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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书是日本左翼批判理论的代表柄谷行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理论著作。
面对冷战格局解体和马克思主义未曾有过的危机，作者参照康德的“整合性理念”试图重建“共产主
义道德形而上学”。
同时，依据“交换形态”论提出独创的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说。
作者认为，要彻底颠覆这个环环相扣的三位一体牢固结构，有效地形成针对当代资本帝国的对抗运动
，有必要重新恢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以确立对抗运动的哲学、政治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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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柄谷行人(Kojin Karatani)，1941年生于日本兵库县尼崎市。
早年就读于东京大学经济学本科和英文科硕士课程。
毕业后曾任教于日本国学院大学、法政大学和近畿大学，并长期担任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和哥伦比亚
大学比较文学系客座教授。
2006年荣休。
是享誉国际的日本当代著名理论批评家，至今已出版著述30余种。
代表作有《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走向世界共和国》等
，2004年岩波书店出版有《定本柄谷行人集》全5卷。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跨越性批判>>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言日文版序言导论  何谓跨越性批判第一部  康德  第一章  康德式转向    1.哥白尼式转向    2.文
艺批评与超越论批判    3.视差与物自体  第二章  综合判断的问题    1.数学的基础    2.语言学转向    3.超越
论的统觉  第三章  跨越性批判    1.主体与场域    2.超越论的与横向跨越的    3.单独性与社会性    4.自然与
自由第二部  马克思  第一章  移动与批判    1.移动    2.代表机构    3.作为危机的视差    4.细微的差异    5.马
克思与无政府主义者  第二章  综合的危机    1.事前与事后    2.价值形态    3.资本的本能    4.货币的神学／
形而上学    5.信用与危机  第三章  价值形态与剩余价值    1.价值与剩余价值    2.语言学式的探寻    3.商人
资本与产业资本    4.剩余价值与利润    5.资本主义的世界性  第四章  跨越性的抵抗运动    1.国家、资本
与民族    2.可能的共产主义《柄谷行人文集》编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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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同样，康德绕开了如经验论那样从感觉出发还是如合理论那样从思维出发的对立。
他所提起的是如感性的形式或悟性的范畴等意识不到的、用他自己的话讲即超越论式的结构。
感性和悟性等词汇早就存在，乃是将“感觉”和“思考”的运动概念化而来的。
但康德将上述的意义完全改变了。
这与哥白尼把所谓地球和太阳作为某种结构中的一项来考察是一样的。
我们没有必要原封不动地采用康德所说的感性和悟性等词汇，重要的是康德提示了超越论的结构。
就是说，即使不用康德的词语，也会以别的方式发现这种结构的。
比如，我们可以在精神分析中发现这样的例子。
可是，托马斯·库恩在提起“哥白尼革命”之际，却这样谈到精神分析：哥白尼的理论在很多方面是
典型的科学理论，因此，其历史可以揭示出科学上概念的发展及取代以往旧概念的一些过程。
但是，在科学之外的结果上，哥白尼的理论并不典型。
在非科学思想方面，能够如此发挥巨大作用的科学理论实在很少见。
不过，这也并非就是唯一的例子。
19世纪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样提出了科学以外的问题。
本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也为引起西洋思想更根本之重组的某种论争提
供了核心课题。
弗洛伊德本人曾强调过，哥白尼对地球不过是一个行星的发现和自己对无意识制约着人类行为的发现
，其并行不悖的效果。
（《哥白尼革命》）然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划时代性并不在于提出“无意识制约着人类行为”这
一思考——此乃浪漫主义之后的常识。
正如早期的《释梦》——这也是古以有之的——所显示的那样，其划时代性在于从语言形式方面来观
察意识与无意识之乖离所引发的东西，而且，由此发现了无意识的“超越论式”结构。
库恩讲到“哥白尼革命”给科学以外的领域所带来的影响，却根本没有想到康德那有名的比喻，这恐
怕是因为他也被有关康德的一般认识所束缚着吧。
这种一般认识将康德所说的形式和范畴误解为是基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的。
如后所述，康德思考出感性的、一“形式”是因为他设想到了非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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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是柄谷行人文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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