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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

内容概要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
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
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
书评》(1978年)，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
之作。

Page 2



《疾病的隐喻》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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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篇一 作为隐喻的疾病
篇二 艾滋病及其隐喻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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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患上了听课焦虑征，对数理分析实在提不起兴趣，还是看到充满感情的文字叙述身心更加愉悦。
久闻桑塔格大名，今天才完整地读到其作品。加诸疾病之上的道德评判或政治态度比疾病本身更能杀
死一个人。“反对阐释，平息想象，剥离意义”。
2、读了又好似没读，不懂又好像懂了⋯⋯一点点
3、特别特别的妙。大二的时候因为写一篇论文看的书，关于肺痨的解释特别的棒！！谢谢苏三桑塔
格我才能拿a哈哈哈！！
4、疯癫与文明。不过更好懂一点。
5、作者真是旁征博引，觉得有些话说得特别有道理，看得出译者也对这个话题特别感兴趣，总是要
跳出来讲解一番。
我得了侵袭性牙周炎以后，对我造成最大困扰的倒不是牙齿功能性的丧失，反而是想象到别人对这种
病的看法，附加于疾病之上的各种观点。比如老掉牙（其实年龄跟牙齿寿命没有关系），比如美国社
会认为良好的牙齿是地位的象征（因为看牙医很贵）等。 这种心理困扰真的对于患者来说并无助益啊
。
#豆瓣阅读#
6、重复的部分太多了，不过靠它拯救了我一篇essay⋯⋯
7、“一个东方医药行业的学生有点看不下去⋯”
既不太了解西方的确切态度，聒噪的似乎都是文学家，有人听听医学界的吗? 又不理解一个外行的想
法，最危险的就是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同时觉得批评文学要写好真是需要好底子。
想说的是好的，却没能说好。
8、科学祛魅，疾病使人倒退，但并非是疾病本身的恶果，而恰恰是人们的想象作祟。
9、疾病隐喻背后是不同文化权力之间的博弈，对肺结核和艾滋病的盲目崇拜与憎恶实际上暗含着文
化权力对个体的规训，权力/知识再次配合得完美无瑕。因而与其说疾病是上天对身体的惩罚，倒不如
说是权力主导下社会集体对穷逼、同性恋、他者等等社会边缘族群的迫害。
10、書寫沒有體系，就是桑塔格的病中隨筆。核心論點挺無聊的。好疾病與壞疾病兩種隱喻，肺結核
是靈性化的、優雅的病，而癌症、愛滋則是道德審判，而很多人將生理疾病視為心理疾病的延伸，讓
內疚感回歸，對疾病的看法走向唯心，根治疾病的根本在於根治心理問題。如此而已。
11、看在第二篇的份上勉强打三星（真的很勉强），第一篇也写的极不好。收录了《疾病的隐喻》和
《艾滋及其隐喻》两篇文章，完美诠释了如何把一篇文章就能说完的东西啰嗦成一本书。观点够多但
论证严重不足（尤其是第一篇），也没有从隐喻入手去剖析背后的现实基础或是话语权力。文风真是
像极了早期福柯，但无论是分析论证、理论构建还是文献呈现都和福柯差太远了（即便我并不是很喜
欢早期福柯）。
12、第一篇《疾病的隐喻 》重复过多。第二篇论述条理清晰，一气呵成。桑塔格作为曾身患癌症的人
来说，相比普通人，对癌症以及死亡的感受更为深刻，直接触及人的思想要害。 
13、年代有点久远，有些知识稍微有点过时，但不失为一部经典的医学人文著作
14、好啰嗦，不知道中心思想是啥...
15、不适合用kindle阅读，但也不想再看第二遍。
16、分明察觉到这绝对是一本好书 但毁在了狗屁不通 充斥着拗口长句的翻译里 保守估计只理解了40%
的内容 更让人火大的是2014年的再版竟然仍由同一个人翻译 
当心虚的人们试图解释一种不确定不被控制的未来时 疾病变成了一种唾手可得的隐喻
17、她好啰嗦，很多话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18、结核病所造就的文雅、精致和敏感，那是有大量时间的文人爱用书信或文章表现出来才赋予。对
于每天匆忙赶交通上下班的人来说，在间隙的时间里通过消消乐娱乐八卦新闻来打发时间的人来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将生命耗损在无输出的生活上，哪有什么精力去感概结核病带来的苦难呢？结核病
伴随着躁郁症般的症状尤其符合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在知晓时日无多的前提下，便会无所畏惧的剖析
自我，批判生活了吧。在人人都中庸的社会环境里，结核病的病理让人有机会如此。
19、怎么可以用文学作品来解释科学？不接受这样的方法论。论点也有一些并不喜欢...综合起来好像
就是一句“反歧视”。如果把观点带到文学作品中还算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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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杀死病人的舆论。
21、从文笔到内容，太嫩
22、一种病演化为一个文化意象，我感觉还是有很多感性因素的，人们的反感程度和反感类型往往取
决于对这种病的第一印象。中国有个成语叫“心宽体胖”，把外貌、疾病等感性特征作人格的表征有
时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23、译者很好，五星中至少有半星是打给TA的。
24、3.5，难得不说空话的桑塔格，癌与肺结核的隐喻与偏见。
25、看了微博上读书牛人推荐来看的。很惊艳，本以为这样的内容我很难读下去，真正读起来反而有
些期待。作者掉书袋真的很自然，有广度也有深度。
关于内容，当面对无法解释和无法控制的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选择通过赋予意向来解释，例如美化疾
病，或者丑化疾病。而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权力控制人的一种方式。当疾病不再是一种可以通过理性
的信息解释、而需要非理性的信息才能被接受的时候，这些信息的力量比疾病还要具有很强的能量。
如何吸收、转化、释放这些能量，是人们对于疾病需要思考的。
26、社会和历史给疾病赋予了太多的隐喻，使其不洁和压抑，这种文化对患病者是不公平的。不是看
这本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7、语言是一种制造情绪瘟疫的病毒，除了变来变去，我们没有传统。
28、我们的文化总是对疾病讳莫如深。文学作品中对它进行的模糊化或转喻更甚。
29、唔，对于未知的疾病，我们不应该赋予它过多神秘的感情色彩，而是应该积极的正视它。虽然积
极向上的情绪可以让我们好的更快一些，但我们不能反过来。
30、对疾病的社会印象和影响有了更深的了解 可推
31、感慨于她的卓见和远识。
32、不好读，但是挺好的，引发思考。
33、启发性作品。“使用癌症隐喻，就是等于在说，这个正在事件或这种政治状况是一种彻头彻尾的
邪恶，是一种无法改变的邪恶。这样，它就大大提高了指责者的本钱。”“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
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说的就是直男癌嘛。
34、3.5 第一篇《疾病的隐喻》内容重复太多 过于累赘 营养度不高。第二篇《艾滋病及其隐喻》在
“archeologie”上下了很大功夫  论述也清晰精辟 相对第一篇好太多。 很少能一气呵成读完这种书，但
大概是因为妈妈的关系，这次居然读得很快很流畅⋯⋯桑塔格以一个ex癌症病人的身份来写这个论题 
确实很直截了当地击中人们思想要害。“对疾病的隐喻无不反映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对成长问题
的鲁莽草率”不过，归根究底，隐喻的存在从来不是诸如时间/发展进程/医疗水平/社会大环境 此类的
表象能够解释的，它只是人类对待未知最古老原始的恐惧不安，是人性的一部分罢了。
35、苏珊·桑塔格说她的写作目的是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当有关疾病的思考都倾向于不断扩
大心理疾病的范畴，艾滋病打破了防御的“自利”策略，性生活的“自由”再度被拉回到社会语境中
，与这个世纪特色的“牵挂未来”的心理习惯和智力堕落遥相呼应。尽管如此，身体不是战场，我们
都没有被授予权力不择手段地反击。可怕的不是艾滋病，而是对艾滋病的军事隐喻。
36、不好读，但真是精准啊。心情不好不想写评论了233
37、刚看了一篇。感觉翻译的一般。我当作有趣的历史来看的，在这个层次上，作者旁征博引我看的
很爽。最后作者呼吁消除不恰当的疾病隐喻，虽说不现实，还是很有一种大爱的精神在里面。
38、本来以为是社会学方面的书，一看发现是本文化批评，那种旁征博引一一对应胡扯八扯的感觉又
回来了。深度不够，还是去看源头Foucault吧
39、浪漫，前半部分疯狂
40、之前读过，有些刺痛人的地方但也放开了。今天看了《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才感到斗争的强度和
挣扎的痛切╮(╯▽╰)╭哎我是个感性的人⋯⋯
41、看起来好累，所以没看完。基本上两篇文章，可以看前三分之一，然后直接跳到结尾的一段，感
觉也不会损失太多。
42、会玩儿
43、蛮有道理的，也做了点笔记，但是直到快结束都还在论证同一个问题⋯⋯
44、译者存在感太强了，跟弹幕似的。
45、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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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疾病的隐喻确实体现了人们对死亡的焦虑，但也伴随着一种自毁的驱力。
47、“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
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本书想阐述：疾病带来的胜利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会意义上的死亡。
思考一：隐喻是无可逃避的，反对隐喻的同时也难免落入隐喻的陷阱。正如意义是不可逃避的，因此
反对阐释的同时其实也在阐释。本书的知识考古体系不是很严谨。

思考二：我一点也不想知道隐喻和背后的权力话语。它们总是用不那么可亲的语言煽动内心对这个世
界美的解构和质疑，这种感觉糟糕透了。我只想单纯欣赏美，不需要知道背后。
48、Susan sontag是絕對真實的。作為一個政治哲學家用行動貫徹自己的所信。患病的susan用理性演繹
疾病的隱喻來消解這份隱喻對於自己的包袱與壓力，演繹疾病的隱喻最終的目的是治療疾病
49、没有大病过，不能即时体会隐喻的，就是陷在文字和段落的感觉。甚是佩服一句话颠过来倒过去
怎么都能说
50、就烦西方这种无病呻吟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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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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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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