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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哲学》

前言

　　巴丢关于事件的哲学本身无疑是近来法国哲学的重大事件之一。对毫无意义但又不可避免的“当
代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这个头衔来说，巴丢也许是唯一能与德勒兹和德里达相竞争的对手，他的论
文《存在与事件》当然也是法国自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以来最宏大最咄咄逼人的一部哲
学著作。此外，非常恰当的是，他的著作目前对英语读者还相当新，因为巴丢的整个哲学还仍然属于
严格意义上的创新。他的著作详尽地探讨了相对较小的一组本质问题：全新的东西是怎样进入世界的
？什么样的创新才要求和值得进行全面普遍的证实？面对世界明显的冷淡或抵抗，这种创新的结果如
何才能持续下来？能够证实这些结果的人如何才能继续他们的证实？　　虽然巴丢本人在漫长而不平
凡的生涯中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抵制，但是，他今天在法国哲学中占据了一个尽管有争议但突出的位置
。多年来，作为樊尚／圣德尼的巴黎第八大学的教授，他于1999年被任命为法国高师哲学系主任。他
在国际哲学学院的公开讲座吸引了数百名听众。20世纪70年代，他是一位忠诚的毛主义者，在激进的
政治中保留了一个自信的声音，并且直接参与了一些关于移民、劳工问题和最广义上的政治正义的运
动。除了十几部哲学著作外，他还发表了一些小说和剧作，探讨了当代数学界争论得最激烈的几个数
学概念。巴丢是不能用传统的方法加以分类的。他的著作涉及多得令人眼花缭乱的领域——数论，精
神分析学，现代诗歌，政治理论，戏剧和表演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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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哲学》

内容概要

《存在与事件》是阿兰·巴丢最伟大的著作，这部旷世之作是他哲学的里程碑：巴丢利用和涉及了自
柏拉图以来的欧洲哲学传统，讨论了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黑格尔、卢梭、海德格尔以及拉
康等关键人物的哲学。 本读本不但编选了《存在与事件》重要和具有代表性的章节，还涵括了他的其
他重要作品——哲学的再思考、德勒兹批判、恶的伦理学，整体呈现了阿兰·巴丢的哲学思想。
一存在与事件 二哲学的再思考 三德勒兹批判 四圣保罗：普世主义的基础 五恶的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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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哲学》

作者简介

陈永国，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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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哲学》

章节摘录

　　我在逻辑的死胡同里苦苦追索了几年的时光——详尽解释哥德尔、塔尔斯基和罗文海姆一斯克勒
姆的定理，而除了技术上的细微之处外从未超越主体理论的框架。我不知不觉地陷入了逻辑主义的命
题，这种逻辑命题认为逻辑数理陈述的必然性是形式上的，因为它们彻底根除了意义的任何效果，无
论在哪种情况下，都没有理由探究这些陈述在自身之外所说的内容。我沉迷于这样一种考虑：如果假
定逻辑数理话语有一个指涉，那么就无法逃避这样两种看法，要么将其看做通过抽象（经验主义）获
得的“客体”，要么是一个超感性（柏拉图主义）的理念。这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普遍在“形式”科
学与“经验”科学之间识别出来的区别是相同的，也是令人进退维谷的难题。这与拉康的清晰学说毫
无一致之处，拉康认为真理是形式化的死胡同。我认错了路。　　最后，当进行分离和连续的文献索
引和技术处理时，我才有机会想到有必要变换一下立场，提出关于数学的一个激进命题。对我来说，
构成著名的“连续体问题”的本质就在于这个问题涉及数学思想内部固有的一个障碍，即确立数学思
想领域的不可能性。最近，在对多与其子集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发现了明显的悖论之后，我得出结论说
，找到可理解的数字的唯一方式就是必须首先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对数学来说，多并不是一个明
显的和建构的（形式）概念，而是一个实数，它的非差异性和死胡同已为理论所利用。　　然后，我
确信无疑地认为有必要假设数学书写的是存在自身，可以在关于多的纯理论领域中得以表达。显然，
理性思想的全部历史都将揭示出来，如果我们假定数学远不是没有客体的一种游戏，而是格外严格地
用法则支持本体论话语的话。如果把康德的问题颠倒过来，那么，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再是：“纯数学
何以是可能的？”回答也不再是：诉诸一个超验主体。而是：纯数学是关于存在的科学，何以会有主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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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哲学》

精彩短评

1、这本译文要更好一些。
2、巴迪欧与巴丢应该是同一人吧。翻译没有同意，不过不影响阅读
3、凡是没有争议的东西就都是可怀疑的
4、不错的一本书。
5、略读。难道是过于概括的关系，总觉得数学的出场毫无意义，理解不能。“缝合”这个点非常好
。
6、思想"狠"特異
7、读不懂。。
8、我知道研究生翻译普遍垃圾，没想到陈永国的研究生垃圾到把黑格尔和海德格尔都能搞混的地步
。而且陈大教授在每篇文章后面都煞有介事地写上“陈永国 译”字样，真真是无耻之尤。
9、激进哲学：阿兰·巴丢读本
10、据说是大陆巴丢第一本
11、翻过，只能说，有些地方看的莫名其妙，翻译⋯⋯
12、未读罢，先闻其对翻译质量的吐槽。算了还是稍微对参一下英文⋯⋯
13、这是一部哲学史！通过先确定的数学空间，然后梳理哲学史，在哲学内部解决不可辨识之物。翻
译的也不错啦
14、巴迪欧用数学解释哲学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尽管他的数学和我的高中文科数学常识往往不符⋯
⋯很喜欢巴迪欧的某些观点，也许是因为这个人还活着的缘故，目前的相关研究非常少，能见到的他
的著作的中译本也实在是译得不怎么好，感觉巴迪欧是个值得挖掘的富矿呀~
15、直接看有点迷糊，估计我得先去看一下别的相关的书铺垫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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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哲学》

精彩书评

1、刚知道这个名字，很诧异，真是奇怪，居然还有恶的，不是上帝安排的吗？不是为展现人性吗？
居然还有恶的伦理学。是够激进的。不愧为伊斯兰圣徒。好了不说了，展现吧！
2、读本这种形式很好，很全面，很快捷地了解到整体性的思想，对于巴丢的哲学，本书提供了全面
的描述，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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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哲学》

章节试读

1、《激进哲学》的笔记-第306页

        我称主体为忠诚的承担者，承担一个真理过程的人。因此，主体绝不先于过程。在事件发生“之
前”，他绝对不存在于环境之中。我们可以说，真理过程诱发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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