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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到行动》

内容概要

《从文本到行动》汇集了利科在20世纪70—80年代发表的重要系列论文，这些文本代表了利科研究诠
释学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现象学到诠释学，从文本诠释到行动诠释；对话语和叙事作出反思，并对意
识形态与处于城邦核心的人的行动进行追问的同时，利科强调了介入这两者之间的诸种关系。
在《从文本到行动》中，利科逐渐摆脱了要在其他学科面前捍卫诠释学的焦虑，他从胡塞尔现象学与
诠释学的关系以及诠释学自身的历史看到了自己研究的独特角度和价值：立足于文本理论建构一种超
越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甚至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并且将之应用于解释人的行动、社会意识
形态，从而建立新的政治和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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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13—2005），20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和研究跨越于多
个人文学科：现象学、诠释学、精神分析学、符号学、政治学与伦理学等等，他总是试图在冲突中寻
找缝合的契机，以解释我们的社会与历史、制度与文化，以及我们自身的存在。主要著作有《意愿与
非意愿》、《活的隐喻》、《诠释的冲突》、《从文本到行动》、《时间与叙事》（三部）、《自己
本身作为一个他者》等等。
夏小燕，法国勃艮第大学哲学系博士候选人，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现象学、美学、法国和德国当代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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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清澈的翻译，新一代译者赞！
2、这本论文集与《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有不少重复的地方，但翻译上了不只一个档次。
3、比较牛逼，诠释现象学征服一切的感觉
4、保罗利科是那种哲学班的尖子生，他善于总结各派观点，把它们织成一个庞大的索引网，从某点
出发总是会返回到它自身，他所有的论述都有助于这张网络的扩张或收缩，这种有体量厚度的参考网
格就是文本，行动就是对文本的编织。
5、图书馆

Page 6



《从文本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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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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