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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十世纪的法国思想界可谓人才荟萃，群星灿烂。
尽管这些一思想家们的思想、经历、理论旨趣相迥各异，但他们却共同继承了法兰西人文精神的传统
，，他们那样热切地关注着人的现实，关注着人的命运与未来，探求着解释‘人’这个千古难译之谜
的道路⋯⋯    他们追求看来并非‘有用’却极崇高的东西。
为着这‘无用’又‘无功利’的信仰，他们苦苦探索，历尽心灵的种种磨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给
人类文明留下了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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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Ⅱ  从解释学循环到文本的例词三重中介：符号、象征、文本    在《活的隐喻》与《时间与叙事》三卷
完成时，利科同时探索并分析了话语、文本与行动之间前所未有的关系。
《由文本到行动》，这运动本应倒转方向，于是这部书的题目改变为《由行动到文本》。
的确，有关实施行动的思想与通过符号、象征及文本所组成的一种三重中介的解释学是不可分的。
    符号的中介：通过这种中介，人类任何经验的最初语言条件得以肯定，感觉得以表达，愿望得以陈
述。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对此做出证明（TA，第29页）。
继而出现的通过象征的中介两次得到阐明：当《恶的象征》趋向于将解释学简化为对象征的阐释，即
简化为“说明双重含意的表达词的次要意义与经常隐藏的含意”时，一种对意义的多样性的探索逐渐
取代这第一种强调双重意义的思考。
这对意义的多样性的特征的思考继而走向《解释的冲突》这部揭示解释学“论战的”特性的著作。
    但是在受到阐释的冲突或阐释大战的震荡时，解释学的设想变成怎样的呢？
解释学或着手使象征表示非神秘化，揭露隐藏在象征中的“隐晦力量”，或力求达到一种最丰富、最
崇高、最灵性的“意义的回想”。
这样一种在“揭示”与“灵性化”之间的摆动同时指出并说明了这种解释学的主要冲突，即出现在精
神分析与宗教科学之间的冲突。
在《解释的冲突》中的一篇文章及《论解释》的结论中，利科在设计一种始源与终极目的的辩证关系
中前进，企图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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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不对称的善与恶    在这一历程的结尾，如何形容利科的风格呢？
在导演了一开始就标志着他的特征的迂回艺术及反击能力以后，不是可以详细说明那种节奏与时间性
都与他所承认的目标相称的哲学叙述的风度了吗？
当我们将这种哲学叙述简述为一种缓慢、艰苦、曲折而耐心的事业，企图在一种未完成的辩证法中包
括经验的各个不同面时，当我们突出他的穿梭于涵义的领域中的才能，同样远离不正确的主张及认识
论的过分奢求时，我们忘记看到这种叙述是那么静悄悄地、敏捷而轻柔，因为它首先是对它以前的东
西的回答。
当我们将这种叙述看作反应性的，看作处于防御状态时，我们又视而不见它回答向它挑衅者的进攻力
量。
    使这种哲学的叙述成为可能的东西是双重非实际的，既然它试图反击的是已先在的恶，同时它表明
关注的是去胜任善的高度。
但是善与恶——它们在后院出现（并从后院介入）——并非一种存在的选择对象，它们并非“相等的
”先在，它们并非“相等”。
如果说善与恶按非年代的意义说是在先的，如果说它们已存在在那儿而且两者与我们一同开始，然而
它们却非出自同一的时间性，因为它们并不能用同样的“后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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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保尔·利科（PaulRicoeur，1913—）是20世纪法国杰出的思想家。
他崇高的学者形象是以他卷帙浩繁的著述（数十部专著，数百篇论文⋯⋯）、融合多方流派理论（现
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基督神学⋯⋯）的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以
及那执着而又宽容的治学精神树立起来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文字生涯中，无论遇到何种磨难、误解、挫折，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
，始终坚守着精神领地，思想的城邦。
人们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集中营回到巴黎的他就开始现象学研究，是他翻译、注解了胡
氏《观念I》，继而又奔波四处终于与同行们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组建了“胡塞尔中心”；人们也
很难忘记，五月风暴两年之后，他在农泰尔的阶梯教室涂得乱七八糟的四墙环绕下平静地教他的哲学
，一位目击者事后说：他是那么的高贵！
人们更不会忘记，从30年代起就开始为学界奉献的他，受过许多无理的责难，承受过来自各方、甚至
是学生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多次难以述说的误解，直到80年代才真正得到承认，而这迟到的辉煌却为
这位“只通过与别人接触而完善和证明自己”的哲学家增添了更多的光彩，他面纷乱的世界，从内心
深处发出这样的宣言：“我的伦理学格式由三项构成：重视自己，关怀他人，公正的制度⋯⋯人际关
系的标志是友谊，而制度的理想则是公⋯”（《释读集》Ⅱ，第208页）。
20世纪的历程本身就证明了利科追求生命的多种意义的精神是多么重要。
    利科称自己的哲学是“反思”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全面考察不同哲
学或学科争议中的不同观点，通过反复的审思，努力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
利科的哲学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首先是意志哲学的阶段。
利科最初的起点无疑是现象学。
但他却要在现象学中探索情感和欲念的领地。
对于胡塞尔本质还原得出的本质，他不愿做柏拉图式的解释。
他认为完整的“我思”经验包括我欲望，我能够，我生活。
他的《意志哲学》第一卷指出，应从我思出发重新寻找第一人称的身体的最初运动，肯定必然性。
    在《意志哲学》第二卷中，利科则进一步涉及犯错及恶。
通过对神话象征语言的分析，借用精神分析方法对恶进行双重解读。
象征、神话促人思考。
    其次是靠近精神分析的现象学阶段：这主要是针对结构主义，试图将结构分析及描述方法加以深化
和历史化，就精神分析、解释学、隐喻等主题分别阐明解释的意涵。
《解释：论弗洛伊德》就是把精神分析与反思哲学结合的论著，可说是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医生之间的
一次对话，是现象学对精神分析的解释。
反思不是证明科学的过程，而是使存在重获力量，利科致力于在生存的努力之中把握我思，精神分析
使“文化解释”成为可能，它从本质上讲就是“主体的考古学”，一种解释学。
《解释的冲突》、《活的隐喻》等重要著作则更深入地把这种分析拓展到对意义、想象、符号等研究
领域。
    最后是“时间与叙事”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利科把以前的思想融入叙事理论的分析框架，重新探讨文化、历史的时间体现方式及
价值。
在三卷本的《时间与叙事》中，利科追寻历史与时间如何透过情节、叙述、回味的活动。
人类的存在因而是“创造故事、历史”的活动，是在时间历程上不断进行语意、文化创新的行为。
时间不只意味结束与流动，必须从中找出情节、目标、理由、机会，将它们整合起来，时间在以叙事
方式被衔接时成为人的时间，历史成为故事及叙事体在三个层次上（预期形塑、具体形塑、重新形塑
）形成及重组的过程，而叙事在变成时间存在的条件时就达至其完满的意义。
这也就是《从文本到行动》的过程，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结合起来。
他晚近的著述可说是历史学、文学批评和现象学的三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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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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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崇高的学者形象是以他卷帙浩繁的著述（数十部专著，数百篇论文⋯⋯）、融合多方流派理论（现
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语言学、精神分析、文学批评、基督神学⋯⋯）的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以
及那执着而又宽容的治学精神树立起来的。
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文字生涯中，无论遇到何种磨难、误解、挫折，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
，始终坚守着精神领地，思想的城邦。
人们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集中营回到巴黎的他就开始现象学研究，是他翻译、注解了胡
氏《观念I》，继而又奔波四处终于与同行们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组建了“胡塞尔中心”；人们也
很难忘记，五月风暴两年之后，他在农泰尔的阶梯教室涂得乱七八糟的四墙环绕下平静地教他的哲学
，一位目击者事后说：他是那么的高贵！
人们更不会忘记，从30年代起就开始为学界奉献的他，受过许多无理的责难，承受过来自各方、甚至
是学生造成的心灵创伤以及多次难以述说的误解，直到80年代才真正得到承认，而这迟到的辉煌却为
这位“只通过与别人接触而完善和证明自己”的哲学家增添了更多的光彩，他面纷乱的世界，从内心
深处发出这样的宣言：“我的伦理学格式由三项构成：重视自己，关怀他人，公正的制度⋯⋯人际关
系的标志是友谊，而制度的理想则是公⋯”（《释读集》Ⅱ，第208页）。
20世纪的历程本身就证明了利科追求生命的多种意义的精神是多么重要。
利科称自己的哲学是“反思”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特点是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全面考察不同哲学
或学科争议中的不同观点，通过反复的审思，努力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
利科的哲学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首先是意志哲学的阶段。
利科最初的起点无疑是现象学。
但他却要在现象学中探索情感和欲念的领地。
对于胡塞尔本质还原得出的本质，他不愿做柏拉图式的解释。
他认为完整的“我思”经验包括我欲望，我能够，我生活。
他的《意志哲学》第一卷指出，应从我思出发重新寻找第一人称的身体的最初运动，肯定必然性。
在《意志哲学》第二卷中，利科则进一步涉及犯错及恶。
通过对神话象征语言的分析，借用精神分析方法对恶进行双重解读。
象征、神话促人思考。
其次是靠近精神分析的现象学阶段：这主要是针对结构主义，试图将结构分析及描述方法加以深化和
历史化，就精神分析、解释学、隐喻等主题分别阐明解释的意涵。
《解释：论弗洛伊德》就是把精神分析与反思哲学结合的论著，可说是哲学家与精神分析医生之间的
一次对话，是现象学对精神分析的解释。
反思不是证明科学的过程，而是使存在重获力量，利科致力于在生存的努力之中把握我思，精神分析
使“文化解释”成为可能，它从本质上讲就是“主体的考古学”，一种解释学。
《解释的冲突》、《活的隐喻》等重要著作则更深入地把这种分析拓展到对意义、想象、符号等研究
领域。
最后是“时间与叙事”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利科把以前的思想融入叙事理论的分析框架，重新探讨文化、历史的时间体现方式及
价值。
在三卷本的《时间与叙事》中，利科追寻历史与时间如何透过情节、叙述、回味的活动。
人类的存在因而是“创造故事、历史”的活动，是在时间历程上不断进行语意、文化创新的行为。
时间不只意味结束与流动，必须从中找出情节、目标、理由、机会，将它们整合起来，时间在以叙事
方式被衔接时成为人的时间，历史成为故事及叙事体在三个层次上（预期形塑、具体形塑、重新形塑
）形成及重组的过程，而叙事在变成时间存在的条件时就达至其完满的意义。
这也就是《从文本到行动》的过程，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结合起来。
他晚近的著述可说是历史学、文学批评和现象学的三方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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