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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你》

精彩短评

1、武老师,受教了
2、一次准备论文的时候看过一遍这本书,没看懂...
    应该是人生阅历还不够吧~希望以后再次拾起它的时候能看懂...
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3061d0100x3qj.html随手：在我的理论体系中，人本教育即走向人本
身的教育。什么是人本身？马克思讲：“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
力量来摧毁；但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
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所以，从“
人本身”——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来探讨教育问题，是创新现代中国教育学的阿基米德支点
，也是解决中国一切现实的教育问题的最为彻底的方法。
    人本教育主张：“通过师生共建的一切有益的教育活动，使学生在一种符合他们身心特点的、主动
的学习活动中，学会认知、学会做人、学会创造，从而有效地实现他们具有个性特点的作为人的本质
，成为身体健康，能够积极适应社会、适应变化的自由自觉的创新型劳动者和合格的现代公民。”这
是一种由价值层面、文化层面和素质层面，三位一体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自由、自觉、
创新是一种价值，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文化。通过教育，我们可以使这种价值普遍化、经常化、常态
化，从而形成全社会每一个人的文化精神，形成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国家潜力。自由、自觉、创新，
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她就是人本身。人本教育从教育的工具理性回归到教育的价值理性，关注每
一个人的教育需要，体现教育对每一个人的终极关怀，必将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走向人本身的教育是
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的教育理想。
    如果人本教育思想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必将为落实胡锦涛“育人为本”的教育思想提供最为理想
的范本，为我国教育学理论的创新奠定扎实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教育改革、道德建设和文化创新做
出应有的贡献，从而也必将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领域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4、正在看这本书,很有感觉,LZ的书评写得到位
5、“当我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我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时，我就会与这个存在
的全部本真相遇，这种没有掺杂着任何预期和目的的关系，即是我与你的关系。 ”很喜欢这种表述，
而且我看到很多心理学或灵性书籍中都有对这一境界的描述。但是，但是您为什么单单推荐这一本呢
？
    说真的，这个译本读的我很挫败很愤怒很恼火，几乎读不下去，仿佛在玩哲学的文字游戏⋯⋯我开
始愤慨地想，算了，还是跟狗玩一会儿更像真实的生活⋯⋯多少哲学表述也没有一刻生活真实⋯⋯
    但武老师说的这么好，我还是很遗憾读不懂。
6、这书貌似嗷嗷难找了！！
7、武老师推荐的书，我都特别想去读．
8、无功利的“我”与“你”关系？君子之交淡如水？俞伯牙、钟子期似的朋友关系？还没看，读后
再说。
9、凡真实的人生必相遇。世界不可无它而存在，也不可仅有它。
10、有别的翻译吗
11、还是不懂，但决定看看，正迷茫中，希望有些启发，这算不算另一种的功利？
12、2009-07-28 22:40:07 logic　　“要自己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自己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
建立关系”本身不也是一种预期和目的吗？
    -------------------------------------------------------------------
    那不是“预期与目的”，因为，没有任何强迫迫使你“非得”“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
    能建立则自然建立，没建立就让它没建立，这算什么“目的”呢？
13、准备去看这本书了
14、不是挑刺,只是好奇:&#34;后来几次有点处在十字路口或暂时处于被某些大师及其信徒所营造的催
眠状态给催眠时，都是靠这本书将我重新拉回到马丁·布伯的轨道上来。&#34;
    是否意味着你一直被布伯所催眠?
    PS:我挺喜欢他对于关系的表述的...
15、为什么，大家左个“老师”一个回应也没有啊╮(╯_╰)╭还想看回复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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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你写的很好。就是最后一段，有些不妥。因为你看到了其他人的错——这个错误其实在你自己身
上。当然，你可以反驳我说看到了你的错，我不想批评你，只是提醒一下，不接受当我没说。
17、决定去看简洁的英译本
18、　“要自己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自己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本身不也是一
种预期和目的吗？因此马丁·布伯的“我和你”的思想从逻辑上来讲是自我推翻的。
    　　-------------------------------------------------------------------
    不是的。在语言上是有逻辑矛盾，在实践上是没有矛盾的。因为，只有放下与放不下2种状态，所谓
带着放下的目的去放下，那不是放下。真的放下了，是自然坠落了，不是追求来的。
19、搭个话. 去看过吕楠的摄影展,是有点感觉哦~
20、我通读不到三遍，点读三五千次总有了。以《我与”永恒的你“——论布伯的对话式的上帝观》
，在北大，在张志刚老师的指导下做了篇硕士论文。有机会向武老师请教。向吕楠请教。这就去找吕
楠的作品。
21、同意对译文的看法。与“我-你”关系相较，纵然“我-它”关系存在种种弊端，但在马丁-布伯看
来，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这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需要我们注意。
22、中偏后那段竟看得我非常感动
23、武老师读了一千遍、、、、、、、汗
24、马丁·布伯称，当我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我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时，我就
会与这个存在的全部本真相遇，这种没有掺杂着任何预期和目的的关系，即是我与你的关系。
    那请问老师，什么样的关系能够真正达到这种层次呢？
25、看了你的文章只感觉自己看书太少而且就没有看两遍的书！！
    真是文盲啊！！5555
26、“当我带着预期和目的去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时，这个关系即是我与它的关系。不管那预期或目
的看起来是多么美好，这都是我与它的关系，因这个人没被我当作和我一样的存在看待，他在我面前
沦为了我实现预期和目的的工具。”
    又学到东西了 ，而且是很重要的东西 ！！！
27、实在受不了这翻译 应该是本很容易读的书 偏偏搞得玄而又玄
28、　　独善其身在这里并不受推崇，一直坚信人的感染力是由内而外的，改变环境的宗旨在于改变
自己的心态，自己看到这个环境的眼光。而一直被忽略的身边一段段快乐或者苦恼的关系。有人说过
，人际关系决定生死。一点也不夸张，每一个疯狂的想法在其形成之前，一分钟一秒钟都有可能被一
个微笑一个问候彻底瓦解。可我们往往缺乏那样的观察力，缺乏那样的宽容和耐心。
　　我不明白客体关系到底是如何一个剖析的过程，或者还有很多需要理解的概念。自我完善，自我
提升，自我实现，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的宗旨最终都是要达到这个境界。然后呢，为什么？每一段咨
询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有问题的关系，纠结的是围绕这个问题的人。越是纠结，越是将问题扩大。
有多少时候提及过她们身后那么多至少一段正常的温馨的关系。心理咨询似乎变得越来西医化，只能
针对那个病变治疗那个病变。也许该借鉴下中医的理念，望闻问切，整体把握。
　　刚刚开始读完第一章抱持。很欣慰又一次自己找到了答案。我对自己怎么啦，越来越清醒。每次
在你试图要抛弃我的时候，每次不知所措的时候，呼吸困难，气短胸闷，感觉千斤大石块压在胸口。
一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很小的时候，已经记不清为什么，我跑的很快，那是一个
晚上，什么都看不清，每家的灯亮只能照亮自己的家。好像是一根铁丝，在急速的奔跑过程中，我被
绊倒，直接扑到地上，就是那种感觉，胸口被千斤大石压住，我以为我快要死啦，没有了呼吸，没有
了心跳，大脑的意识在那一刻有求生的欲望，有没有人能来拉我一把。过了很久，甚至已经出现了晕
眩，我被一个路人拉了起来。可是那种感觉一直到到现在时常会出现。
　　我不害怕，因为那样的痛苦会过去，我需要找到一种方式表达我的情绪，一切会过去，有人会来
拉我一把，一定会有的。就像现在，我还活的好好的。
　　SALEM现在能给我双臂环绕的抱持感~谢谢~
29、　　作者：马丁·布伯
　　译者：陈维纲
　　出版社：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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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月前，在《中国摄影》杂志上看到吕楠的数幅关于西藏的照片，我感动得流下泪来，这
是2004年开始玩摄影来，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
　　    接下来再看专访，中间一个细节说，吕楠一个人在西藏的十年时间里，一直随身带着一本《我
与你》，期间，这本书他读了有1000遍了。
　　    看到这个细节，我叹了一句“难怪”。仿佛我已认定，他能拍出如此打动我的照片，原因就是
他能如此喜欢这本薄薄的小书。
　　    这也是我极喜欢的书，不过我读这本书的次数比吕楠差远了。我读到最多的是《说岳全传》和
《三国演义》，小时候家里就这么两本“名著”，我各自读了不下100遍，还有中学历史课本，我一般
也会读上几十遍。金庸和古龙的经典小说我一般也会读上几遍，而一些热爱的小说、心理学、哲学和
社会学等著作，我也常会读上几遍。
　　    然而，这一切书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与你》。
　　    读这本书的时候是在北大读本科时，是在图书馆翻书单的时候看到了这本书的书名，随即就被
吸引了，那时完全不知道这本书的份量，也不知道马丁·布伯是20世纪最有份量的哲学家，但就是想
读。借来后被深深地吸引，差不多抄了一遍，还写了许多读后感在一个本子上，后来拿这个本子去教
学楼占座的时候被人拿走了，让我难过了好几天。
　　    不过，这个本子已不重要了，因这本书的精神已深深地在我心中扎下根，后来几次有点处在十
字路口或暂时处于被某些大师及其信徒所营造的催眠状态给催眠时，都是靠这本书将我重新拉回到马
丁·布伯的轨道上来。
　　    这本书翻译得极其晦涩，译者还说，他是有意如此，因为马丁·布伯书中的寓意如此重要，不
翻译得晦涩一点人们不会投入去读，但据我所知，这本书的英译本是极为简单的，读起来毫不费力。
我个人也认为，这本书不需要翻译成这个样子，直译会更好。
　　    马丁·布伯在这本书中所讲述的道理，属于至简的那种。他认为，关系分两种：我与你，我与
它。
　　    当我带着预期和目的去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时，这个关系即是我与它的关系。不管那预期或目
的看起来是多么美好，这都是我与它的关系，因这个人没被我当作和我一样的存在看待，他在我面前
沦为了我实现预期和目的的工具。
　　    譬如，无数妈妈说，孩子啊，我好爱你，但很多很多妈妈，其实对孩子的真实存在根本不感兴
趣，这时，她们与孩子的关系就是我与它的层面，孩子成了她表达爱的对象和工具。于是，爱越深，
越是枷锁。
　　    用这一逻辑去检验很多理想主义，你立即会发现其中的荒谬：太多理想主义者极力推行自己的
理想时，不过是将其他人和整个社会当成了实现自己所谓美好目标的对象和工具。于是，专制乃至大
屠杀很容易出现。很多人说，这些理想主义的本身是好的，但后来实施时出现了问题，而用马丁·布
伯的理论来分析，就会明白，这种理想主义一开始就是可怕的，这不过是一种极端的我与它的关系而
已。
　　    那么，什么是我与你的关系呢？马丁·布伯称，当我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我的全部本真与一
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时，我就会与这个存在的全部本真相遇，这种没有掺杂着任何预期和目的的
关系，即是我与你的关系。
　　    以这一标准衡量，就会知道，我与你是很不容易的，这有一个前提——看到并尊重对方的真实
存在。用马丁·布伯的话称，即是要看到对方的神性存在。
　　    布伯所说的“我与你”中的“你”，首先是上帝。但这一个关系也可以体现在普通关系中，“
我”与“你”相遇，其实也是我的本真——上帝——与这个人的本真——也即上帝相遇。
　　    马丁·布伯描绘了我与你的关系的美好。不过，他说，我与它无时不在，而我与你只是瞬间，
但正是这样的瞬间，让生命拥有了意义。
　　    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例如我发现，很多灵性修得不错的大师，他们的身上仍然有“它性”，
但他们自己和弟子有意无意会无视这一点，而将其视为纯然灵性的化身。结果是，他们成了这些大师
“在红尘中修行”的工具和对象。
30、再读一遍
31、在当今社会，又有几人会做到&#34;我和你”大都带着预期和目的去和一个对象建立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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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不是武老师，是吕楠。
33、本书翻译得极其晦涩，译者还说，他是有意如此，因为马丁·布伯书中的寓意如此重要，不翻译
得晦涩一点人们不会投入去读
    哦！
34、要做到很难吧⋯⋯
    PS：如果一方怀抱“我与你‘的态度，而另一方是“我与它”的态度，那会怎么呢？前者会不会很
受伤？
35、“要自己放下预期和目的，而以自己的全部本真与一个人或任一事物建立关系”本身不也是一种
预期和目的吗？因此马丁·布伯的“我和你”的思想从逻辑上来讲是自我推翻的。并且马丁·布伯的
“我和你”的思想在实践上行不通。
36、那请问老师，什么样的关系能够真正达到这种层次呢？
    我以为是当你察觉内在那个无限无形的我的时候，你就达到
37、马丁·布伯这本《我和你》写得像诗歌，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应该是“我”和“你”的亲在关系，
而不是依赖他者所建立的&#34;我“和“他”的工具关系。
38、我被这篇书评忽悠了。
39、“你必须自己出发”。
    是的。
    放心，你生活中所有遭际，都只是、终将、必须⋯⋯由你自己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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