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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客体》

前言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将作为哲学家、也就是概念的创造者而为人们所铭记。这正是他
给险恶的混乱强加一点秩序的方式。但是人们也不会忘记他是个“口吃者”，在说话和写作时口吃的
人，每当演讲甚至使用语言的重要时刻，他便开始口吃。最终，他还将作为“外部”的思想家而留在
人们的记忆里。他对读过和深爱着的作家的那些感人的描述都可以再用到他自身：“一点新鲜空气，
”“一阵风，”“外部的思想家。”哲学家，口吃者，外部的思想家。这些是怎样联系起来的呢？　
　哲学封闭自身，拼命限制自己的学科，常常把空虚和无效误认为智慧和严格，把内部的臭气误认为
知识和道德操守的标志。打破限制，一股新鲜空气就会从外部扑来，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破译哲学面
临的终结的征兆上。尽管哲学的问题就是外部的问题，外部并不是保护不同于哲学学科的场所；它是
哲学自身发生变化的场所。　　在与哲学家相邻的研究实验室里，科学家、画家、电影摄影师用他们
自己的材料进行实验。透过器皿壁上的孔洞，有时可以看到我们一直探索的相同的问题。但更多的是
一个外部，所有实验室和所有器皿的这个外部坚持自身的存在，引起了不稳定的“交流”的回声，这
并未消除“区域性”关怀的差异和分歧。我稍后再来谈这个“绝对的”外部，再来强调它在德勒兹著
作中所起的作用。但或许已经可以对它进行暂时的特征描述了。德勒兹并非刻意要说哲学实验室外部
的问题和事件是促成哲学家或她的哲学如此这般地发展的原因。哲学并不反映或代表仅仅与其相关的
一个外部。相反，哲学家创造概念——没有人能代替她创造这些概念。但是创造一个有力的概念就是
跟踪和追随一条路线，这条路线在使不同区域相互交流的同时，还使这些区域产生分歧，保留差异。
追踪这样一条犹如在哲学和音乐之间的路线，并不是给一个哲学主题配器，或用哲学知识谈论一首音
乐的形式和内容。而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第三个条件，以促进哲学“生成音乐”或音乐“生成哲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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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客体》

内容概要

本读本通过六个方面的主题全面反映了德勒兹的思想：一、差异与重复；二、经验主义哲学；三、 游
牧空间与机器；四、批评与欲望生产；五、逃逸的文学；六、内在性与存在的单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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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客体》

作者简介

　　陈永国：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尹品：清华大学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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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客体》

书籍目录

代序 谁是德勒兹?
一 差异与重复
重复与差异
思想的形象
虚拟性
二 经验主义哲学
经验主义与主体性
假象与古代哲学
三 游牧空间与机器
美学模式：游牧艺术
在线上
资本主义
文化的三个方面
走向自由
绘画与感觉
电影与空间：画面
电影与时间
四 批评与欲望生产
精神分析学与欲望
谵妄：世界是历史的，而不是家庭的
什么是欲望?
什么是生成?
什么是事件?
什么是多元性?
个体化
他者论
五 逃逸的文学
文学与生命
能够集结康德哲学的四条诗意表述
尼采和圣·保罗，劳伦斯和帕特莫斯的约翰
惠特曼
尼采阐释的阿里阿德涅的秘密
他口吃了
耻与荣：T．E．劳伦斯
斯宾诺莎与三部“伦理学”
六 内在性与存在的单义性
内在性：一种生命
存在的单义性（1）
存在的单义性（2）
意义与哲学的任务
运动与多元性
时间对真理
外部的思想
附录 德勒兹／瓜塔里访谈：论资本主义与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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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客体》

章节摘录

　　如果重复是可能的，那它就既对立于自然规律又对立于道德法则。有两个已知的方法用来推翻道
德法则。一个是上升为原则：把法则作为次要的、派生的、借用的或“一般的”东西提出挑战；将其
作为二手原则加以谴责，这种二手原则扭转了一股原始力量的方向，或颠覆了一种原始权力。对比之
下，另一个方法是通过降低到影响的层面推翻法则，人们往往对这些影响的细节予以过分完美的注意
。通过采用道德法则，一个错误地顺从的灵魂设法逃避这个法则，品尝它假定禁止的那些乐趣。我们
可以在所展示的荒诞性和规则的潜势中看到这一点，也可以在通过顺从表示蔑视的受虐行为中看到这
一点。推翻法则的第一种方法是反讽的，其中，反讽作为原则、上升为原则和推翻原则的技巧出现。
第二个是幽默，这是影响和下降的技巧，是中止和下落的技巧。重复在这种中止和这种上升中出现，
仿佛当不再受到规律束缚时生存重新开始并“重申”自身一样。我们必须这样理解吗？重复属于幽默
和反讽；它在本质上是僭越或排除，总是揭示与规律涵盖之下的特殊相对立的一种独特性，与导致规
律的一般性相对立的一种普遍性。　　克尔恺郭尔和尼采共享一股力量。（为了构成牧师、反基督分
子和天主教徒这个三幅相连的图画，还得加上佩吉。他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不仅使重复成为语言
和思想特有的一股力量，一种高级的感伤力和病理学，而且成为未来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与他们每
一个人相对应的是一部圣经，一出戏剧，戏剧的概念和在这出戏中作为主角而重复的英雄：约伯－亚
伯拉罕，狄奥尼索斯－查拉图斯特拉，圣方济－克利俄。）他们之间存有相当大的、明显的、众所周
知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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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客体》

精彩短评

1、我要是能读很多很多遍就好了。
2、还是翻译问题。跟巴丢读本一样。
3、（（（再不为这种节录兮兮的东西浪费时间（
4、读这本书主要是为了“差异与重复”和“内在性”两部分，个人觉得德勒兹在做的尝试并没有什
么新鲜，但是想把哲学的超越意识和实体范畴统一起来，这个工作还真只有他的尝试是最好的~~
5、看不懂
6、读起来会有种很爽的感觉 
7、已经记不清是第几遍了，昨晚看斯宾诺莎那篇很有收获
8、翻译的太差。陈永国搞翻译简直是在糟蹋文字。
9、感觉是新鲜的阅读实验，不要试图从总体把握，感受零星的一闪而过在外部发生。口吃的阅读，
在中间生成的阅读。
10、选读，似乎翻译得不是很理想
11、好多难懂的词汇。。。。。
12、天才德勒兹和诗人德勒兹
13、“绝对律令”译为“纯粹命令”便不置喙，想来是个人喜好问题。而一看到《似水年华》里的“
阿尔贝蒂娜”居然被译为“阿尔伯汀”这么个男性化的名字，便不禁咋舌；以及那句“主人公重演了
母亲斯万对奥黛特的爱”，很抱歉“母亲”和“斯万”完全是两个人好吧。好歹也请翻翻《在斯万家
那边》
14、择取了很多好文章。比如《重复与差异》，可与克尔凯郭尔《重复》对读。德勒兹认为如果重复
是可能的，那是因为奇迹而非因为规律。酷。其实，重复是不可完成的，人在“重复”之中只是达成
了一个“心理量”。所以，重复也是一种僭越。另一篇《精神分析学与欲望》梳理很好，德勒兹的语
言似乎从来没有那么透明过。 
15、德勒兹的很多术语都是很难理解也很难翻译的，所以我们必须对中译者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意外做
好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希望早日见到德勒兹的那些著作的中译本。

附：也许每个人读到第五页，都会诧异：哲学史怎么能和历史哲学等同起来。Boundas的原文？
16、值得看的书，质量很好
17、读不懂啊智商真捉急  
18、这是由陈永国翻译的德勒兹读本，是北大出版社读本系列中的一种，研究德勒兹必不可少的重要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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