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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前面，我已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把意义的效果归于预先设定的范畴（通过政治一诗歌一哲学等领域；或
通过手段：隐喻、引言、形象等）是不会有结果的。
我也说明了为什么在别处，我指出，认为在书卷末尾设索引有实用价值的看法只是幻想。
但是，既然我选择的道路是曲折的，那事先设定航标我认为是有用的。
此外，我们难道不能绘制中国的意义图表（就像17世纪时的那些女才子们笔下常出现的爱情国地图）
吗?意义或感情的“微妙性”：二者随后将能够各自按自己的意愿从这些标界出发旅行。
    第二章从策略上的种种差异出发讨论倾斜的问题：中国传统兵书推崇的奇攻与正规战中的方阵进攻
是针锋相对的。
随后，我又在经典著作中考察这个问题：在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委婉的批评，或根据编年史书
（《春秋》）所述，在外交场合引言赋诗产生的威力。
我在第五章中，分析了人们何以能够通过行为的些微迹象感知到一种道德判断，这一章还提供了解读
暗示的典例。
到了第六章，这些则导致对间接的文化价值（政治的）的更具意识形态色彩的思考。
因为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此（至少像人们从竞技与政治广场中的希腊式的正面相对出发所感知到的）：
间接在中国的目的是妥协，由于检查造成的迂回变成为艺术的效果。
    第七、八章又谈到了诗文评论，但却把评论引向更理论化的意义：我试图要弄明白为什么与希腊不
同，中国没有设定一个作为表象的对象的世界；而沿顺出这样一种结果，为什么不是从表象性出发（
象征性地活动）确立意义的前景（在希腊，神话的寓意化所发现的意义）。
从迂回的种种形态出发，我要考虑它使人理解到什么（这两章是本书的中心，也是本书的绞合点）。
第七章的开始是一条“隧道”，因为我必须在历史环链中澄清有关诗的间接的种种中国观念。
而这在我看来是与希腊的一个根本不同所在：缺少另一种领域，或者说缺少另一个世界——精神的世
界——形象会求助的世界。
    从第九章起，我还是考察缺少另一种领域的问题，而这另一领域更准确地被设定为抽象化的和本质
的领域。
这一部分主要分析的是历来被视作精妙之语典范的《论语》。
从《论语》出发，就引出了这样双重的对立：抑扬转调（孔夫子式的）与决断定义（苏格拉底式的）
的对立，犹如整体与普遍的对立；同时还会提出这样的思想：既然孔子言论的迂回并不导向（“观念
”领域的）他物，那这种迂回会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归宿；它不断地——以一种指示的方式——阐明
现实。
因为，通过圣人的言论的多样变化，我不断地适应了事物的更新；我从侧面或从另一角度接近现实，
常常对之进行调整。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种迂回同时也成为进入。
    在读《论语》时，弟子觉悟的间接过程是相应于孔夫子的指示言论的，《孟子》的情况也是如此（
第十一章）。
《孟子》同样使人了解何为意在传播、而不是说服的言论，或可了解为什么圣人坚持要与哲学讨论保
持距离。
    第十二章终于展开正面问题的讨论。
关于难以形容的东西（绝对与无条件的“一”）的问题，似乎不再有两种解决方法：新道家思想家（
注释老子的王弼）与新柏拉图主义者（他的同代人普洛提诺）相联系，中国和希腊互相对话。
而我指出在中国由于缺少本体观点，否定的问题是如何被改造的（由此重新对“神秘主义”的普遍性
进行质疑）。
因为代表“道”的“绝对”特征的“大象”并不适合于类比的途径：除了自己的实在——个体的与具
体的实在之外，大象不归结于其他任何实在，但是，它却向我们突出了二个既专一又有限的特征：个
体与具体总趋向于把自己关闭在这个特征之中；“大象” 并不通往某种实体，超过它之上，而是通过
它使我们重归诸物的未被分化的基础，从而摆脱对它的任何误解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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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古代道家的伟大著作（《庄子》）所达到的语言批评水平可能更准确地确定这种要求（第十
三章）：圣人之“明见”看不见其他东西，但在其中各种视点互相平衡并且任何排斥都自行消失。
我们在此找到了理想的整体（ 与部分相对）；这也像间接接近的功效——可能是无限多样化的。
因为，在适应形势的摇摆中，“波动起伏：’的言语从各个角度包围现实，经常贴合诸物的自发运动
，并且让我们进入一个只不过是自然的“天”之中。
    最后两章要指明，一种偏宠文章与其主题之间的“松懈”、“散漫”关系的文学艺术是如何在上述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戏剧（西方室内剧）的例证又一次深化了中国传统与希腊传统的分歧，因为，中国评论家（金圣叹）
并不对剧本用以表象的方式感兴趣，而是根据迂回而曲折的文人视角去读剧本。
我主张用隐喻的距离的观念去确定中文文字的这种理想，并且在最后一章（有关杜甫的部分），为了
说明，我举出诗与诗题之间的差距产生的不同效果：由于在二者之中引入了差距，使得诗的蕴意分散
难以抓住，诗则变得意味深长。
    读者可能在读过最后两章后才会开始被隐喻的种种魅力所吸引。
然后，特别直接接触过中国哲学的读者将会受益于第九章到第十三章的哲学巡视，而对中国译码感兴
趣的读者将会受益于贯穿第一章到第六章的最初提出的问题的讨论。
不管怎样，本书自始至终，航行方向不变：进行最远离逻各斯的航行，直至差异可能到达的地方去探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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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内容提要第一章 “他是中国人”，“这是中文”第二章 “正面，倾面”第三章 在形象的外衣之
下：曲折的批评第四章 中介引语：震撼的力量第五章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或如何阅读“字里行
间”之意第六章 不可能的分裂(倾斜的意识形态)第七章 情与景之间：世界并不是表象的对象第八章 景
之外：转意不是象征第九章 从导师到弟子，言只是指示第十章 不存在本质的领域，或为什么迂回就
是进入第十一章 成熟的过程，实现的飞跃第十二章 大象无形或如何指明不可言说之物第十三章 “网
”和“鱼”或如何进入自然第十四章 云与月第十五章 隐喻的距离结论 迂回或剥离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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