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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斯·布鲁门伯格（Hans Blumenberg, 1920—1996），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与哈贝马斯齐
名，从古典学入手通过解读神话、《圣经》、文学文本以重构西方思想史，重视文学感悟与生命筹划
的关系，关注思想历史的隐喻、象征、修辞等语言维度，试图为现代奠定正当性基础。他的著作思想
精深，气魄宏大，主要包括《现代正当性》（1966）、《哥白尼世界的起源》（1975）、《神话研究
》（1979）、《马太受难曲》（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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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认真读完
2、翻译水平略欠
3、#2015105#
4、这个书翻译的，至今看到仍心有余悸
5、基本都不是推断⋯⋯所以⋯⋯
6、故事向历史生成
7、作者确实相当牛逼，被各种知识轰炸了
8、三年后，再来表示一下，渣翻译，你回去和你老婆过家家吧
9、书很好看，只是好难读，不过暂时读完，再好好消化一下。。
10、A light on the heart of darkness
11、胡继华翻译 你出来 我保证不打死你⋯⋯
12、布鲁门伯格对神话的阐释有着明确的现实旨趣：恰切地理解神话，有助于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把
神话当作累赘的遐想的时代。在他看来，对动物性的超越使得一切可能之物作为未知的地平线浮现，
由此也就有了缺乏明确对象的无名之畏。神话是人从这种“实在的专制”之下解脱出来的方式：通过
将纯粹的可能性具现化，神话使得命运变得可以认识、可以把握。从神话到哲学再到现代的启蒙主义
，引起恐惧的客观世界逐步被内化的、祛魅的观念，即心灵之中用以代替世界的傀儡所驱逐，神话在
今天显示出荒诞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它的安慰，因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征服实在的更高权力。但
尽管如此，启蒙主义所界定的实在仍然是偶像崇拜意义上的实在，是为了对安全的确保而从主体出发
织造的实在的代用品，而这恰恰是神话的登峰造极，即通过自己成为神来最终驱逐神所代表的自然。
13、翻译令我死亡，深深的后悔买了上下 简直狗屁不通，没有一句是人话
14、第一句话就把我拍懵了：他们不可能同决定性神圣原则保持足够的距离，整个神界只不过是决定
性的力量借以同人类的世俗性存在保持距离的中介，以便人类的肺部还能继续呼吸到新鲜空气。出自
卡夫卡的信⋯⋯　　　　　几番挣扎后还是放弃了，没这智商也没心思⋯⋯
15、是他创造了所谓的“隐喻学 ”，即认为潜藏于隐喻和习语之下的东西，其实最接近真实(并离形
而上学最远)。在其后期作品中，布鲁门伯格受阿诺德·盖伦“人类是在面对‘绝对真实’及其压倒性
力量时，需要某些辅助观念的脆弱生物”观点指引，逐渐强调他观念中的人类学背景：他把神话和隐
喻视作盖伦所理解的遥远、指引和救赎价值的等同物。这就是布鲁门伯格将绝对隐喻观念置于最重要
位置的原因。无论隐喻最初是否解说事物真实性的一种方式，是否理解事物的一种形式，它们在科学
中都趋于独立存在。现象可能会介于如下两种状态之间：或令隐喻完全呈现而失去其解说功能，或沉
浸于隐喻所塑造的若有其事的体验之中。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发现，“绝对隐喻”的观念对
一个文化之观念的绝对重要性，好比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光代表真实”的隐喻。
16、写完书评以后，琢磨一下这本书还有那么一点意思，这可是我上穷维基，下“经典与阐释”的结
果啊。其实该书每章都不分节，读得累死，而且就没见过几本德国人以外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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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间：2013年2月3日张经纬　学者，上海当我们打算评论一个连中文简介也找
不到的作者的作品时，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先把他的生平介绍翻译出来。当我读完德国著名哲学家
汉斯·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研究》(上)后，便很想知道怎样的人生背景让这位与哈贝马斯齐名的作者
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我先从“维基百科”中编译一段。汉斯·布鲁门伯格(1920-1996)在(1937-1947，期
间因二战中断过)十年之间学过哲学、德国学和古典学，是近几十年里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身为天主
教徒的布鲁门伯格因为有“半犹太”血统，被所有德国正规教育结构拒之门外。1939-1941年间，他只
好在帕德伯恩和法兰克福的神学大学里学习哲学，但在此学习阶段末尾也被迫离开。后在德尔格公司
工作。1944年，一度被羁于集中营里，在海因里希·德尔格出面后获释。1945年后，布鲁门伯格在汉
堡大学继续了哲学、德国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习，1947年以“中世纪本体论的起源”为博士论文毕业
于基尔大学。1950年以“本体论的距离”———探讨胡塞尔现象学的危机———获得博士后资质。布
鲁门伯格终生都为德国研究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历任多所高校教授。为了准确而快速地进入他的这本
著作，我们还可以先参考一下维基百科对其《神话研究》的简短评论：是他创造了所谓的“隐喻学 
”(metaphorology)，即认为潜藏于隐喻和习语之下的东西，其实最接近真实(并离形而上学最远)。在
其后期作品《神话研究》(1979)中，布鲁门伯格受阿诺德·盖伦“人类是在面对‘绝对真实’及其压
倒性力量时，需要某些辅助观念的脆弱生物”观点指引，逐渐强调他观念中的人类学背景：他把神话
和隐喻视作盖伦所理解的遥远、指引和救赎价值的等同物。这就是布鲁门伯格将绝对隐喻观念置于最
重要位置的原因。无论隐喻最初是否解说事物真实性的一种方式，是否理解事物的一种形式，它们在
科学中都趋于独立存在。现象可能会介于如下两种状态之间：或令隐喻完全呈现而失去其解说功能，
或沉浸于隐喻所塑造的若有其事的体验之中。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发现，“绝对隐喻”的观
念对一个文化之观念的绝对重要性，好比在新柏拉图主义中，“光代表真实”的隐喻。不过，布鲁门
伯格也提醒读者不要将神话的批判性解构，混同为对所有神话的彻底呈现。他的著作反映了其对胡塞
尔的研究，该书总结道，从我们不断回到自身沉思的意象这一事实中可以发现，我们最终仰赖的科学
启蒙的主观性与其在人类学上的局限性。尽管《神话研究》会让初读者陷入一种不容喘息的叙述压力
之中，但以上的简介或许能让我们对其人、其书有了一些初步印象，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是如
何与研究交织在一起的。其实，对《神话研究》最好的评论莫过于该书英文版译者罗伯特·M .华莱士
所作的长篇评论(该文中译本载于《色诺芬的品位》，2006)，事实上这位华莱士作为布鲁门伯格主要
作品的英译者，对其名下每一本布鲁门伯格的译作都作了非常详细的评论(见《色诺芬的品位》所属“
经典与解释”丛书第7、10、13册)。如华莱士所言，“在《神话研究》中，布鲁门伯格提出一个至少
从17世纪末就已经困扰欧洲思想家的问题。那就是，古老的神话为什么没有随着世俗科学理性的凯歌
高奏而烟消云散？它们如何能够继续左右着我们的文化学想象，甚至这种能力还有增无减。”与其说
布鲁门伯格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如说他试图在本书中为这个困扰欧洲思想家几个世纪的问题寻求一个
解答。自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来，神话(尤其是作为其载体的神学)便成为“科学”的对立面，成为
被“启蒙”的对象。随着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殖民冒险，除了神学院中研究的那些“神话”外，属于世
界各地各种异文化的神话极大扩充了欧洲人观念中“神话”的范畴。在此之后，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
希·谢里曼19世纪在小亚细亚的发掘，使荷马史诗中近乎文学虚构的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古国从
神话变成了真实。神话从此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则，而仿佛成了被理性驯服的远古巨兽。科学对
宗教，对神话的怯魅，使理性主义在与神话的这一回合中取得完胜。比布鲁门伯格年长许多的同胞恩
斯特·卡西尔比前者更深刻地体会到，原始主义“神话”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德国陷入民族部落
主义癫狂。他在《国家的神话》中对神话的认识显然超越了“神话”的古老面目———“神话”并不
仅仅属于“亚当、夏娃”、“伊利亚特”、“西西弗斯”，它也会随着时代变迁，演绎出一张现代面
孔。既然神话本身会随着时代不断演化出现的版本，那么神话的消散，又从何谈起呢？正是在这双重
背景下，布鲁门伯格开始了他的“神话研究”，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使他对18世纪历史哲学
家那种“从神话到逻各斯”的进化观念保持批判态度，而有着集中营生活体验的他同时也不会失去对
启蒙的追求。换句话说，他一方面延续了卡西尔对“神话”当代性的认同，并不把神话视作古老的遗
迹，另一方面也保持了对神话背后原始主义的理性态度———在这一点上，他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
主义神话学有着相同的出发点。那么，要在这种情况下对神话进行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沿着解释
学的路径，进入神话内部。从布鲁门伯格的学术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受的神学、哲学和古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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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传统，在他的神话研究中起到的作用———在所有神话中游刃有余，尽管对不熟悉文本的读者来
说，有些头绪难理。解释学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通过对文本的描述，使文本背后隐藏的意义自然
呈现，以揭示“隐喻”的重要位置。比如，他在解释“启蒙，既不想再度回归于文艺复兴时代，也不
认为必须最后裁定古今之争⋯⋯”时提到，“《圣经》中的上帝命令亚伯拉罕献祭他年迈所得唯一的
爱子⋯⋯在这个上帝身上，启蒙时代也仍然更多地看到了希腊神话的对应情节。⋯⋯就对神话和《圣
经》展开的道德批评而言，⋯⋯《圣经》里的上帝是否真的认识到了亚伯拉罕的虔诚，是否真的用动
物代替了活人献祭，这都是无关紧要的。绝对重要的是，父亲-上帝间接地构成了道德批评的目标”。
在这个例子中，布鲁门伯格通过对亚伯拉罕用爱子献祭的叙述，发现了该主题被多次使用，有时来自
《圣经》，有时来自希腊神话的对应情节，而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引用该叙事的叙述者所施予的
目的：构成了道德批评的目标。在这里，布鲁门伯格已经非常接近人类学的观点：神话为人类的行为
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而这种合法性的取舍，会随着时代背景的变化而改变。正如“西西弗斯”神话
，既隐喻了不知反省的欲望(反面)，同时也是不倦的追求(正面)，对哪种意义的取舍都离不开时代的
烙印(同样的还有“浮士德”或“弥赛亚”神话)。那么，当读者们了解了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的历史
，便不难理解古老的瘟疫神话之所以隐藏在加缪《鼠疫》中的原因了。那么，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走入
《神话研究》一书，我们便会发现，对神话内容的大量叙述，其实都是通过描述现象学方法揭示神话
隐喻的意义。神话之所以不朽，正是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通过某些先驱的事迹为自己找到行为
的合法性。“谁要认为‘一个终极神话’的种种形式都是陈年旧迹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布鲁
门伯格如是说。尽管布鲁门伯格就“基本神话与艺术神话”作出的分类仍可进一步推敲，但他在本体
论上，至少为我们进入神话内部指明了一条道路：神话真实地活在当下，回到神话文本的叙述本身，
是揭示某种隐喻的关键所在。而意识到并揭示神话之隐喻的目的，既是“把神话带向终结”的方式，
也是为了如他在《现代的正当性》中所表达的那样：把启蒙进行到底！原文地址
：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2/03/content_1805011.htm
2、当我们打算评论一个连中文简介也找不到的作者的作品时，唯一正确的事情，就是先把他的生平
介绍翻译出来。当我读完德国著名哲学家汉斯·布鲁门伯格的《神话研究》(上)后，便很想知道怎样
的人生背景让这位与哈贝马斯齐名的作者写出这样一部著作。我先从“维基百科”中编译一段。汉斯
·布鲁门伯格(1920-1996)在(1937-1947，期间因二战中断过)十年之间学过哲学、德国学和古典学，是
近几十年里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身为天主教徒的布鲁门伯格因为有“半犹太”血统，被所有德国正
规教育结构拒之门外。1939-1941年间，他只好在帕德伯恩和法兰克福的神学大学里学习哲学，但在此
学习阶段末尾也被迫离开。后在德尔格公司工作。1944年，一度被羁于集中营里，在海因里希·德尔
格出面后获释。1945年后，布鲁门伯格在汉堡大学继续了哲学、德国学和古典文献学的研习，1947年
以“中世纪本体论的起源”为博士论文毕业于基尔大学。1950年以“本体论的距离”———探讨胡塞
尔现象学的危机———获得博士后资质。布鲁门伯格终生都为德国研究基金会理事会成员，历任多所
高校教授。为了准确而快速地进入他的这本著作，我们还可以先参考一下维基百科对其《神话研究》
的简短评论：是他创造了所谓的“隐喻学 ”(metaphorology)，即认为潜藏于隐喻和习语之下的东西，
其实最接近真实(并离形而上学最远)。在其后期作品《神话研究》(1979)中，布鲁门伯格受阿诺德·盖
伦“人类是在面对‘绝对真实’及其压倒性力量时，需要某些辅助观念的脆弱生物”观点指引，逐渐
强调他观念中的人类学背景：他把神话和隐喻视作盖伦所理解的遥远、指引和救赎价值的等同物。这
就是布鲁门伯格将绝对隐喻观念置于最重要位置的原因。无论隐喻最初是否解说事物真实性的一种方
式，是否理解事物的一种形式，它们在科学中都趋于独立存在。现象可能会介于如下两种状态之间：
或令隐喻完全呈现而失去其解说功能，或沉浸于隐喻所塑造的若有其事的体验之中。海德格尔和伽达
默尔的解释学发现，“绝对隐喻”的观念对一个文化之观念的绝对重要性，好比在新柏拉图主义中，
“光代表真实”的隐喻。不过，布鲁门伯格也提醒读者不要将神话的批判性解构，混同为对所有神话
的彻底呈现。他的著作反映了其对胡塞尔的研究，该书总结道，从我们不断回到自身沉思的意象这一
事实中可以发现，我们最终仰赖的科学启蒙的主观性与其在人类学上的局限性。尽管《神话研究》会
让初读者陷入一种不容喘息的叙述压力之中，但以上的简介或许能让我们对其人、其书有了一些初步
印象，帮助我们了解他的人生经历是如何与研究交织在一起的。其实，对《神话研究》最好的评论莫
过于该书英文版译者罗伯特·M .华莱士所作的长篇评论(该文中译本载于《色诺芬的品位》，2006)，
事实上这位华莱士作为布鲁门伯格主要作品的英译者，对其名下每一本布鲁门伯格的译作都作了非常
详细的评论(见《色诺芬的品位》所属“经典与解释”丛书第7、10、13册)。如华莱士所言，“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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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研究》中，布鲁门伯格提出一个至少从17世纪末就已经困扰欧洲思想家的问题。那就是，古老的神
话为什么没有随着世俗科学理性的凯歌高奏而烟消云散？它们如何能够继续左右着我们的文化学想象
，甚至这种能力还有增无减。”与其说布鲁门伯格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如说他试图在本书中为这个困
扰欧洲思想家几个世纪的问题寻求一个解答。自工业革命、启蒙运动以来，神话(尤其是作为其载体的
神学)便成为“科学”的对立面，成为被“启蒙”的对象。随着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殖民冒险，除了神学
院中研究的那些“神话”外，属于世界各地各种异文化的神话极大扩充了欧洲人观念中“神话”的范
畴。在此之后，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谢里曼19世纪在小亚细亚的发掘，使荷马史诗中近乎文学虚
构的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古国从神话变成了真实。神话从此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规则，而仿佛
成了被理性驯服的远古巨兽。科学对宗教，对神话的怯魅，使理性主义在与神话的这一回合中取得完
胜。比布鲁门伯格年长许多的同胞恩斯特·卡西尔比前者更深刻地体会到，原始主义“神话”在两次
世界大战之间，使德国陷入民族部落主义癫狂。他在《国家的神话》中对神话的认识显然超越了“神
话”的古老面目———“神话”并不仅仅属于“亚当、夏娃”、“伊利亚特”、“西西弗斯”，它也
会随着时代变迁，演绎出一张现代面孔。既然神话本身会随着时代不断演化出现的版本，那么神话的
消散，又从何谈起呢？正是在这双重背景下，布鲁门伯格开始了他的“神话研究”，德国在两次世界
大战中的经历使他对18世纪历史哲学家那种“从神话到逻各斯”的进化观念保持批判态度，而有着集
中营生活体验的他同时也不会失去对启蒙的追求。换句话说，他一方面延续了卡西尔对“神话”当代
性的认同，并不把神话视作古老的遗迹，另一方面也保持了对神话背后原始主义的理性态度———在
这一点上，他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神话学有着相同的出发点。那么，要在这种情况下对神话进
行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沿着解释学的路径，进入神话内部。从布鲁门伯格的学术履历中，我们可
以看到他所受的神学、哲学和古典学教育传统，在他的神话研究中起到的作用———在所有神话中游
刃有余，尽管对不熟悉文本的读者来说，有些头绪难理。解释学方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通过对文本
的描述，使文本背后隐藏的意义自然呈现，以揭示“隐喻”的重要位置。比如，他在解释“启蒙，既
不想再度回归于文艺复兴时代，也不认为必须最后裁定古今之争⋯⋯”时提到，“《圣经》中的上帝
命令亚伯拉罕献祭他年迈所得唯一的爱子⋯⋯在这个上帝身上，启蒙时代也仍然更多地看到了希腊神
话的对应情节。⋯⋯就对神话和《圣经》展开的道德批评而言，⋯⋯《圣经》里的上帝是否真的认识
到了亚伯拉罕的虔诚，是否真的用动物代替了活人献祭，这都是无关紧要的。绝对重要的是，父亲-上
帝间接地构成了道德批评的目标”。在这个例子中，布鲁门伯格通过对亚伯拉罕用爱子献祭的叙述，
发现了该主题被多次使用，有时来自《圣经》，有时来自希腊神话的对应情节，而这些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引用该叙事的叙述者所施予的目的：构成了道德批评的目标。在这里，布鲁门伯格已经非常接
近人类学的观点：神话为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而这种合法性的取舍，会随着时代背景的
变化而改变。正如“西西弗斯”神话，既隐喻了不知反省的欲望(反面)，同时也是不倦的追求(正面)
，对哪种意义的取舍都离不开时代的烙印(同样的还有“浮士德”或“弥赛亚”神话)。那么，当读者
们了解了1940年德国占领法国的历史，便不难理解古老的瘟疫神话之所以隐藏在加缪《鼠疫》中的原
因了。那么，顺着这个思路重新走入《神话研究》一书，我们便会发现，对神话内容的大量叙述，其
实都是通过描述现象学方法揭示神话隐喻的意义。神话之所以不朽，正是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需要
通过某些先驱的事迹为自己找到行为的合法性。“谁要认为‘一个终极神话’的种种形式都是陈年旧
迹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布鲁门伯格如是说。尽管布鲁门伯格就“基本神话与艺术神话”作出
的分类仍可进一步推敲，但他在本体论上，至少为我们进入神话内部指明了一条道路：神话真实地活
在当下，回到神话文本的叙述本身，是揭示某种隐喻的关键所在。而意识到并揭示神话之隐喻的目的
，既是“把神话带向终结”的方式，也是为了如他在《现代的正当性》中所表达的那样：把启蒙进行
到底！日期：[2013年2月3日]  版次：[GB23]  版名：[社科]  稿源：[南方都市
报]http://epaper.oeeee.com/C/html/2013-02/03/content_18050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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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神话研究（上）》的笔记-第13页

        神话与逻各斯的界限本来就是虚构的，这条界限也无法消除人们在免于实在专制主义的创作过程
中去探索神话逻各斯的要求。神话本身就是一种高含量的“逻各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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