民族獨立中得到的好處，要比那些受到壓榨的勞工與佃農要來得多」。民族獨立的結果
只是一組當地剝削者取代原來的。
後殖民理論把焦點轉到族羣，「認同identity」，從政治轉向文化
「對於晚近的文化理論而言，集體行動意味著對弱小國家發動戰爭，而不是把這些征戰劃下一個仁慈
的句點。」p25
自由主義者，個體-眾性；後現代主義者，邊緣、少數-眾性（主流），規範性
自由主義者認為規範性是必要的，只要每個人能有機會去實踐獨特的人格。但他們不認同平等，因為
自我之間是無從比較的。
「語言使得所有差異消失，因此它是徹頭徹尾地具有規範性的。」「這裏」、「葉子」
認為規範永遠會帶來限制是一種錯誤的想法。實際上只是一種愚蠢的浪漫主義妄想。「只有思想抽象
化到走火入魔地步的知識份子，纔會頭腦不清楚地以為只要是違反規範的舉動就都是基進的政治行動
。」基進也會尊重權威。
還有一只是為了反對規範、權威、多數的，這些是抽象的普遍論者。
非規範已經成為了規範。後現代主義是對著已經消失（衰微）的布爾喬亞階級，活在過去。勞動階級
也消失了。
後現代主義不相信個人主義，相信的是多元主義，儘可能分歧與包容的社會秩序。在面對資本主義的
時候，它是絕對包容的，任何都以利益為先，其他每一個人都被流放到了邊緣。
「中心」是可以在一夕之間改變的，沒有任何事物或任何人是永遠不可或缺的。
不能用『少數』來設想邊緣。當下是富有者享有流動性，貧困者只有在地性。貧困者只有在富有者尚
未奪取他們的在地性之前，才仍保有在地性。P36

第二章 理論的興亡
「文化理論必須要能夠對自己在歷史上的興起、茁壯與停頓提出某種解釋。」p38
這些興起的文化概念出現在一個文化本身在資本主義中日趨重要的時代裏。
文化在傳統上幾乎是資本主義的反義詞，用以作為批判中產階級社會。
「文化是關於價值、而非價格的，是關於道德、而非物質的，是關於品格、而非市儈的。文化是關於
人類能力的陶冶的，是為了讓人類成為目的本身，而不是發自某種可鄙的功利動機。人類的這些能力
可以形成一種和諧的整體性：它們並不只是一堆專化的工具而已，而『文化』正意味著這種莊嚴的總
個體。文化，是工業資本主義無法使用的價值與能量可以尋求庇護的簡陋避難所。文化，是情慾與符
號、倫理與神話、感官與情感在一個日漸對它們感到不耐的社會秩序中得以建立家園的所在。在文化
所處的貴族山丘上，它輕蔑地俯視在商業荒地上汲汲營營的零售商與證券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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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文化理論多半產生自與馬克思主義所進行的創造性對話

第三章 至後現代主義之路
無產階級，在古代社會，指的是無法藉由資產的持有來服務國家的人。終極的貧困，或說是存有的喪
失，是除了本身之外，別無他物；必須像其他動物一般，直接以自己的身體進行工作。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是個涉及數世紀以來世界各國數百萬人的政治運動。
政治與文化的混合。「文化是一種繼續保持基進政治能量的方式，一種以其他方式繼續政治的工具。
」p65「然而文化卻逐漸成為基進政治的替代品」
後現代思想的本能衝動是消除區別，但卻執迷差異
「文化政治」（cultural politics）的誕生。政治變革必須是文化的，拆解中產階級，創造新人類。
後現代主義者生活在一個前達爾文、前科技的世界裏，因此他們未能瞭解自然在某些面向上是比文化
更容易出現變化。他們把文化變成自然，變成理所應當的事情。自然化與文化化，都是把事情變得必
然如此。P81
「反理論」。男性的產物。文化是行為的局部，理論不可用來證明什麼。文化之間無法做評判。我們
無法有一種全面、完整的批判。
以上，文化沒有堅固的基礎，偶然。所以，何必去花費心智活動。
對於反理論者而言，「現實對任何事情都沒有特定的看法。道德價值就像其他事情一樣，是一種隨記
、漂浮不定的文化傳統產物。」
後現代主義是不記得有一個「堅實基礎」的過去（不需要），現代主義只是悲傷的覺得它不能實現（
不能）。
反理論者認為，我們一定要跳出自身才能去去理解自己，但是根據傳統來說，我們都有自省的能力，
我們不用脫離自己的所處的境況也可進行自我監督。
一方面，他們想要將文化自然化，變成必然的東西，另一方面，又強調文化的變異性，缺乏形上的基
礎（例如上帝）
語言是對身體（感官）語言的第二階段的反省。只有透過文化，語言才能展開。只有語言動物才能夠
成為道德動物。
「自我反省（對我們的感官詮釋進行詮釋）使我們之所以為人類的一部分，而且是可以用一種全面性
的批判態度來進行的。」p83
「反理論者所犯下的錯誤，便是將文化看成一種或多或少具有一致性的整體。」
我們不能也不用逃離文化才能對它進行批判。文化可以向外望，文化的邊界是模糊的，文化認同可以
外溢。
「處於一個文化之中並不像是處於一個監牢之中。它比較像是處於一個語言之中。語言自其內部想世
界開展；因此，處於一個語言之中，是被拋入世界，而不是與世界隔離。」
反理論好像就成了不要反省的同義詞。
反理論的一個說話：「如果我們對我們生活方式的基礎提出問題，也就是對我們的文明所賴以建立的
野蠻思考得太多，我們將會沒辦法做出那些所有良好公民都能自發性做到的事情。」p86
「為什麼文化理論逐出了文化實踐？其中一個答案正是因為文化實踐已經存在了，其形式是現代主義
全盛時期的藝術。」60年代這些文化理論全是10年代現代主義的餘序。伊格爾頓認為這些思想家就是
在從事哲學。
沒有人可以再再現，或是再被再現，再現的終結就來到了，現實主義的終結。
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對比。p94始
文化理論已不能從小處著手，雖然它不是要給予西方世界自我正當化的理由，而是要抱有企圖心的去
做，去面對涉入的巨型論述。

第四章 得與失
「術語」往往意味著你正好不同意的概念
知識分子以後設語言來談論，並不停地更換其場域，從神學到哲學到自然科學到社會學與人類學
「他們的作品無法被簡單歸類的事實，則是『理論』這個詞彙的核心意義」
知識分子處於社會的內部和外部，他們享有權威，但沒有權力。他們是現代的俗世神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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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務實論，如果死扛不能不直接與理論聯接，就一無是處，要證明自己的價值。為思考而思考。理
論具有闡釋力，不僅在作品之中，而是自身也是如此。
文化理論，後設問題，「是否有價值」-「好/壞，我們的意思就究竟是什麼」
「評論家討論象徵，而理論家則探究一種事物究竟是透過怎樣的神秘過程而可以代表另一種事物。
」p1169
如果我們手邊沒有某種評論語言，我們會連該探討些什麼都不清楚，如同我們如果沒有可以指出自己
內心的詞彙，我們會連自省都辦不到。如果不從任何特定的角度來切入作品，我們講什麽都看不到。
「理論家並沒有主張任何事情都可以具有各種意涵：他們知識指出事情可以代表與既定意涵不同的東
西。」p125
文化成為一種烏托邦的寶貴記憶。由於藝術越來越不見容於一個市場決定價值的文明，它反而能夠將
自身的非必要性轉化為一種德行。文化僅僅需要頑固地忠於自我，便可以作為一種政治批判。P127
宗教將據對價值與日常經驗聯係起來，儀式和道德準則。
文化要履行宗教的職責。在文化廣泛的、大眾的、日常的意義上，它是一組處理事情的方式；而在文
化的藝術意義上，它是一羣具有根本價值之作品的集合。但兩者之間缺乏聯係，而宗教同時具有這兩
種意義。P129

第五章 真理、德行與客觀性
事實上，並不存在一種世俗的、隨著歷史變動的真理，也不存在另一種更有月的、你可以相信或不相
信的絕對真理。有些陳述是只有從某種特定觀點來看彩數真實。P135（陳述為真，也是絕對的，但不
具有任何重要性）
人類的天性的重點在於它並沒有目標。唯有全然實現的生活可以不受死亡的損害。而至要我們活著，
總會出現更多的自我實現可能。
我們的天性在於超越我們自己（越界？資本主義）
反本質論者，反對人的唯物，陷入意義和價值的層次。但即使人們有同樣的特質，也不代表他們是一
樣的。「本質論並不意味著同一性」，人們在文化現象上產生別的特質。
如果人類是生活在政治社羣裏，那麽有兩種組織政治生活與制度的方式：一是使得所有人都可以在不
妨礙他人的情形下實現每個人獨特的能力，即自由主義；而，儘可能地以相互的方式促成每個人的自
我實現（我只有促成你的自我實現時，才能完成我的自我實現），即社會主義
道德價值不是主觀的，而是互為主體的。
一個人是否能夠過著道德的生活，也就是說，一個人是否能夠過著一種術語人類的自我實現生活，最
終是繫於政治的。
如果要成為善人，便需要有良善的社會。而積極參與政治可以創造出德行所需要的社會條件，而政治
參與本身就是一種德行，它是手段，也是目的。
快樂不是一種主觀感覺，而是實踐，在和他人物質的互動中體現出來。
用公共標準，來確定快樂和幸福是一種實際狀況，而不是個人心態。
愛，徹底地接納。關懷他人，忘我的關注。人們之所以得到忘卻自我的信心，是因為他們被愛與被信
任。
多愁善感無害地將世界染上自身的色彩，自私則是惡意地以自身來渲染整個世界。P169
道德和美學是緊密結合的，如亞里士多德，我們造福他人，又從中獲得感官樂趣。
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行為，古典倫理學的道德價值存在於世界，而非我們的心靈。
善，秉性，習慣。
「客觀性並非意味著不從任何立場來做出評判。相反地，你必須要從某個『立場』出發，你才能夠明
白狀況究竟如何。只有從某個角度來關照現實，現實纔會對你產生意義。」p172
「只有自由主義者，纔會陷入只有不抱持任何特定立場才能正確瞭解事情的迷思」p172
我們認知世界客觀性的一種方法，是認知到他人的在場。他們與我們一樣，所以他們能夠向我們揭露
他們的他者性，從而也在這樣的行動中揭露我們自身的他者性。P175
保守主義，財產
基進主義，他人的自主性
自由主義者，兩者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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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道德
道德往往是一種將困難的政治問題化約為個人問題，從而加以迴避的方法。
古典道德的典範已經是女性主義，它以自己的方式進行道德與政治、權力與個人的交織。個人與政治
之間的區隔並不同於道德與政治的區隔。
道德語言會進入對運作本身的描述，而不是對運作表示贊同或否定的概念。道德語言不僅僅是直觀的
。
基進分子論述「壓迫」，1，「普遍」，人類作為一種物種所具有的尊嚴；2，「在地」，自由與正義
的概念雖然是出自文化與歷史傳統，且具有強制力。第一種排斥了歷史，第二種狹隘地建立在歷史之
上。
軍事科技創造了死亡，卻摧毀了死亡的經驗。科技是依據迅速與多樣性的目標來重新組織我們的知覺
，而不是依據深度、持久性或強度的目標，一旦我們的知覺都被轉化為商品時，資本主義就竊取了我
們的身體。P196
人本主義者，認為人類和其它動物有不可跨越的鴻溝。文化主義者也這樣認為，但還要加上他們拒絕
人類天性或本質的概念。但他們都認為要將語言及文化與愚蠢、殘忍的自然作出截然區分。或者，他
們允許文化徹底殖民自然，從而使得物質性完全消融於意義之中。而相反，自然主義者強調人性的自
然面，並認為在人類與其他動物之間存在連續性。P196
「在自然與人類、物質與意義之間的聯係是道德。『道德的身體』可以說是我們的物質天性與意義及
價值匯聚的所在」p196
「轉化性的連續性」，既不同也相同
人類的身體是一種只能透過文化來存續與發展的身體。
真正的普遍性會明白差異是我們共有的天性。P201
個體化是人類這種物種固有的活動之一。它是一種實踐，而不是一種給定的條件。它是一種我們藉由
我們所共有的媒介從而交涉出自己獨特身份的活動。
將整個世界轉化為文化，是一種否認世界具有獨立於我們的存在的方法，從而也是一種否認我們死亡
的可能性的方法。P202
肉體被轉化為符號，逃避著將它貶抑為屍體之純粹色情的無意義時刻。死屍是粗鄙的：它們以令人尷
尬的坦率顯示了所有物質的秘密，指出物質與意義沒有任何明顯的關係。死亡的時刻，是意義從我們
內部出血的時刻。因此，看似對身體的讚頌，也可能隱藏著一種惡意的反唯物論；將這種生猛、易腐
的事物匯聚成比較不易腐爛之藝術或言說形式的慾望。身體的復活出現在刺青等候室與整容手術諮詢
處。將這種難以駕馭的事物轉化為我們手中的黏土，是一種操控難以操控事物的幻想。這是一種對死
亡的否認，一種對語我們自身之限制的否定。P205
資本主義將物件消解為無物
身體的非個人性存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它在歸我所有之前，已經先歸於人類這個物種所有p206
我稱我的身體為「我的」，不過是在你我身體之間做出區隔，並不能表示我是我身體的擁有者。
擁有身體，是一種在世界上進行運作的方式，而不是一種從世界隔離開來的方式。和語言相似。匿名
性
德行是一種人際關係的產物。
依賴。愛
社會主義認為人類的連結本身便是一種值得追求的目的。（它也和其它社會一樣，為了某些物質的目
的而進行合作）

第七章 革命、基礎與基要主義
基進主義也寧可事情不會是這個樣子
一個具有全球性主權的國家，很快就會忘記是誰，以為它已經消除了對自我理解至關重要的他者性。
作為一個謙遜、有限的「某物」要遠比作為一個空虛、全面的「所有」來得好。
過多的物質使身體麻木，使我們無法感受他人，與他人產生情誼
如果我們已經習慣於過欠缺的生活，拒絕用偶像與神物來填滿我們的慾望，我們就已經預演了死亡，
讓死亡變得不那麽令人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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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主義思想裏出現的人是無中心的、享樂主義的、自我創造的、輕率地具有適應性的。
正是因為我們有這些基本新年，我們才能夠說得上是具有身份認同的。P248
（耶和華見證會成員）基要主義是關於文本的。它是一種使我們的言說有效的方式，將言說奠基在由
上帝的話語所形成的金本位制上，將上帝視為意義的最終擔保這。
基要主義知識這種慾望的一種病態形式。它是一種為我們的存在找出堅實基礎的神經質探求，它無法
接受人類的生活並不是關於踩在虛空之上，而是關於踩在「崎嶇不平」的地上。P252
基要主義，身體是必須壓抑的危險。
基要主義對文字物質軀體的輕蔑與它對人類生命的麻木是相關的。

第八章 死亡、邪惡與非存有
死亡趨力並不是有目的的敍事，而是所有敍事的毀滅。
否定存有而否定存有的邪惡。虛無主義的邪惡。得到上帝創世時的情欲亢奮的宣洩。一種對存在之所
以如此的狂暴性、報復性憤怒。
邪惡的另一种面貌是摧毀非存有（另一是創造），它認爲非存有是令人厭惡、不潔與險惡的，是一種
對個人自我整全性的無名威脅。
他們無法接受這種說不出口的事實，（按：猶太人、阿拉伯人、共產主義者、女性、同性戀者），即
他們所宣戰的這種令人討厭、具有感染性的東西絕非是與他們完全不同，而是與他們関係密切的。我
們是由非存有所構成的。P268
納粹敍事，對非存有的熱愛與憎恨。一，熱愛死亡與非存有，沒有任何目的，為消滅猶太人而消滅猶
太人；二，把猶太人具形化爲他們所畏懼與憎恨的恐怖非存有（存在於納粹内部的非存有）
我們當下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人類剝奪的非存有之上。我們必須以另一种同樣建立在非存有之上的政
治秩序來加以取代；但這裡的非存有是一種對人類的脆弱與無根據性的察覺。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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