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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死亡和时间》

内容概要

勒维纳斯在与两位同代智者海德格尔、布洛赫以及传统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特别是康德有关死
亡与时间的对话中，发展，深化了连接死亡与时间关系的思考：从死亡出发考虑时间，而不是在时间
的网面上铭刻死亡。随后，他反用海德格尔的判断：如果哲学一开始就混淆了上帝与存在，那不是因
为后者被遗忘，而首先是因为前者被遮蔽了，因此，思想的任务就是要把上帝从本体神学的影响下解
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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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勒维纳斯（E.lev inas1905－1995）：法国
著名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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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告读者
死亡与时间
最初的疑问
1975年11月7日
对死亡，我们知道些什么？
1975年11月14日
他人之死与我之死
1975年11月21日
一个不得已的过渡：海德格尔
1975年11月28日
此在之分析
1975年12月5日
此在与死亡
1975年12月12日
死亡与此在的整体性
1975年12月19日
作为时间之起源的向死而生
1976年1月9日
死亡、忧虑与恐惧
1976年1月16日
从死亡出发所设想的时间
1976年1月23日
在海德格尔之内：柏格森
1976年1月30日
根本性的问题，在海德格尔对立面上的康德
1976年2月6日
康德之阅读（续）
1976年2月13日
如何设想虚无
1976年2月20日
黑格尔的回答：《逻辑学》
1976年2月27日
《逻辑学》的阅读（续）
1976年3月5日
从《逻辑学》到《现象学》
1976年3月12日
《现象学》的阅读（续）
1976年3月19日
死亡的轰动，从黑格尔到芬克
1976年4月9日
关于死亡的另一思想：从布洛赫出发
1976年4月23日
对布洛赫的阅读（续）
1976年4月30日
对布洛赫的阅读（续完）走向总结
1976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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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出发设想死亡
1976年5月14日
作为结论：依然提问
1976年5月21日
上帝与本体论神学
从海德格尔开始
1975年11月7日
存在与意义
1975年11月14日
存在与世界
1975年11月21日
从伦理学出发想到上帝
1975年12月5日
同一个与另一个
1975年12月12日
主体―客体之相应关系
1975年12月19日
主观性的问题
1976年1月9日
康德和超验理想
1976年1月16日
作为言说的涵义
1976年1月23日
伦理学上的主观性
1976年1月30日
超验性，偶像崇拜与世俗化
1976年2月6日
堂吉诃德，中魔与饥饿
1976年2月13日
如同无序的主观性
1976年2月20日
自由与责任
1976年2月27日
作为本体论之出路的伦理关系
1976年3月5日
责任心的不寻常
1976年3月12日
言说的真诚性
1976年3月19日
无限之荣耀与见证
1976年4月9日
见证与伦理学
1976年4月23日
从意识到先知先觉
1976年4月30日
失眠之礼赞
1976年5月7日
经验之外：笛卡儿的无限之概念
1976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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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群到不在场”的上帝
1976年5月21日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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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为何译Levinas都是搞文学的？翻译得着实不通⋯⋯《从存在到存在者》还多亏了有个校者，听说校
前的译文尽管优美，却不堪卒读，因为译者自己也不懂得什么存在存在者⋯⋯
2、我老实交待，读不懂。。。。。。
3、交差。
4、老第三极买的
5、当年看得很装逼
6、　　在海德格尔那里，
　　形而上学的本体论神学特征的主题是与某种时代的特征相辅而行的。
　　时代，这并不意味着一段时间上的延展，而是对于存在物来说显示自身的某种方式。
　　正是依照这“某种方式”，时间被分割，历史在流动。
　　
　　海德格尔看到了，存在于存在者之间的差别，而整个的西方思想就是对这一差别的遗忘。
　　在，与在者的根本区别，是著名的本体论上的差别，它是“在”一词的动词音响和它的名词音响
之间的一种根本性的差别。
　　忘却是存在的一种时代。
　　西方思想坚持只把存在作为“存在物之基础”来理解。
　　于是这个“存在”的动词义被包含在了对诸在者的普遍基础，诸在者的创立中去了。
　　于是有了一个最高的在者，一个创造者，一个上帝。
　　于是关于存在的欧洲哲学变成了对上帝的知和领会，变成了一种神学。
　　
　　那么黑格尔把哲学当作了一种进步来读，而海德格尔却读出了一种后退。
　　
　　以本体论神学来代替对某种存在之思的领会，在经过一系列遗忘之后，达到了科学。
　　科学是西方思想在追求上帝的途中的一个隐喻。
　　科学的注意力在存在物上，它寻求加之于它们之上的一种强权。
　　由此通向了技术。
　　形而上学的终结，技术世界的危机，导致了上帝之死，但实际上这是本体论神学的一种延续。
　　
　　这里有一个新时代，以上帝之死和本体论神学的终结为标志。
　　
　　读到这里，终于知道了海德格尔在说些什么了。
7、译本太差了。
8、勒维纳斯
9、: �
B086/4522

10、不知道是不是我把海德格尔庸俗化了，感觉这本书写得一般。
11、我在寻找不死的出口⋯⋯
12、存在主义的自娱自乐式的课堂笔记，随便看看即可，貌似深刻，实则没说出什么来，同时也没解
决什么实质性问题。
13、没看完，看不完，觉得可以打发时间
14、一句话一句话地啃完了这本其实不厚的小册子，耗时大半个月，只是第一遍。还要读第二遍、第
三遍。触摸到，或者说加深了一些更切近的理解。共同体其实是个虚晃一枪的概念，他人也是。论说
到了核心处，还是自我，不可替代的自我。列维纳斯的东西都不厚，甚至很薄，但是艰涩。不过读得
仔细，还是能抓出他真正关心的东西：每一条路都异常艰难。
15、阅读过程太久，日后梳理
16、为什么我觉得这本书语言和思想都呈现一种支离破碎的样子？太多引用的缘故？翻译的问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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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力不行？三者兼而有之？
17、已经不能分辨谁对谁错，也许本来就没有对与错之分
18、死亡和哲学，挺复杂的
19、全方位的差
20、当认识死亡，我们才更有资格说拥有了时间。
21、#读过了 系列
22、我爪会写《没有他人的世界》估计也是被烦的。
23、今天读了第一部分《死亡和时间》，纯属自虐。前面都是叙述别人的思想，其中海德格尔最烦，
黑格尔和布洛赫有点意思，到最后小两节才正面阐述勒维纳斯的观点，虽然看不太懂，但感觉还是有
内容，如果能讲得再清晰点就好了。第二部分不想看了。
24、！
25、从Heidegger、Blanchot、Derrida等人处感染到的一堆乱码、语言癌症。
26、前半本很好，后半本的思想很好但是感觉有些地方在绕圈。
27、四星献给列维纳斯打破同一性的努力与勇气。中译本错误太多令人发指。
28、高中读的，半懂不懂
29、强书
30、别样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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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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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上帝·死亡和时间》的笔记-第28页

        英文版29页
—Time must be considered in its dimension of awaiting or anticipation,
without any anticipating aiming; it must thus be considered
as having engulfed its intentionality of awaiting, in an
awaiting that is patience or pure passivity, a pure undergoing without
a taking upon oneself (contrary to the suffering in which there
is a taking charge of). This is a non-taking upon oneself or a nonassumption
of what is equivalent to no content. A nonassumption
of the infinite, a disquietude: here, that is a relation without the
willing [vouloir] of intentionality, which would be a willing proportionate
to itself. There would thus be a deference whose effect
one could never obtain. The "never" of patience would be the always
of time.

这一段，中译者把法语assomption译为“假定”，其实应该是“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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