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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舞》

前言

人们常说，做人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如今喝水也要喝“纯净水”，这
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到“纯粹哲学”，似乎就会引起某些怀疑，说的人，为避免误解，好像
也要做一番解释，这是什么原因？我想，这个说法会引起质疑，是有很深的历史和理论的原因的。那
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纯粹哲学”的问题？现在来说“纯粹哲学”。说哲学的“纯粹性”，乃是针对
一种现状，即现在有些号称“哲学”的书或论文，已经脱离了“哲学”这门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要
求，或者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哲学味”，但美其名曰“生活哲学”或者甚至“活的哲学”，而对
于那些真正探讨哲学问题的作品，反倒觉得“艰深难懂”，甚至断为“脱离实际”。在这样的氛围下
，几位年轻的有志于哲学研究的朋友提出“纯粹哲学”这个说法，以针砭时弊，我觉得对于哲学作为
一门学科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也觉得是可以支持的。人们对于“纯粹哲学”的疑虑也是由来已久
。在哲学里，什么叫“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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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舞》

内容概要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首次提出了德里达晚期思想的解读框架，并将之诠释为幽灵学作者发现
了“幽灵”的三个特性并存谱系学上将其回溯至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源头。通过对幽灵的三个
特性的谱系学规定和描述，进一步对德里达晚期的伦理学和政治学思想进行了审视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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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舞》

书籍目录

作者的话导论一解构之源：德里达Ⅰ与现象学二解构之剑：德里达Ⅱ与现象学三解构之魂：德里达Ⅲ
与现象学第一部 幽灵谱系学第一章 “负在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在场”之形变第二章 “准先
验论”：向胡塞尔先验论的趋近第三章 “过先验论”：对胡塞尔先验论的极端化第四章 “惊怖性”
：海德格尔“真理”的“非本质”维度第二部 幽灵伦理学第一章 他者的耳朵第二章 那“也许”存在
的友爱第三章 流氓与民主，一种必须解构的国家伦理第三部 幽灵政治学第一章 敌与友第二章 反恐，
一场幽灵之间的战争第三章 永久和平还是永无和平外一部 幽灵拓扑学外一章 情绪外二章 错位外三章 
韵律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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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舞》

章节摘录

出这样的辩解，这里的每一次转折虽不代表新的转向，可无论如何每一个新的时期都包含了“新东西
”。这样，我们便可以合法地对德里达的思想进行分期并大胆地探讨和宣布其中出现的新内容。还应
该承认，思想分期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对哲学文本的阅读面，对非哲学文本的关注度，与社会现实
的距离感，甚至语言的风格和文本的个性等等，都可以成为划分德里达思想发展阶段的立足点，从这
些不同的视角出发所得出的结果也许大相径庭。但要强调的是，从德里达与现象学之间关系的角度所
作出的分期具有奠基性意义，因为正是现象学为德里达每一个时期的“新东西”的出现提供了学理上
的支持和依据，所有其他的分期视角最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回溯到这里。“德里达与现象学”的另
一个维度是“现象学”。这同样也是一个聚讼纷纭的维度。什么是现象学？现象学究竟是意识哲学还
是存在论的诠释学抑或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自胡塞尔肇始的一个世纪以来的现象学运动对此作了
极为丰富的探讨，其各富特色的回答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德里达，而且德里达本人的研究在今天也构成
了现象学历史不可或缺的部分。面对如此繁杂的状况，本书严格地把现象学限定在现象学的两位代表
人物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说之上。这不仅是由于化繁为简的需要，更是出于这样一种深思熟虑的观
点，即正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在经过德里达的怀疑、批判和极端化之后构成了全部解构
理论的硬核。有人可能会建议，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干脆把“德里达与现象学”改为“德里达与胡塞
尔和海德格尔”呢？这一想法确实具有可行性，但只有部分的可行性。在德里达的前期，他以胡塞尔
和海德格尔为主题，引用他们的原文，利用他们的专门性术语（如“前摄”、“滞留”、“目的论”
、“此在”、“在手状态”、“死亡”和“存在论差异”等等），我们对此研究冠以“德里达与胡塞
尔和海德格尔”的标题是很恰当的。但在90年代以后，表面上看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尤其是胡塞
尔，在德里达的解构体系中已经严重地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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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舞》

编辑推荐

《幽灵之舞:德里达与现象学》：凤凰文库·纯粹哲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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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舞》

精彩短评

1、幽灵具有负在场性、过先验性和惊怖性特征，它即不在场，又非不在场，当我们想要把握真理的
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它们非真理性的一面，也即注意到那个时刻在上空徘徊着的幽灵。
2、标题党
3、显学，界限无法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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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之舞》

章节试读

1、《幽灵之舞》的笔记-第1页

        德里达所获得海德格45年12月的信：“我本来相信，希特勒在1933年对整个民族担负起责任之后将
会超越党及其信条，一切都会处于对西方式的责任进行更新和积累的新的地基之上。这个信念是个错
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从1934年6月30日的那些事件中就已认识到了”

2、《幽灵之舞》的笔记-第115页

        民主的这种自我戕害，自我终结的一面，德里达称之为民主的字体免疫性。这是德里达第三期政
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借自生物学直接偶那个的一个器官在特殊的免疫反应下自己上司自己的
现象并将其运用到对民主、理性、权利、敌友、反恐、法律、正义等概念的分析中。⋯⋯民主作为一
个“有机体”如何在自我展开的过程中出现免疫反应，从而走向自我颠覆，自我毁灭的结果，甚至走
向其反面：流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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