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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跟着他，那危险的 朱元鸿
前言
危险哲学家？
康德读者福柯——现实问题
福柯的问题化过程
福柯的部署论
牧民与“动物生命”
安全的部署
《规训与惩罚》，三十年后
鄙民、政治与事件
反抗管理，抵抗管理：无法治理的部分
福柯学说的应用与实践
福柯语汇中的“民主”
裸露内心世界——福柯传记之不可能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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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除了书名简直没什么可取之处了
2、太花哨了
3、好吧，我承认我跳读得太快，以至于失去评分的标准。好吧，我承认，面对一摞好看的书，我失
去读这本的耐心。
4、对福科的爱与对世界的无力感成巧妙的正比。希望自己永远读不懂福科，永远拿起一本和福科有
关的书，都如初见。
5、作为二手文献而言，比国内学者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虽然夹带了一点德勒兹和激进左派的私货
。选取的话题都挺好玩，建议资深光头厨食用。
6、写的比福柯都难懂⋯⋯
7、南海仲裁案导致部分爱国人士围堵肯德基，跟之前钓鱼岛事件打砸日系商店一样，都是鄙民、屁
民、屌丝、草根等乌合之众发起的抗议活动。他们不仅惹得城市里的白领侧目，而且也惊动了人民日
报与警察。这些走上街头的群氓，顶着爱国的旗号，却也可以干些反治理、反管理的事情。控制不好
就会威胁秩序的稳定，所以通常此类活动被规定好路线与时间，限制其界限。近代以来的学潮几乎也
是如此被控制的，可见福柯对权力的配置、部署洞察力至深。
8、这不是一部把福柯作为研究客体的专著，而是把福柯思想作为作者自身思想主体的一部分，沿着
福柯的思想脉络，去分析、探讨当代哲学、思想问题的一本文集。作者阿兰·布罗萨是法国当代著名
哲学家，作为福柯的弟子，他的思想既源自福柯的思想体系，又在其给出的线索上有所延伸。全书采
取随笔和札记体的写作方式，虽涉及很多专业的哲学、思想问题，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尚可一读。
9、一本很有趣的书，应该算是“福柯学”的研究。对于福柯的问题化过程、部署论、牧民权力等等
细微之处的研究开阔视野，原来还可以这样。
10、论文集，台译本。非入门书，布罗萨借福柯酒杯，未通读福柯大部分著作想必难入其语境，个人
体验：云里雾里。但读其中论危险哲学家、部署及福柯语汇中民主诸篇稍有启发，日后翻检福柯著作
也许可形成文字。
11、非常同意关于危险的观点，危险是个褒义词，危险意味着可靠和安全，危险预示着碰撞与新生。
可是接触到的很多人似乎只是死水一潭，也使我更加兴奋当我遇到危险的人时。不过有时候坚持危险
会显得和周遭格格不入，我该改改这个缺陷，尽量深藏内敛不去评价他人，既知晓有危险人物的存在
，便已很安心，如实在无人做些危险之事，我再站出来。校庆志愿者的经历很有趣，认识的名人都有
种魅力，不愉快的事也是有的，周围足够危险，我也不需努力打搅他人，只需愉快的忘却^_^
12、读了最后一章批评米勒传记弗洛伊德式肤浅描写和埃里蓬居高临下的批判姿态。个人感觉翻译非
常糟糕，但是没法对照原文所以不好定论。
13、赞
14、别买漓江出版社的书⋯⋯⋯⋯⋯⋯⋯⋯⋯⋯
15、不是入门书。
16、深感自己的福柯只是半个福柯
17、前三章相当于一个导论吧，论及三个主题：现实性，问题化和部署。后面将会用这三个范畴去剖
析福柯。第一章还算明晰的，后面就云山雾罩的。讲民主的那篇，实在没写出什么东西。可能翻译也
有一点问题
18、翻了一遍，完全不知所云，层次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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