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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

作者简介

雅克·德里达，当代思想巨擘、解构主义哲学家。青年时代的德里达求学于有“思想家的摇篮”之称
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来成为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20世纪中后期掀起巨大波澜，
不仅使他成为欧美知识界最具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也成为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其核心概念
“解构”所向披靡，广泛渗透到艺术、社会科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甚至建筑等领域。其著作
超过40本，目前不少已经译成中文。

Page 3



《无赖》

书籍目录

前言：来吧
最强者的理性（有无赖国家吗？）
1 自由的轮子
2 放荡与自由：诡诈之人
3 民主的他者，轮流：选择和更迭
4 统治与公制
5 自由、平等、博爱，或如何不详加说明
6 我就是那个无赖
7 上帝，什么是不该说的？以未来的何种语言说呢？
8 最后的无赖国家：“将临的民主”，两轮的开放
9 更多或没有无赖国家
10 发送
未来的启蒙“世界”（例外、计算和主权）
1 目的论和建筑术：事件的中性化
2 达到国家的目的（以及战争的目的和世界战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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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

章节摘录

版权页：根据一直闻所未闻的妥协，理性在计算的或有条件性的慎重要求与无条件的不可计算性的不
容妥协（即不容谈判）的要求之间进行周旋与调解。这种难以对付的要求战胜了一切并且应该战胜一
切。从两个方面看，不管是涉及独特性或普遍性，抑或每次同时涉及两者，都需要计算性和不可计算
性。我恰恰将理性的责任，将旨在保护理性、旨在对我们所继承的理性负责的经验置于最大的困难中
，事实上置于这种不可能的和解的自身免疫困境中，这种和解是指有条件性和无条件性、计算和不可
计算之间的和解。这是没有既定规则、没有绝对的保证的和解。对这种自身免疫性没有可靠的预防方
法。本质上就是如此。一个始终危险的妥协应该每次、在每种独特的情况下制定它的法律和规范，也
就是说制定每次迎接未来事件的准则。如果说有责任和决定的话，那么只有付出这样的代价才会有。
假如我必须把一种意义，一种最困难、最不平庸、最不温和的意义赋予“mison-ahle”（合理的。——
译者）这个用滥了的声名狼藉的词语，我要说，“合理的”这个词是为在理性的两个明显不可调和的
要求之间、在计算和不可计算性之间进行这种妥协而投下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赌注。例如，在人权与无
条件的正义要求之间进行妥协就是如此。两个世纪以来，出现了一个又一个宣言，一些司法述行语的
历史规定并丰富了人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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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

编辑推荐

《无赖》是法国思想家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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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

精彩短评

1、十分绕，七分饶舌
2、新思潮下的原教旨主义端倪
3、”将临的民主”
4、后现代大师的有趣作品，送货迅速。
5、少数德里达的书里我觉得趣味盎然的。。。比起一行一行回读的友爱的政治学 亲民多了。。。连
我这种毫无哲学训练的傻子 都能看的进去
6、翻译让人好痛苦好痛苦。无赖国家涉及的是最强者的理性。
7、无赖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读后现代的东西，大家要当心。一不小心，就被相对化了，你就成
了无赖的牺牲品啦。
8、未读完
9、回想起因天真而无赖。或相反。
10、一点都没看懂。
11、思路蛮清楚的，推荐～
12、上译出的书我从来不怀疑书的质量，无赖是本了解后来雅克对现代的思考很好的参考～
13、只看了一半，不断的旋转，圆圈，往返。德里达是搞符号学的解构主义大师，虽然书没看懂，但
是这些头衔我通过书懂了。
14、这绕的 一句话要看三遍 看得头晕 真晕了 建议译者自己回头读读看能读懂吗？？？
15、先建构 再解构的游戏
16、对于白羊座来说太复杂了点。。其实我心里只是觉得有政府，无民主罢了。。。
17、“别了，将临的民主” #没几句人话
18、看不进去 这本书感觉相当于没翻译啊⋯⋯
19、本来想给三星。但实在对不起我收拾了一天的书房的劳累。本来我一般对翻译不太挑剔，因为本
人外语能力有限，不好吹毛求疵。可这书也翻译得太拗了。连我这读书界的"老妪"都看不懂，那真是
。当然也不是全书如此，三分之一的篇章都够呛。不能怨德里达吧，莫非要怨我自己?尤其《无赖》那
篇。谁给我讲讲。
20、民主的悖论
21、见过翻译差的，但真没见过能烂到这种地步的
不知道那些给好评的人真的读完了没有
22、voyous（街道—） 苏格拉底就是压马路的哲学家。噗...的确得换个委婉的说法称呼流氓国家了，
一场世纪初的撕逼，值得回味。
23、翻译连中文的语法结构都不清楚了，这套法国思想家译丛里见过最不知所云的，看上去译者完全
不懂哲学，半句半句地翻译
24、不是针对书里的内容，只不过我书架上放了几年的书都没有这么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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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赖》

精彩书评

1、《无赖》一书的作者德里达是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和政论家，系“解构理论”的创
始人。他一生出版的著作达70多部，影响遍及哲学、文学、宗教、伦理学、电影、建筑、政治学、法
学、教育学、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数学等领域。本书是德里达2003年出版的一部作品，也是他生前出版
的最后一部较大篇幅的作品。在这部他晚年的作品中，德里达不改其对西方文化一贯的批判精神，围
绕着“无赖国家”这个概念，对西方借以推行其霸权主义的一系列价值观念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自从
上世纪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巨变之后，世界进入了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美国和其“盟友
”利用其优势的经济、军事地位，推销其所谓的“普世价值”，而“普世价值”的推销又服务于美国
的霸权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知识界中原有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大大减弱了。岂止大
大减弱，一些人改变立场（如哈贝马斯），为西方的霸权政策摇旗呐喊，而德里达不改初衷，就尤为
令人感佩了。“无赖国家”就是西方制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给某些国家戴上一顶“无赖国家”的帽子
，打入另类，这就为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对它们赤裸裸的侵略寻找到了借口。因为“谈到无赖，人们就
会想起秩序，人们会开始指责一个可疑分子，人们会表达一种关切，甚至发出逮捕令，发出传票，进
行传讯，进行指控。”（第70页）。德里达还考察了“无赖国家”这个词的演化历史，揭示了美国的
精英们如何操纵这个概念，把那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登记上了“无赖国家”的名单。但德里达指出，
“最邪恶、最粗暴、最具破坏性的无赖国家，首先就是美国，有时是他们的盟友”（第105页）。因为
，国家作为行使力量的机构，本身就有“无赖”的属性，所以，“国家就是无赖”（第110页），但从
某种意义上说，又无所谓“无赖国家，所以，“最大的无赖国家恰恰是传播和使用无赖国家这类概念
的国家”（第104页）。光指责别国是“无赖国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这就好象我们不是也时常指责
别人是“无赖”吗？这种指责要产生作用，还要有赖于其背后所依托的价值观念。在本书中，德里达
对西方国家滥用“无赖国家”时所依托的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就是理性、民主、自由、国家等概念
，这是些西方文化最核心的价值观念。当然，批判不是绝对地否定，而是划出其应有的界限，这也是
解构的真义。这就要打破西方的那些卫道士罩在这些价值观念上的神圣光环。比如，本书一开始，德
里达就写道：“最强者的理性总是最好的理性，我们马上会表明这一点”。关于民主，德里达也分析
了目前的民主体制面临的两难出境，并提出了“将临的民主”的概念。与斥责西方国家滥用“无赖国
家”概念相比，德里达的这一部分更为重要，其蕴涵的丰富内容也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德里达写作
本书时，正是911事件发生不久，美国的反恐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差不多十年后，这本书的中译
本的出版具有重要的意义。十年光阴，哲人已逝，但越来越多的人不是看清楚，谁是这个世界上真正
的“无赖国家”吗？在一个号称“思想自由”的时代，对自己所属的文化进行批判并不困难，对自己
国家实施的政策进行批判也不困难，困难的是进行有深度、实事求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从概念到
概念，而是要面对事实，最终要接受历史的检验。本书已经受到历史的初步检验并且影响了成千上万
的读者。我们相信，本书中文版的问世正当其时。孙向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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