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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论
解读概况
卷一　能指的逻辑
一　文字科学
二　算法与运算
三　能指树
四　能指化
卷二　能指的策略
一　策略
二　体系与组合
三　“对应一致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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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症状是一个隐喻，就像欲望是一个借代
2、翻译很好，看来译者也是很专业的拉康研究者。~~已读完，受益匪浅！
3、南希和拉巴特的早期作品，不想看第二遍了
4、太专业了，没有深入到拉康文本前不该读的
5、南希和拉孔拉巴特这本论拉康字符篇的这本书终于出版了。虽然拉康当时认为这本书对他的能指
的逻辑与策略的解读很到位，但是又不得不说他们仍然是德里达主义文字学的爪牙，要记住拉康仍然
是精神分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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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菲利普·拉古-拉巴特与让-吕克·南希合著的一个哲学文本，解读的是拉康的《无意识中文字
的迫切要求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理性》。拉巴特与南希是法国当代哲学家，所著文本具有学科交叉性
，涉及到文学、语言学、哲学、心理学。拉康是法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结构
主义的主要代表。本书分为两卷，内容上涉及到语言学，哲学和精神分析学，但像南希在序言中所说
的那样不牵涉精神分析学的历史，所以这本书主要解读的是关于拉康论及的算法、运算、能指等理论
的问题与概念。阅读本书，我发现如果不去读拉康的《无意识中文字的迫切要求或自弗洛伊德以来的
理性》，对理解本书的内容是很困难的，所以又去做了这方面阅读。从中感受到三位哲学家的反思历
程，不禁被这种开拓固有思维模式的理性之光折服。拉康的思想要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思想观念
说起，他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由能指和所指两部分构成。能指指声音的音响形象。所指指概念
，意义。索绪尔表示所指不是指向一种事物的实体，而是该事物的本质。从本质而言，举例来说，沈
黎昕是一个女生，今年三十五岁，“女生”与“三十五岁”是指向我的本质。而不指向具体的我。但
是拉康说索绪尔的算式依然是指向外物的。我查到网络上的一个资料，正好可以简要地解释这个过程
：针对索氏的所指/能指图式，拉康提出了S/s公式。此公式读作：“能指在所指之上，‘在⋯⋯之上
’对应于分开上下层的横杠。( 单从公式的形式上看，后者只是对前者的一种颠倒，即把所指/能指关
系颠倒为能指/所指关系。拉康反对人们从索氏的思路出发去把握他的S/s公式，并且指出，即便是从
相反的或颠倒的思路出发，仍然避免不了错误的结局。拉康在把它颠倒为arbor/(树的图形)这种图式之
后，明确指出，这是一张错误的图式。(说它是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把我们引入到了一条错误
的道路上，即认为能指(语言符号)总是指向对象，尤其是图像式对象。以上表明拉康在批评索绪尔图
式的问题，但是他的继承性思路与此全然不同，对此，拉巴特与南希的这本合著里这样写道：从什么
意义上说，为了确保文字科学而要让语言学摆脱符号哲学，从什么意义上说，必须摧毁符号。这些举
措都是为了改造符号，直到摧毁它里面的所有的再现功能，即摧毁它与意义的关系本身。或者不如说
，算法就是不表意的符号（它不用能指再现所指的方式进行表意）。我们也许甚至可以冒险采用如下
的写法：算法是（在“符号”上打一个X）。是打叉的符号，而不是被摧毁的符号，不起作用的符号
。符号理论的每个概念都没有消失：能指、所指、意义都还在那里，但是他们的体系却遭到扰乱和破
坏。P44开始我理解为拉康在解构索绪尔的二元结构，但反复地阅读过这部分解读发现并非如此。拉
康的思路依然是建立一种结构，但不同于索绪尔的方式，也不能从索绪尔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那样就
像我最开始的感受，非常混乱。但是索绪尔的结构大概启发了拉康的思维。就像上面写道的那样：“
符号理论的每个概念都没有消失：能指、所指、意义都还在那里，但是他们的体系却遭到扰乱和破坏
”。拉康的思路不是简单地撇开所指，而是表明能指具备划分位置的能力这一根本性的区别，并不划
分自己的位置。就像物质是不需要划分的，但是划分却产生物质。举个例子而言，手臂之所以是手臂
而不是脚趾或者脑袋，这就是能指的意义。与索绪尔所言每一个能指都被划分为有对应的意义不同，
拉康的能指没有意义，只能从语言的内部结构来说，为物质划分产生了差异性。拉康的横杠与索绪尔
的横杠也不同，索绪尔在能指和所指中间断开，而拉康的横杠很形象地比喻为一列行驶的列车。在这
里拉康用了一个图式表明，并引出差异性中蕴含着能指功能的象征化法则。本书还提到拉康的思想借
用了德里达的思维观念，这一点我还没有读到，但是在网上找到了一点可能相关的资料。大概意思是
：拉康的能指链中，由于不指向所指，是能指的无限循环、滑动、飘逸。这种移动没有中心，正是解
构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在这个问题背后，要我再一次想到了大屠杀与人的生命。另外我还看到拉康提
到一个大写的他者的概念，这是列维纳斯所说的处在总体之外的无限他者么？有待阅读。PS：这是我
第一次阅读有关拉康的文本，且还没有读完。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日后会继续阅读拉康的文本，有新
的发现会回来更改这篇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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