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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内容概要

《德里达》内容简介：这套丛书精辟地论述了西方历史上著名思想家的学术观点，以及这些思想产生
的背景和发展线索，是广大学生和哲学爱好者步入人类智慧殿堂的入门书。丛书紧扣思想家的原著，
并联系当前的现实，目的是激发读者思考问题和进一步阅读原著的兴趣。从书的每位作者都是研究该
思想家的著名学者，对其本人及原作都有独到的见解。尤为可贵的是，丛书既介绍了每位思想家的生
平，又清晰地梳理了其思想发展的脉络，是一套集文化普及与学术研究于一身的难得的佳作。丛书的
每位译者均是国内研究该思想家的专家，曾翻译过多本西方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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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书籍目录

序导论1.德里达：第一次交锋  开局的花招  开场  [旁白]  剧终一2.德里达的履历  背景故事  简历  但他是
一个哲学爱吗？  剧终二3.现象学与语言：遭遇大陆哲学  I.阅读胡塞尔    源头    无时间性与存在    有一
种真正的哲学问题吗？  II.阅读海德格尔    《论精神》4.言语行为理论与实用主义：英美的碰懂  碰撞一
：言语行为理论  碰撞二：实用主义还是宗教？5.两难术语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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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精彩短评

1、薄薄一本比那些可怕的废话精彩多了。
2、中华书局的这一套书都算是二手资料。也就是研究原作者的学者自己的总结和体会。对于专业的
哲学学生我不推荐，但是对于希望对原作者的思想脉络有大体了解的读者，我觉得很不错。篇幅短小
，内容精辟。值得一读！
3、赞叹！中国永远缺失宗教背景，而这正是许多哲人思索和提问的起点。且西方学者是易于抗击意
识形态的，通过研究文本的阅读即可感知。
4、已跪，连介绍德里达的我都没看懂⋯⋯
5、应该说是这个系列里面读过的中最有趣的了
6、第二遍。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放下从康德到胡塞尔再到海德格尔人所背负的负担，对起源和目
的进行摧毁，人的终结与书的终结也就是整个形而上学的终结。
7、两难而不是both/and和either/or, 德里达一方面解构西方形而上传统，一方面又不可能完全跳出这一
传统。欧陆的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英美的言语行为理论和实用主义都被等同于西方形而上学而遭到德
里达的指责和质疑。西方形而上学的理想是想找到一种透明的语言以便读者能透过语言理解那无庸置
疑的概念、观念或事物（摆脱了自由嬉戏和符号秩序的真理与源头），而德里达不愿让他的语言停留
于这种表面的透明性。能指的自由嬉戏总是偏离中心或者说意识假定的目标，德里达写作的目标并不
是要写作这个意义上的哲学，而是要阅读和介入哲学以复活这种自由嬉戏。解构颠覆了心理经验（自
我在场）对言语和言语对书写的优先性或优越性，没有符号（书写或言语）就不可能有“自我在场”
的呈现，符号的发明打开了我们确认为思想的“心理经验”的可能性。
8、起头不错，后面有点落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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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精彩书评

1、德里达以《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
，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10月9
日，法国哲学大师、“解构主义”之父雅克·德里达因胰腺癌在巴黎一间医院逝世，终年74岁。德里
达的离世被法国媒体视为自1980年让·保罗·萨特逝世以来法国学术界最大的损失。世之谈德里达者
夥矣，然多不能读其书，大抵浅尝辄止，辗转稗贩而已。今且暂置玄理，仅就刻下易得之汉语资料，
略论德氏学问之崖略，匪敢自诩津梁权舆，聊示门径耳。一如果你除了最近才从一打讣闻悼词中猎取
的零星信息以外，对德里达的思想基本一无所知，那么，你可以先去找来上海复旦大学张汝伦先生的
《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来翻一翻。在该书末尾，作者用十几页的
文字清晰简洁地总结了德里达的思想要点，这是国内少见的虽然篇幅短小但基本没有常识错误的概述
。如果你还想知道英语世界的人对德里达有什么总体印象，可以参考《敲开智者的脑袋——当代西
方50位著名思想家的智慧人生》(约翰·雷契著，吴琼等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中的一则，
如果你对德语世界的看法也感兴趣，请参考《法意哲学家圆桌》(英格博格·布罗伊尔等著，叶隽等译
，华夏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这本书是些德国的业余哲学爱好者鼓捣出来的，他们的说法不无代
表性。要知道，德语世界对德里达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英语世界。现在，我们假设你已经具备了基
础知识，那目前的要务就是对德里达的话语方式有个初步了解。由三篇访谈构成的《多重立场》(佘碧
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5月第一版)或许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德里达一生，少说也接
受过几百次采访，而这三篇访谈很难得地，提问者不算太过幼稚(多亏有女哲学家克里斯蒂娃的参与)
，访谈的内容精炼紧凑，彼时德里达又是刚刚成名，答得周延谨慎，不像他晚期每每“离题万里”。
另一本访谈录《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何佩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
版)则显得杂乱一些，翻译也逊色几分。二国内出版的综述书共有三种：克里斯托弗·诺里斯《德里达
》(吴易译，昆仑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斯蒂芬·哈恩《德里达》(吴琼译，中华书局2003年10月第
一版)、高桥哲哉：《德里达：解构》(王欣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克里斯托弗·诺里斯
这部影响甚大。他的理解也颇深入，只是出版时间较早(英文版1987年面世)，对德里达的认识不可能
特别全面。斯蒂芬·哈恩的是本薄薄的小册子，著者毫无名气，但书写得很有特色。尤其是从他的评
论看，哈恩似与德里达的思想意趣相投，这就非常难得了。初入门者不可因其篇幅短而轻忽之。至于
日本人的那本，我看就算了吧。倒不是瞧不起日本学界——人家的西哲研究比中国全面得多，虽然未
必深入得多——是因为那翻译实在无法恭维。三德里达的著述总共有七十多种，别说通读，就是选读
其中的重要之作也是极不容易的。因此，在攻读之前，必得心中有数，了解他哲学的大貌。在我看来
，德里达的思想发展大体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目前，中国的翻译工作集中在早期著作。《胡
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是德里达的处女作。以前
学者们对它重视不足，现在学界已公认这是一部力作。虽然德里达自己总是想对“起源”进行解构，
但此书正是他思想的“起源”，甚至可以说，他一生的哲学探索都没有离开这一源头很远。阅读此书
，可以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叶秀山先生的一篇旧作《意义世界的埋葬——评隐晦哲学家德里达》(原载
《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后收入《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叶秀山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4
月第一版)，文中对《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的重要意义有所申述。1967年，德里达一举推出
三部书，它们是《书写与差异》(上下册)(张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5月第一版2001
年9月第一版)、《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声音与现象：胡塞尔
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杜小真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第一版)。这三部书使1967年几乎成了“
德里达年”，它们也是目前传统学者最推崇的德里达作品，因为其行文基本上还遵循着原有的学术规
范，理路清晰可辨，主题则局限在形而上学和现象学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三本书是最值得精读的
德里达著作，尤其是对于那些不适应德里达发散而迂回的文风的读者。北京大学张祥龙教授《朝向事
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里有专门一章探讨《声音与现象》，很值得一读。《哲学译丛》2001年
第3期上有短文《德里达谈现象学》，是德里达的夫子自道。四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看来，属
于德里达的思想发展中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文体试验愈加大胆，表达方式跳跃而晦涩。这一段的代
表作有《播散》、《哲学的边缘》、《明信片》、《丧钟》、《耳朵传略》等。中期著述，中国的译
介最贫弱，这与原作的难度也不无关系。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一些短篇译文，比如《哲学译丛
》2001年第3期上所刊《逻各斯之父》，选自《播散》；《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汪民安等编，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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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达》

年11月第一版)中有《延异》一文，选自《哲学的边缘》。五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德里达的思想“回
真向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热心政治、社会及宗教问题。同时，他的文风变得非常散漫，越来越
多的文本属于在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讲演辞，其中经常掺杂客套话和离题语。当然，德里达的思想力度
并没有因此减弱，甚至在一些人看来，他反而更深刻了、更伟大了，如果不是更庞杂了的话。不过，
这段时期他出版作品过于频密，难免予人累赘重复之感。目前，属于晚期著作的，中国翻译了两种：
《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多义的记忆——为保罗·德曼而作》(蒋梓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它们都谈论
了政治，前者思考了马克思在当下的意义，后者则多少与纳粹主义相关。另外，2001年德里达访问中
国，嗣后他的讲演被收集进《德里达中国讲演录》(杜小真、张宁主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4月第
一版)。从这本非常杂乱的集子，我们大概可以约略窥见德里达晚年思考的复杂性和庞杂性。六德里达
对哲学思想史有许多创造性的阐释，也有不少游戏般的解构。他对现当代一些著名思想家的解读同样
引人注目。德里达与尼采、海德格尔的关系，可参考恩斯特·贝勒尔《尼采、海德格尔与德里达》(李
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一书。此书不厚，但见解深刻，《尼采在西方》(刘
小枫等选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12月第一版)除了选刊贝勒尔书中的一章(但译者不同)，还有德里达
自己的一篇《风格问题》。《尼采的幽灵》(汪民安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月第一版)则收
入德里达《阐释签名(尼采／海德格尔)：两个问题》一文。德里达一直有“好斗”的恶谥，他跟许多
当代哲学家发生过争论。最近，国内出版的《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等编，同
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一版)就是例证之一。此外，他跟福柯的争执可参考《福柯集》(杜小真编选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里的两篇文字；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对德里达的批判
见去年出版的《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第一版)一书第六章。七文学，
是德里达的最爱。他曾多次表示自己是文学作品不知疲倦的阅读者。他谈文学的作品被收集在《文学
行动》(赵兴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一书中，但读者们要注意，此书为美国人
所编，中译本是从英文转译的，几乎可以说是译得一塌糊涂。在欧美学界流传甚广的乔纳森·卡勒《
论解构》(陆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也是主要着眼于文学的。卡勒乃才智之
士，所以该书虽不算深刻，但还值得一读。尤其是内地最近翻印了它的英文版(外语教学出版社2004
年6月第一版)，可与中译参照使用。从文学角度对德里达进行评说的作品很多，《文学对抗哲学：从
柏拉图到德里达》(马克·爱德蒙森著，王柏华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第一版)等等都是。老
实说，这种书读不读就是那么回事了。德里达思想对翻译理论的影响，见英文版的《解构主义与翻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一书。想知道德里达自己对翻译问题的说法，可以读《论瓦
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里的长
文《巴别塔》。八好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虽然中国对德里达思想的译介还很不充分，但你可读的
东西毕竟不少。我们差不多可以预见，一个德里达著作翻译的热潮将于今后一两年中到来。结果可能
是：德里达的书多到你这辈子都读不完，于是，你放弃了，最终连从讣闻悼词中捞来的那点零星信息
都忘光了。阿门。（书评人 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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