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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赫尔墨斯，源出于古希腊神话，在他的诸多职能中，以作为神的信使最著名，因而“解释学”就
是由他而来。
在所有西方语言中，赫尔墨斯词源意味着：表达和辩术，转译和解释。
但是，我们所理解的“赫尔墨斯”却并不仅仅是“解释”或仅仅局限于不及物的“认识”。
解释学有待于重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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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惠敏，男，1961年生，河南淅川人，哲学博士。
现为河南大学省（政府）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权威学术期刊Theory，Culture and Theory
（London：Sage）编委。
1982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学士），1987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外文系（硕士）
，199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博士），1998年9月-1999年9月在美国加州大学批评
理论研究所（Irvine）做博士后研究。
主要著作有《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台湾商务印书馆繁体字版，人民出版社简
体字版，2005年），《后现代性与辩证解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意志与超越—
—叔本华美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初版，2007年再版），《反形而上学与现代
美学精神》（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
译著有《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2007年）等。
在欧洲权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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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以主体性和他者性而论引论第一章 主体性与孔子思想体系第二章 主
体对他者的承担第三章 “仁”：本体性的，抑或实践性的结语外一篇　自然与文化的解构限度——思
考在德里达“之后”一 乱伦禁忌作为语言学批判二 被“游戏”的乱伦禁忌三 置于“接缝”的结论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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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孔子思想与后现代主义——以主体性和他者性而论　　引论　　谁曾料想在主体和主体性问题上
中国思想文化界会经历如此剧烈的逆转：70年代末至整个80年代我们一直都在热切地呼唤、在殚精竭
虑地建构主体和主体性理论，——那是思想解放浪潮最美丽的一朵浪花。
先是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其中例如我们把美当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即是说，美是
主体性或人性的集中表现；再是沉潜良久而终于在这场讨论中浮出水面的依据康德而建立主体性的尝
试；推而广之，在文学批评领域对于重振作家主体性和作品自主性的殷殷之情；最后，那场意外地流
产了的对五四运动70周年的纪念，即纪念其民主和科学的理性精神。
90年代初后现代主义的登陆似乎一夜之间便改写了我们对于主体性的十数年的执著诉求：往好处说，
主体性被作为一个陈旧的话题而冷落了，——90年代早期对人文精神的呼唤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小小
插曲；往坏处说，主体性成了当代社会各种弊端的罪魁祸首，甚至是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同义语
。
　　当然，这一认识的转变并不完全是由于后现代主义视角的介入，因为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新潮实
际上就已经形成了对“五四”精神的质疑和挑战，但是其所直接意识到的和谋求着叛逆的对象则是仿
佛与“五四”毫不相涉的“文革”理式，即主体性的而同时又是个人意志的、理性的而同时又是专制
的、激情的而同时又是空泛的、崇高的而同时又是非人性的。
对后一方面的批判我曾经认为是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继续和深化，也就是说，中国后现代主义的原初
动机在于推进一个现代性的计划。
而进一步的思考却反过来指向前一方面，即现代性本身以及“五四”以来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思想史
，这里我是把“文革”理式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一个结果来谈论的。
80年代末期有批评家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浪文学新潮例如实验小说的后结构主义踪迹，但是其所关注
的问题一如其所评说的作家作品之公开或隐秘的述说是纯粹文学性的，即对于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或
所谓革命现实主义均呈异质性的一些形式因素，如修辞、语态、叙事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再现危机
等等。
只是到了1991年以后在我陆续发表的以“后人道主义”为总题的系列文章里，这类文学探索的文学史
意义才被特别地彰显为思想史的意义，好像因为一场“政治风波”而中断了的主体性研究才被接续起
来，但其所代表的已经不再是对过去的恢复而是一个反思并且由这一反思而进入的一个新的理论时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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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词语诗学复眼》这是一本发人深思的书。
金惠敏教授的“后现代”其实包含了现代，是一种“后后现代”；他说的“后儒学”是一种新儒学，
却不同于当代新儒家，而趋向于“新新儒学”。
为儒学的发展增添了风采。
《词语诗学复眼》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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