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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到希区柯克的影片，从瓦格纳的歌剧到海因莱因的科幻，从拉康到福科，从黑格
尔到马克思，从重大政治事件到犹太人的笑谈，从狗智主义到排犹主义，从排泄问题到神学思辨⋯⋯
齐泽克娓娓道来，令人尽享阅读的快感。在这部极具原创性和挑衅性的著作中，齐泽克概括了欲望的
原理，把握了无意识的特质，解剖了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洞悉了“后现代”社会和主体的秘密。
本书是齐泽克的开山之作、种子之作和奠基之作，是了解其全部思想的门户和索引。他后来的思想皆
源于此，均为本书的扩展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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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版前言：观念的便秘001
引论001
第一部分征兆
一马克思如何发明了征兆？
1．马克思、弗洛伊德：对形式的分析
2．商品形式之无意识
3．社会性征兆
4．商品恋物癖
5．极权主义的笑声
6．狗智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7．意识形态幻象
8．信仰的客观性
9．“律令就是律令”
10．卡夫卡：阿尔都塞的批判者
11．作为现实支撑物的幻象
12．剩余价值与剩余快感
二从征兆到征候
（一）对征兆的诸种辩证
1．回到未来
2．历史中的重复
3．黑格尔与奥斯汀并驾齐驱
4．两个黑格尔式的笑话
5．时间陷阱
（二）作为实在界的征兆
1．作为征兆的泰坦尼克号
2．从征兆到征候
3．“在你之内又超乎你”
4．意识形态原乐
00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目录00第二部分大对体中的匮乏
三“你想咋的？”
（一）同一
1．意识形态“缝合”
2．描述主义与反描述主义
3．两个神话
4．刚性指称词与小客体
5．意识形态歪像
（二）认同
1．意义的回溯性
2．“后屈效应”
3．形象与凝视
4．从i（o）到I（O）
（三）超越认同
1．“你想咋的？”
2．犹太人与安提戈涅
3．幻象：用以屏蔽大对体欲望的屏幕
4．自身不一致的原乐这个大对体
5．“穿越”社会幻象

Page 4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修订版）》

四你只能死两次
1．两种死亡之间
2．作为重复的革命
3．“末日审判这一视角”
4．从主人到领袖
第三部分主体
五哪一种实在界之主体
1．“根本没有元语言”
2．阳物能指
3．作为客体的“列宁在华沙”
4．作为实在界的对抗
5．被迫作出的自由选择
6．对立项的契合
7．另一个黑格尔式的笑话
8．作为“实在界的应答”的主体
9．S（），a，Ф
10．想必××的主体
11．想必知道
12．“怕犯错误⋯⋯本身就是错误”
13．“超感性之物是作为表象的表象”
六不仅作为实体，而且作为主体
1．崇高之逻辑
2．“精神是根骨头”
3．“财富就是自己”
4．设置的反思、外在的反思、确定的反思
5．设置预设
6．预设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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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有一些片段的、零碎的分析，并且指向了非常重要的领域。然而这种分析仅仅是方向性的，而且
是被拉康所支配的分析。
2、其实我真的不适合研究哲学，适合被包养。
3、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4、这部看似汪洋恣肆的著作包含着一种极为深刻的逻辑：简而言之，齐泽克通过发挥拉康有关实在
界的论述，成功地处理了实在论消解之后的虚无问题。消解的方式其实就在于承认，也就是说，他从
“表象背后不存在本质”这一后现代主义的论断，推进到了“表象背后不存在本质这一事实正是本质
”这一拉康主义的论断。那个需要用表象（位于象征界）去取代和掩藏的不是别的，正是它背后一无
所有这个事实；后者作为一个创伤性的内核、作为无可忍受的缺乏，本身跨越一二阶论断的界限而成
了本质。于是，逻辑上在先的本质，生成论上反倒是回溯性地建构出来的，现象学的时间之流中引入
了投入未来却指向过去的意向，即“将成往事”。对时间性结构的修改完成了从能指的缺乏到缺乏的
能指的辩证转换，最终揭示出：真相之所以急于显现自身，恰恰是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无法触及的。
5、原以为齐泽克已经了解得差不多，回头读他的开山之作仍然有高密度的冲击！
6、齐泽克之后的所有理论都能够从这本书里面找到源头，以戏谑性的言语来剖析意识形态的运行机
制，怪我没有太读懂拉康，这本书第一遍也有很多地方没读懂，以后还得再读几遍。
7、还没有读过拉康，导致我不能像作者那样通过拉康来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反而是通过马克思和
黑格尔来理解拉康
8、真他妈难啃。。。
9、#2015050#
10、终于 nmb 啃完了
11、中文夹杂英文影响阅读体验。
12、不能参透喜欢玩弄文字的人，即使他真的是思想大家，我也无法认同。
13、希望能跟上齐老师的思维步伐／好像知道在说些什么
14、译本里用来理解前后文关系的关联词太少了，虽然在英语语境里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中文语境
里会有很多歧义= =
15、解毒之书
16、爽。还有好多部分没读懂，精神分析的话语体系不太懂，古典哲学部分理解上不难。
17、齐泽克怎么理解“意识形态没有外部”呢？
18、虽然只看懂一些，但已经觉得非常有意思。是值得多看好几遍的书。
19、长得美的小资产阶级不需要糟老头齐泽克
20、哈哈哈哈脑洞好厉害
21、看了好几次 真是神作 以后还会再看 
22、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齐泽克兜兜转转用很复杂的词汇、理论和论证结构讲了件挺简单的事儿
23、make sense, 语言啰嗦
24、曾受过齐泽克多么深的影响啊。
25、4/3 -2 翻译烂到服气 
26、爆炸力非凡的思想经典著作，又一个路标。
27、对“误认”的论述，无意识的探讨，由商品拜物教引出客体的崇高神化性，意在表明意识形态的
幻想，社会的缝隙本身具有不可缝合性，而意识形态的作用就在于暂时的缝合作用，一旦误认被识破
，旧有的意识形态即失去作用。意识形态在关系的运作中构建，而对关系的想象可以摆脱关系的存在
，所谓“疯子并不比国王”更疯，强调是否能够跳脱出身份本身有距离地看待身份。
28、我能看懂的充其量不过三四分之一，就不打分了。以能看懂的部分来说，齐泽克把意识形态批评
逼到墙角了，灵魂深处闹革命，深度爆炸到无意识领域，然后呢？主体究竟能不能面对实在界的创伤
？（我认为）这本书里是没有答案的。
29、大概是和哲学无缘了吧
30、翻译的太差，以至于很难读下去
31、一本即使只读注释都觉得眼界大开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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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齐泽克的开山之作，看起来好厉害但感觉什么都看不懂⋯⋯等学识上去了再二刷⋯⋯
33、太高大上了。。看一遍没看懂
34、我爱齐泽克
35、据说该书之于齐泽克，如同《精神现象学》之于黑格尔。
36、读了两个多月 前半部分还是很愉悦的 中间都忘记我懵了多少回了（
37、要不要就一起加入共產黨？
38、导读小册子毕竟太过简单，读了这个才知道自己能准确把握的不过万分之一。虽然阅读快感是压
倒性的。另外康德黑格尔两根硬骨头还是必须要啃啊。。
39、齐大爷的第一本，就已经奠定了他这种独特的批评方法。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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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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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