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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驯化》

内容概要

本书考察了西方文明试图驯化命运的三种途径：希腊悲剧文化对命运的英雄般的肯定，基督教对神圣
天命的谦卑接受，现代技术社会对命运的“否弃”。在此背景下，作者认为技术的不可控性重新把悲
剧的维度引入了我们的文化。通过对《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美狄亚》等古典悲剧，
以及赫尔曼斯与维勒贝克的悲剧小说的广泛考察，作者清晰地阐发了当代视野中的悲剧观，赋予诸如
自由意志、决定论和生命的偶然性等哲学论题以崭新的光辉，为审视“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提供了
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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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的驯化》

精彩短评

1、还好 技术部分稍微薄弱 
2、费了很大劲终于没有看完。。。学术味很浓。
3、第一章和第二章以及引论非常精彩。第三章尤其值得关注悲剧与政治的关系。
4、神都要臣服于命运，但是人类却想尽办法要驯服命运。终于，人类发明了各种技术，本以为能掌
控命运，但却料不到技术才是命运的终极主宰，人将沦为工具。人类自导自演了这场悲剧，让技术最
终吞噬我们。我们渴望掌控力和确定性，但却被偶然性所左右。希腊悲剧提供了一种必然性与偶然性
共存的状态，这种巨大张力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来审视当下我们与技术的关系，是利用、被利用还
是共生。这不是一本容易读的书，但是值得回味。
5、对《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安提戈涅》的分析历久弥新，总能在时代的每一个面向中都找到注
脚，然而不知为何，《美狄亚》开始，就失去了永恒的崇高感，如每个人避之不及又深陷其中的偏狭
的庸常。
6、核心还是在讨论人与技术的关系。只不过从希腊古典文化开始梳理了一遍思想史哲学史，这个读
起来还是很吃力的，不明觉厉的感觉。最后引用作者的一句话总结“本书的论点是：在（后）现代文
化中，技术已成为悲剧的真正核心”。
7、关于命运和悲剧说得比技术要多。《疑犯追踪》可以参考这本书来观看哦~
8、人类的一切艺术（技术）皆来源于普罗米修斯。
9、看看
10、童年阴影和弗洛伊德第一次出现是在P55
11、探讨了命运、悲剧、技术。关于献祭，自由意志，净化，进行思想史梳理。又围绕着悲剧剧本与
小说。整本书还是比较清晰，语言平实易懂。
但关于克服命运之道，关于虚无主义，并不赞同作者的看法。他的自由意志来自于基督教的双重视野
，他一直强调人本质的无家可归。关键不是无家可归，而是有家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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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技术的诞生、发展、变革，对人类而言是悲剧还是喜剧？荷兰著名哲学家约斯·德·穆尔在《命
运的驯化：悲剧重生于技术精神》一书中，分析了西方文明驯化人类命运的三种方式：希腊悲剧文化
对命运英雄般的肯定；基督教对神圣天命的谦卑接受；现代技术社会对命运的“否弃”。该书重新解
构了人类在命运面前的诸多抉择，以及源远流长的文化根源。作者倾向于认为因技术的滥用，人类对
命运的驯化走上了失控之路，技术正在背离最初的宗旨，在人类有意识与无意识的摆布中，将人类社
会、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及自然环境推向崩溃的边缘。在作者对悲剧、悲剧意识、悲剧事件的分析中，
我相信悲剧确实正在因技术而重生，但重生的仅仅是悲剧，而不是有着伟大内涵、丰富意象、饱含着
精神憧憬与永恒期待的古典悲剧。西方古典悲剧，无疑是美的、至纯的，是没有答案也不需要答案的
，它是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体察，意在对永恒矛盾的探索、对命运永无止境的扣问、对世俗用最艺
术的方式进行的一次次叛逆。它带给人的是悲喜交集的复杂感受，是用很长的时间都难以消化的对伦
理、苦难、境遇、命运深层的思考。但现代人关心、追问的是因果、结局、未来，是基于实用主义、
现实主义的视角评判一切事物的武断，是用唯物质化的思维去审视纯精神化的悲剧，这样所能诞生的
现代悲剧只能被浅薄化、世俗化、工具化，悲剧可以重生，人们可以恐惧、悲哀、痛苦，却并不具备
古典的、悲悯的悲剧意识。在书中，作者利用大量篇幅对古典悲剧进行了重温，请出了为人类偷盗火
种的提坦巨神普罗米修斯，他用自己的苦难点亮了人类的智慧，但如今又要眼睁睁地看着人类不明所
以地乱用火种，点燃一切。西方古典悲剧的目的不是为了批判，而是为了反省。作者延续古典悲剧的
脉络，用宽阔的视野、深厚的学养，对古典悲剧的现代意义进行了深度解析，意图唤醒现代人的悲剧
意识，进而重新审视现代技术环境下人类的未来命运，审视信仰消亡时代人的精神归宿。基于中西方
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要想读懂书中所有的投射，无疑是困难的。在欧里庇得斯、柏拉图、苏格拉底
、亚里士多德，以及叔本华、尼采等西方哲学家共同构筑的巨大精神王国里流浪，也无疑是凶险的。
那些层叠不息一浪一浪向人涌来的意识、一个一个挑战伦理、挑战世俗、挑战常识的精神拷问，让人
应接不暇，甚至陷入混乱。当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在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中聆听人类的颂歌时，
那些来自2000多年前的古老寓言，宛若重生。维护自然法则，不向王权低头的“安提戈涅”，在大地
中安息，但她却又激发了后人的无数哲思。如今，人类的技术早已不仅仅是“用马的女儿耕地”、“
用细密的网兜捕捉那欢快的飞鸟”，但我们却因技术的发展和滥用，不再“有办法面对一切”，技术
正在失控。我们背离了“只要他尊崇大地的法则，和他发誓要主持的诸神的正义”，而是“胆大妄为
”意图翻转自然规律。纵观现代社会，人们将“上帝”拉下了神坛，物竞天择中自然的使命，全部由
人类创造的基因工程代为实现，人们可以人为创造物种、改良基因、反季生产，技术甚至正在努力消
弥生与死的界限。人们幻想着将电子芯片与人的身体、意识相连，所有违背自然的、违背伦理的现象
都将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上发生。旧的秩序不断被打破，而新的基于技术应用的社会秩序并未建立
成形，而精神秩序却在土崩瓦解。人类试图用技术改造命运，而当技术足够发达，我们急需做的却是
利用技术修补被技术破坏的星球，这种关于技术的悖论，讽刺的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类自身的命
运和智慧。有史以来，人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强大和脆弱过，强大到可以翻转自然，脆弱到整个群体
的命运岌岌可危。如果说人类基于个体的命运是可以被驯化的，我们能够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做出理性
选择，那么人类群体的命运则复杂多变，群体性选择和个体性选择都有可能将整个群体的命运抛向荒
野。时至今日，技术呈指数化发展变革，技术已然失控于最初的目的，而悲剧重生，却又失却了原来
的古典韵味。我们并没有驯化命运，反而在不停地制造命运的悲歌。假如人类可以利用伟大的智慧修
复地球创伤，重建宜居家园，但遗失的精神、信仰，还能寻回吗？原作者：胡艳丽原载于：深圳特区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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