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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
“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
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
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
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
活水之亟须。
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
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日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
以古希腊为要。
二日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
三日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
四日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
五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
六日《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
性”的曲折与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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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
他奇迹般地将先天的才华和渊博的知识结合起来，不是依据学科分类来安置主题，而是依据好奇心和
自我根源来提升学术兴趣。
因此，本雅明的研究只是在特有的禀赋这一点上才能找到焦点和统一性。
本书的作者阿多诺、德里达、哈贝马斯、保罗·德曼等，都是重要的欧美知识分子，他们从各个角度
对本雅明进行了解读。
本雅明的众多主题——寓言、语言、现代性、犹太神学等，在这些解读中呈现出复杂而多样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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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上帝是出于嫉妒呢？
出于对人的统一的名和言语的愤恨，他强加了他的名，他的父名；以这种暴力的强加，他开始了对那
座塔的拆解，就像拆解普遍语言一样；他把谱系亲缘关系分散开来了。
他打破了谱系。
他既强行翻译又禁止翻译，束缚翻译，但仿佛不能成功，此后的孩子们将担他的名，他给予这个城市
的名。
它来自上帝的专有名词，来自上帝，从上帝或从父繁衍而来（据说，耶和华是一个无法发音的名字，
是从塔上传下来的），是他把言语分散开来，变乱或多样化了，根据世代相传的说法，它的分散仍然
被那唯一的名所封闭，那唯一的名将始终是最强大的，那唯一的习语将征服一切习语。
现在，这种习语自身已经有了变乱的标记，它不适当地意味着不适当的东西，就是说，巴别，变乱。
于是，翻译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的，正如在两个绝对的专有名词之间的间隙，努力争取名称的适当
性，是必要的和被禁止的一样。
而上帝的专有名词（上帝所给予的专有名词）已经在言语中有了很大的分化，也令人不解地意味着“
变乱”。
他所宣布的战争首先是在他的名字内进行的：分化的，裂变的，多价的，多义的，进行拆解的上帝。
而“他战争”，人们在《芬尼根守灵夜》中这样读到。
我们可以从闪和肖恩的一边追溯这个故事的全部。
在此，在直接的语境中和讲述巴别塔的全书中，“他战争”不仅把无数的语音和语义线索捆束在一起
，它还（用英语）说宣战的那个人说我就是那个说我是的人，因此也是（战争）；它使自身在言语行
为中不可译，至少在下面的事实中，即它是在同一个时间用一种以上的语言表述的，至少是用英语和
德语。
如果一种无限的翻译穷尽了语义根源，它仍然可以译成一种语言，并失去“他战争”的多义性。
姑且另找个时间来解读这个不太紧迫的“他战争”，而谈谈翻译理论的局限性：他们经常涉及从一种
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过渡，但没有充分考虑到一个文本中涉及多于两种语言的复杂性。
如何翻译同时以几种语言写成的一个文本呢？
如何“传达”多义性呢？
怎样才能同时以几种语言进行翻译呢？
能将这种翻译叫做翻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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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策划人和各位译者都是本雅明人格的景仰者及其理论的热心者。
基于国内已出版的本雅明文集在语言和思想的晦涩程度上带来的阅读困难。
大家执意要译一本国外学者研究本雅明的文集，以便于理解和传播他那独到的思想。
在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现代性的语境中，用本雅明式的全方位的悲观冷却盲目进步与发展的热望，冷静
思考科学与人文、发展与保存、人类与自然、主流与他者的关系，这将对我们是件有益的事。
因此，各位不辞辛劳，在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承担了这一任务。
这个集子体现了全体参编者的智慧和辛勤。
首先，我们的朋友汪民安博士作为策划人，在这个文集的材料的选编上提供了宝贵建议，文集的名称
即出自他的创意，精练地体现了本雅明思想的整体面貌；清华大学英语系的陈永国教授在自己科研任
务极其繁忙的辛劳中，不惜腾出大量宝贵时间友情“出演”，译出了本集中难度最大、最有分量的几
篇文章；北师大外语学院的曹雷雨女士以她对英、德、法语言的熟练程度保证了本文集术语的确切、
名称的一致，她本人在撰写博士论文的百忙之中，不仅在选材上花费了大量时间参加策划，同时负责
着全部德文材料的校对工作。
此外，北师大的王广州先生、北外的王歌女士也是在写博士论文的百忙中，出于对本雅明的热爱，乐
意抽出时间通过翻译而接近这位不朽的思想家。
大家尽了努力，同时满怀期望，希望本文集能够与已经出版的《本雅明文集》一道为中国读者解读本
雅明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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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是人文译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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