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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技术》

内容概要

本卷结集的文章主题是自我技术，自我技术决定了个人如何把自己构建成为自身行动的伦理主体。对
古代人而言，这意味着：人们是怎样改变自我的？改变自我的目的、技术、影响何在？对自我技术和
自我文化变迁的考察，构成了福柯晚年思考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塑造了晚期福柯一种典雅的语言风格
。
（本套福柯文选共有三本，编选的文章，横跨福柯思想的整个领域，自六十年代的文学研究到生前的
最后一期访谈，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福柯思想全貌。其中，有些文章之前未有中文译本，更凸显了
本文选内容上的独特性和价值。）
福柯的思想的力量和影响是令人惊讶的，同时也将是永恒的。
——爱德华·赛义德
福柯的方法既带有极端的科学辨别力，又保持有对“科学”的极端的距离；这是对我们的知识传统的
第一次冲击。
——罗兰·巴特
如果福柯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这是因为他出于历史之外的原因而利用了历史：就像尼采所言，因为
人们希望一个时代将要来临，就反对这个时代，于是对这个时代产生影响。
——吉尔·德勒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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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福柯(1926—1984)是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当代学院中的地位无人能及。福柯试图向人们表明
，现代主体是如何在历史过程中逐渐获得今日的形象的。对现代主体所作的谱系学探究，使得西方的
历史和文化道路以一种我们不熟悉但又是令人惊异的方式铺展开来。他的著作也由此对哲学、社会学
、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且改变了这些学科的既定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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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谈论17、18世纪只是个开端，福柯还要向前追溯到4、5世纪以及更早的古希腊时期，然而他关注的
时代仍然是当下，他通过对历史\文本的分析来探寻真理的运作机制，把真理、主体、权力的真实面孔
揭露出来。福柯谈论真理的方式让人不禁联想到明清时期知识分子的修养功夫，他们也写日记反省自
己以求克己复礼，他们要得到关于“礼”的自觉意识，而这种“礼”无意就是他们的话语秩序，就是
“真理”被“言说”的方式，或者用流行的网络用语就是“真理”“正确的打开方式”。
2、似乎读起来很顺。继续读另外两本。下班后还这一本，然后续借。
3、三部福柯文选中最令人感动的一本，从思想史的脉络中照见前世与今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
4、几乎每篇文章都非常重要。文选中含金量最大的一本。福柯看似裹着一层研究权力的外衣，里面
却是关注活生生的主体意识。外在的权力在改变自我，并使得自我客体化；而自我技术则是自我改变
自我（自我选择和自我塑造），这使得自我关注根本上是一种自由实践，意味着主体对自身的欲望的
自由。
5、适合读完福柯很多有名的著作之后再读的书。
6、 对福柯思想体系里“关注自我”、“治理自我”的一个概要式盘点。深挖古典资源，辨明了“主
体”是更甚于“权力”的问题核心。一方面描绘清楚了何为“主体”——至少是与笛卡尔等人的实体
性主体做了区分，一方面从具体的技术层面给出了培育主体、贯注于自我的路径，包括在古典文献中
涌现的写作（“个人笔记本”）、阅读以及“直言”。中间的两篇访谈比较空泛，显然访谈从来不是
了解某种思想的好办法，《何谓直言》篇中，阐读古希腊文献的功夫堪比施派，对思想史与观念史的
区分对我帮助极大——这之前我一直将两者混用，福柯在这里做一个了区别对待，简言之即”描摹“
与“创造”之别；翻译参差不齐，与手头的《说真话的勇气》以及台版《傅柯说真话》相比，反而觉
得《自我技术》中的译文绕口。是接下来——其实也是一直以来的研究理论参考。
7、一门实用技术
8、惊为天人
9、福柯的自我诠释
10、“我很快发现，人这一主体在被置入生产关系和表意关系的同时，同样被置入非常复杂的权力关
系中。但我们还没有研究权力关系的器具。我们只得求助法律模式来思考权力。”
11、关注与照顾自我，不同于认识自己【齐伟先：《权力的身体与消费的身体：以身体为媒介的考察
》】
12、可以看出，在真理的框架下，福柯从权力问题转向主体问题的内在脉络。福柯将自由理解为自我
构建，但没没来得及彻底解决自由的问题。也许在关系性的视角之下，自由永远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罢
了。
13、这三本其实是对福柯的一个大复盘。平时读福柯有一种难见全身的遗憾感，但如果一上来就看这
种书，恐怕又只觉得其空泛。
14、个人统治他人的技术依赖于个体统治自身的过程
15、序言写得真是好
16、“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
17、汪民安的前言，《主体和权力》,《自我书写》。
18、自我塑造與認識他人，變化也是一種流動的秩序。權力在這些主體變化的罅隙中得以誕生。完美
的一本書，比起尼采的人如何成其所是是為理性派。冰冷的手術刀，庖丁解牛。
19、访谈录就像是画外音，讲他的思路和用心，讲方法和方法论，论真理、权力、主体。受之最深的
还是他的方法，“我们应该做的，是对特定的合理性进行分析，而不应该总是求助于普遍的理性化过
程。”此外，关于自我技术，“我们必须把自我、我们的生命、自我的存在当做艺术的主要工作来给
予关注，并且把它们视为我们应用美学价值的主要领域。”对苏格拉底的“关注你自己”更新了理解
和体验。
20、直接借了三的我读起来是一脸蒙蔽的⋯想读疯癫与文明⋯
21、很感动，会让人鼓起勇气
22、电子版
23、最喜欢的就是“自我技术”这个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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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很受启发
25、自我技术和权力技术是由来已久又变化多端的现象，对我而言，最关键的是：自我技术在什么程
度上是有意义的？在此刻的这一点上，我正在以及将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确定我是谁；这些方式
从何而来，它们是有意义的吗？值得一读再读
26、作为古典学家的福柯。对于古典时期自我关注和自我言说的考察需要与福柯对当代的考察相比较
才能看出其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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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不是一只猪——轻轻松松带你步入福柯的世界20世纪，索绪尔建立语言符号学，认为词与物之间
是一种二元结构模式，能指与所指作为语言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之间是一纸两面的关系。而福柯在
这里试图消解这种语言的二元结构模式，让语言只是语言，物只是物。听晕了吧，那我就举个例子：
你试想一下，你床对面墙上挂着一副达芬奇的世界名画，画面是夕阳西下，一只肥猪在粪坑吃屎。这
幅画的标题是：《这不是一只猪》。而你，是福柯的转世灵童，你起床后，开始对这幅名画进行了非
人类的终极思考。你恍然大悟，大吼：《这不是一只猪》，展现了图形与文字之间的不能一一对应的
关系，作为图像本身，谁都不能证明这是一只猪，而对文字本身“这不是一只猪&quot;，&quot;
这&quot;究竟指什么鬼，是指图像本身，还是指作为文字和图像共同组成的这个东西，还是指对达芬
奇的这一绘画评论本身，你会诧异的发现，谁都不能确定！一种这个世界真他妈的可怕之情油然而生
！这样，在图像和文字之间出现一道裂痕，二者之间不再对等起来。于是乎，福柯与你灵魂附体了，
经过思考，你发现了通往人类思维的终极秘密的小径，《这不是一只猪》，有三种不同的解读。(1) 
&quot;这不是一只猪&quot;可解读成：你看到是不再受文字控制的图形，实质上与猪无关，也就是图
形的能指与表达的所指之间的异质性。如果听不懂，你可以理解为所谓，看山非山。(2)  &quot;这不是
一只猪&quot;可解读成：这不是一只猪这他妈的就是一句话，这句话和上方看到的图形没半毛钱联系
。你看山是山了。(3)  &quot;这不是一只猪&quot;可解读成：词句和图是一个整体，所以与实体猪无关
，与文字猪更无关，和视觉确认的猪也无关，非猪非非猪，名为猪，非名为猪.......这样你的思维就会
进入一个词与物割裂开的状态，暂且叫脑黑洞。 一旦你体会到了黑洞状态，那么恭喜你，你又可以进
阶了，思维秘密的钥匙，就在眼前了。在脑黑洞中，你会诧异的发现，词和物彻底分开了，文字和图
形都是指在徒劳的展示着自己，它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共存的场所，没有交集，所以，你会领悟到，“
这不是一只猪”真实的含义：任何地方都没有猪！ 你终于理解了一只猪，再进一步增加难度，假如这
幅画，画面里是夕阳西下，两只肥猪在粪坑吃屎呢？这就有点复杂了，《这不是一只猪》又多了几重
解读:a. 两只猪吗?b. 同一只猪的两个画?C. 一只现实猪和再现它的画？d. 各自再现不同猪的两张画吗?e. 
一张再现猪而另一张不再现猪的两张画吗?f.  两张既不是现实的猪又不是再现的猪的两张画吗？g. 是一
张再现画有猪图的画吗？... ...这样，一幅画中，存在了7种解读的可能性，其实，如果你愿意，你可以
继续增加不确定行。思维就会像黑洞无限的垮塌、收缩。此刻，会像婴儿般无助，因为你的思维已经
面临奔溃了，世界是那么的不确定。哈哈，你终于误入歧途啦！没得救啦！突然，一个骑士发出了声
音“可恶！文字猪与图形猪结为同谋，强盗一般，赋予没有参照系猪拥有成为猪的权利！”当你绝望
的时候，福柯深情款款的来了，用他独有的自我技术来修正你的思维，他会把真正的思维秘密还给你
！
2、北大出版社《福柯文选》第三卷是《自我技术》，大部头精装本，是非常漂亮的一本书。书名有
些歧义，容易让人想入非非，而且福柯本人是一个挺大胆的作家，什么都敢写，《性史》《惩罚与规
训》都是他的名作。不过了解米歇尔福柯的读者都知道，这不是那类书。即便是《性史》也能让不少
人读得昏昏欲睡。从一个理工科出身的平常人角度，我最喜欢福柯冷静而近乎极端的分析。福柯把人
类历史和技术分为几类：机构作用于人、个人作用于个人，个人作用于机构，最后是个人作用于自己
。最后这一类，就是自我技术，本书的选题都是个人作用于自我的技术。他一旦认定这个概念，就非
常冷静理性地从文本、事件来进行剖析，整体感觉有些偏执。不过从另一方面，福柯用自己的条理对
人类历史和技术进行整理分析，要对抗庸常的概念，这种坚持也是必须的。我们平常也会读到大纲类
的书，但是由于是采用人们熟悉的分类法，所以行文常常会牵扯拉杂，横生枝节；而福柯是灌输一套
自己的分类法或一组观念，所以将各种牵扯和直接全部斩除干净，力求突出自己的主要线索。这种感
觉很新奇，不过又有点不舒服，就像普通人碰到极端理性的人一样。好在本书收集了不少访谈录，想
必访谈的记者也为这种感觉所苦，终于在一个”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上逼出了福柯一句带有感
情色彩的话：”人的生活和本身应该是艺术品。“真不容易。这样我感觉舒服多了。当然福柯的分析
是非常厉害的。那感觉就像一个刀具的广告，把什么东西都切得飞薄，薄到透明，纯粹使用这种锋利
，人们把事物看的一清二楚。福柯借以分析的主要文本是基督教修士的古代文献，年代跨越了古希腊
到罗马帝国的上千年。因为自省的特性，古希腊注重自我，”关注自己，认识自己“这句谶言现在最
流行的是后半句，但是福柯却发现最重要的是前半句。基督教继承了自我技术，目的是为了摒弃自我
，这就改了古希腊对自我的关注。修士最适检验自己的思想，为了摒弃自我，皈依上帝。在放弃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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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修士全然置身于导师的命令之下，任何行为都必须取得导师的同意。福柯锋利无比的手术
刀截取了”自我技术“这薄薄的一片，不过反映了很多历史发展的类似现实：在宽容的时代，思想家
们更加关注自我；而在严苛的时代比如文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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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自我技术》的笔记-第74页

        我在讨论柏拉图的《亚西比德》时，提炼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对自己的关心与对政治生活的
关心之间的关系；第二，是照看自我和不完全的教育之间的关系；第三，是照看自己与认识自己的关
系然后引出自我关注的三个特征：1、是永久性，2、针对的主体是现世中的自我，3、产生相关的实践
活动。

Page 9



《自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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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