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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荒诞的墙 像伟大的作品一样，深刻的感情总是包含着比它有意识表达的更多的意义。在行
动和思想的习惯中，到处都存在着心灵中的运动或排斥的恒定，并在心灵自己也不知道的后果之中继
续进行下去。伟大的感情到处都带着自己的宇宙，辉煌的或悲惨的宇宙。它用激情照亮了一个排外的
世界，并在其中找到了合适的气候。有一个妒忌的、有野心的、自私的或慷慨的宇宙。一个宇宙，就
是一种玄想和一种精神姿态。对于已经专门化的感情来说是真实的东西，对于作为其基础的不明确的
激动来说就更是真实的了，这种激动如同美给予我们的或者荒诞所引起的一样，既模糊又“确定”，
既遥远又“现实”。 荒诞感可以在随便哪条街的拐弯处打在随便哪个人的脸上。它就是这样，赤裸得
令人懊恼，明亮却没有光芒，它是难得有把握的。然而，这种困难本身就值得思索。这很可能是真的
：一个人对我们来说永远是陌生的，他身上总是有某种我们抓不住的不可制服的东西。但实际上，我
认识一些人，我从他们的行为、他们全部的行动、他们在生活中走过时所引起的后果认出他们。同样
，所有那些分析无从下手的非理性的感觉，我实际上能够加以确定，加以评价，方式是将其后果纳入
智力的范围、抓住并记下其面貌、勾勒其天地等等。当然，我可能见过一位演员一百次，却并未因此
而对他本人有更好的了解。但是，如果我把他扮演的角色集中起来，如果我说我在他演第一百个人物
时对他有了稍微进一步的了解，人们可以感到这里面有部分的真理。因为表面上的反常现象也是一种
寓言。它有一种教训。其教训是，一个人可以通过真诚的冲动显示其本色，也同样可以通过演戏显示
其本色。一种更低的口吻，一些无动于衷的感情（这些感情可以由它们激起的行动部分地、不忠实地
表现出来）以及它们所意味着的精神姿态，也同样是如此。人们感到我就这样确定了一种方法。但是
，人们也感到这是分析的而不是认识的方法，因为这种方法包含着玄想，这些玄想不自觉地暴露出它
们有时声称还不知道的一些结论。这样，一本书的最后几页就已经出现在它的最初几页中了。这种纽
结是不可避免的。这里确定的方法公开表明这种感觉，即全真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只有外表是可以计
数的，其环境是可以感觉到的。 这种不可把握的荒诞感，我们现在也许可以在智力的、生活艺术的或
简单地说艺术的不同的、然而是友爱的世界中触及到。荒诞的气氛存在于开始。结局是荒诞的宇宙和
那种用自己的光照亮世界的精神姿态，它照亮这世界是为了使享有特权的、无情的面目放出光辉，而
它知道如何辨认这些面目。 一切伟大的行动和一切伟大的思想都有一个可笑的开端。伟大的作品常常
诞生在一条街的拐角或一家饭馆的小门厅里。荒诞也如此。荒诞的世界比起其他的来更是从这种悲惨
的诞生中获得它的高贵。对一个人来说，在某些场合对有关他的思想的本质的问题回答“无”可能成
为一种欺骗。被爱的人很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这一回答是真诚的，如果它形象地表现出这种奇特
的精神状态：虚无变得雄辩，日常行动的链条被打断，心灵徒劳地寻找连接链条的环节，那么，这一
回答就成了荒诞的第一个标志。 有时候布景倒塌了。起床、电车、四小时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吃
饭、电车、四小时的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总是一个节奏，大部分时间里都轻易地
循着这条路走下去。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
切就开始了。“开始”，这是重要的。厌倦出现于一种机械的生活的各种行动的结尾，但它也同时开
始了意识的运动。它唤醒这运动，激起下文。而下文正是无意识地回到链条中去，或是最后的觉醒。
随着时间而来的，是觉醒之余的后果：自杀或者恢复常态。厌倦本身具有某种令人厌恶的东西。我应
该说在这里它是好的。因为一切都以意识开始，一切都因意识而有价值。这些看法并无任何独特之处
。它们都是不言自明的：要粗略地认识荒诞的根源，眼下这也足够了。简单的忧虑乃一切之始。 同样
，时间支配我们，对于一种暗淡无光的生活来说，更是天天如此。但是总有些时候我们必须支配时间
。我们是靠未来生活的：“明天”，“以后”，“等你混出来的时候”，“长大了你会明白的”。这
些自相矛盾的事情是值得钦佩的，因为终于说到了死。总有那么一天，人发现或者说他已三十岁了。
他就这样确认了他的青春。但是同时，他也确定了他对时间的位置。他有了自己的位置。他承认他处
于一条曲线的某一点上，而这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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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加缪令人着迷。下次读沈志明的译本。
2、谢谢 我看不懂中文
3、加缪所说的荒诞感很类似与我所理解的孤独感，即人与外在世界隔离开来的感觉。然而一般人看
来荒诞的西西弗斯却是幸福的，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并且接受了这个命运，正是这个被他认
可了的命运把他和世界重新链接起来。
可惜这本书的文字好混乱（也许是翻译的问题），我实在看不下去。
4、用热情填补漏洞的哲学。后尼采时代。
5、我是有毛病才看这个。。
6、我觉得我是站在萨特这一边的 至少看恶心和局外人的时候 对荒诞和反抗是有两种感觉的 看完西绪
福斯神话 又有了第三种感觉...又要压抑一段时间了 所以还是少看这种书  
7、存在是虚无，还要给虚无上色，就是荒诞。
8、读过上海译文版本再来读这个版本，觉得两个版本的翻译都不够清晰。
9、电子版，这种语言风格的散文看一两行还成，成篇的就云里雾里。
10、义无反顾地生活
11、“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
12、不敢说看懂了多少，但有些字句还是挺打动人的。“如果智者一词可以用于那种靠己之所有，而
不把希望寄托在己之所无来生活的人的话，那么这些人就是智者。”
13、荒谬不在世界，不在个人，而在于这两者的共存。
14、荒诞时刻都在发生。包括此时无法准确阐述荒诞的我不得不表现出我对荒诞的理解而写下关于荒
诞的短评却不知荒诞的意义何在。
15、我理解加缪的观点，但不同意他的推理过程。我甚至觉得，西绪福斯推石上山、走入平原，是一
碗高级的鸡汤。同时，我还认为，「没有轻蔑克服不了的命运」这一论断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当
然，我仍旧喜欢他有关创造者的阐述，只是认为他太二了。
16、何为荒诞(希望着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那种分裂就是一种对统一的怀念精神和世界的连
接，斗争)，唯一能掌握的真理就是荒诞，从仅知道的真理去推导后果和荒诞的人如何去生活，不认同
克尔恺郭尔胡塞尔，他们缺失了承认荒诞存在的某个条件。思想，这是重新学习看，重新学习引导自
己的意识，把每一个形象变成特权的场所。(即所看到的才是唯一掌握的，而预想的是不可靠的)坚持
，单单靠着他所知道的东西生活，与存在的东西取得一致以及不使任何不可靠的东西介入。正视荒诞
，与荒诞共存。死亡与荒诞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不可协调更促使我们不接受去反抗
17、世界对人的发问，报以美丽的沉默
18、不论我们回到疲惫的过去与终极的死亡有多远，我们已然安住于狂喜的思想中，我们在颠沛流离
之际，已经探索与体验了辛酸与悲伤。会有那么片刻的功夫，悲伤脱离了咎责，欢笑也不再有焦虑。
当永恒像神话一样破解了时间的限制时，我们便会突然领略人类意识的意义。（冲着may解读 加缪 的
西西弗斯神话，一定得去看看原版。）
19、感觉自己过了看这个的年龄了。。。就是荒诞感。。。
20、被序吸引了
然而翻译得不像中文...
另外杜小真版本翻译得像神经病一样，沈志明的看起来正常一点

然而比较着读几段之后感觉...
沈的翻译比较本土化，郭的翻译比较翻译腔；也难说到底哪个更适合。
不过，有些地方看得出来这两位翻译都翻得不上心啊orz；
郭的问题在于太过翻译腔，看起来不像中文；沈的问题在于...以句子为单位来说是通顺了，但是句子
与句子之间的关系给翻没了......
21、加缪认为“自杀是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说的“语言学才是哲学的最后领地”
太对了，如加缪的文人太过将哲学局限于人性本身，而又预设的是俗世的联系性，真的太小家子气了
，认知的边界还未触碰到一味关注人性有多幽微复杂真的蛮无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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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大致明白了，但是对我影响不大。问题在于，意识到要反抗，但是怎么做？可有现实的动力？
23、 11.8~11.9 哲学的书果然太深奥了看不懂啊。。。 前面的序概括的不错 。 后面加缪的生平也不错

巴尔扎克 萨德 麦尔维尔 斯丹达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 普鲁斯特 马尔罗
24、最后一章写得气势恢宏。迷恋上那个：“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的意象⋯作为新年的第一本
书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呢~~//算是重读，可是我高一的时候是怎么以为自己读懂的⋯
25、睡不着的深夜读这本书，感觉力量在deadinside的心里一点点地积攒起来....../(ㄒoㄒ)/~~
26、“西西弗推的那个石头，是他自己的石头。”
27、一星扣翻译
28、本来荒诞哲学就很难说得清晰，加上这个翻译，真的云里雾里的，最后为了升华加缪踩低萨特真
的看不下去。
29、看过而不想看过的书，人生的本质，无意义，滑稽和荒诞的人偶剧
30、“仅仅有一天，产生了'为什么'的疑问，于是，在这种带有惊讶色彩的厌倦中一切就开始了。”“
荒诞，就是没有上帝的罪孽。”然而知道这些的我们，能否在反抗、自由与激情中实现“义无反顾”
的生活？
31、反抗人生的荒诞，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32、不可能通过否定荒诞的方程中某一项来取消荒诞，加缪感兴趣的不是荒诞的发现而是其后果。荒
诞是人和世间的矛盾，没有了人荒诞也即不存在了。加缪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哲学家的，看来以前我
也是有所误会，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为荒诞哲学，西绪福斯做着即无用又无望的劳动，但是依然毫无畏
惧，正应了余华的活着中富贵只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加缪对人并不悲观，悲观的只是命运。应该设
想，希绪弗斯是幸运的。
33、加缪的《西西弗神话》这本书，不大推荐，如果你自认为是哲学素养还行的人，可以尝试
34、基本读不懂的书，翻译的太难懂了，句式复杂，读了后面忘前面
35、翻译完全没法看，硬着头皮看完你会发现这是一本好书，好到足以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价值取向
，这就是加缪的荒诞哲学。
36、没想到加缪会是一个拥有如此丰沣生命力的人，他的这篇论荒谬，与其说是哲学著作，在我看来
更像是一首生命赞歌。当最后画面凝结在西绪福斯望向广袤荒凉的原野，那一刹那，没有振臂高呼，
我却听到了振聋发聩的怒号。想起来裴多菲的那句诗：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行。
37、书是好的，翻译的不通，不是中文的习惯
38、简直就是加缪最烦的一本书了。- - 
39、人们总是看得见他的重负。西绪福斯教人以否定神癨举起巨石的至高无上的忠诚。他也断定一切
皆善。这个从此没有主人的宇宙对他不再是没有结果和虚幻的了。这块石头的每一细粒，这座黑夜笼
罩的大山的每一道矿物的光芒，都对他一个人形成了一个世界。征服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
的心灵。应该设想，西绪福斯是幸福的。
40、⋯⋯⋯⋯OMG一边看一边忘，完全不记得讲了啥，同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41、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每一天的荒诞。这本书不评分，没看懂，这论证的逻辑真是跟不上。
荒诞是已知的，讨论的是它带来的后果。主张“义无反顾地生活，穷尽现有一切，知道自己的局限，
不为永恒徒费心力”。得到了这个结论，但是怎么做呢？还有，西绪福斯为什么一定要接受这种命运
呢？他可以反抗啊。
42、一星打给翻译，完全搞砸，稀巴烂的翻译，越看越怒
43、这可能是我本年度喝过的最浓的一碗鸡汤，在如此荒谬的社会异化中，还要秉持酒神精神的超然
，显得如此力，果然印证了辩证法的观点，事物总会向对立面转化。这种荒谬的坚持，难道不是为了
否定之否定后的升华吗
44、郭宏安别来毁加缪了。书快被我涂改得看不了。
45、我究竟为什么要在手机上用kindle看这本...除了序和后记之外其他几乎都是不明觉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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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由题目，错认为是类似于荷马的作品或希腊神话。读进去后，才知道这是对哲学的深入探讨。“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 这句话如同炸弹袭入眼帘。从苏格拉底至今，两千多
年人类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可否提炼成如此简短的概括？答案只有继续读下去，才可能找到吧？
！（P.S.：本人是可知论者：若给我无限的时间，我将把一切真理证实出来）荒诞可以存在于俗成的
认定：（例）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也可以在被改变的因果律：（例）人类一发笑，上帝就思考
。（例）上帝一思考，人类就发笑。（例）上帝一发笑，人类就思考。荒诞不在人，也不在世界，而
是在两者的共存。人生交替悲喜剧，尤如塞翁失马，期望与现实的落差，得与失，荒诞性也只能是被
主观地把握在局内局外人。结合西绪福斯（也译西西弗里）神话，我们可以说他的故事是荒诞的，他
拒绝过死亡，打败过死神，受罚每天将山下巨石推上山顶，然后再回到山下，继续重复推石的劳作。
他本可以选择死亡，结束劳役。然而他没有，反而用行动超越荒诞本身，我们可以说他是幸福的，也
能想象到他每次将巨石推上后，从容行下山时的笑容和心中的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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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绪福斯神话》

章节试读

1、《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第447页

        荒诞产生于人类的呼唤和世界的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对立。

2、《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译者序

        ⋯⋯也就是说，对于人类追求绝对可靠的认识的强烈愿望，世界报以不可理喻的、神秘的沉默，
两者处于永恒的对立状态，而荒诞正是这种对立状态的产物。

3、《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第509页

        对我来说，唯一的已知数是荒诞。问题是如何走出去以及应否从荒诞中推论出自杀。

4、《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第209页

        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
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可救药，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
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5、《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第204页

        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所超越或者他并不理解生活。

6、《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第207页

        自愿的死亡意味着承认，甚至是本能地承认这种习惯的可笑性，承认或者没有任何深刻的理由，
承认每日的骚动之无理性和痛苦之无益。

7、《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第179页

        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判断人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

8、《西绪福斯神话》的笔记-第498页

        荒诞本质上是一种分裂。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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