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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有专业背景，很难理解=。=
2、额 是我才疏学浅
3、很薄，后半部分比较容易读
4、好
5、核心还是一种权力机制，如何定义与进行排斥。
6、福柯的观点算是一以贯之吧，和在疯癫文明中的观点一样，精神疾病就是一种隔离，一种建构，
然后通过对焦虑这条主线的梳理，得出精神疾病比心理学高深，难以揣摩。
7、从精神疾病的现象学到谱系学
8、第一部分精神疾病的心理方面，精彩之致，第二部分：疯癫与文化是《古典疯癫史》的导论，拉
康是福柯的精神之父。
9、好短，好简练。福柯最早期作品后来的改写版。建议读完《临床医学的诞生》和《古典时期疯狂
史》后再读。
10、不知是翻译问题还是我智商问题（应该是后者），很多长句我断句都断不来，读不懂其中的逻辑
。。也有易读的部分：病症描述疾病案例、疯癫史。总的来说整体结构框架都拎不出来，这么一小薄
本啃了两个月结果并没觉得吸收到了什么，真疲惫
11、很薄，很难懂。
12、好薄
13、找个与自己经验最接近的文本开始读果然是不错的策略，文字少，思路清晰，相当上手。但是吧
，到底是懂了还是没懂呢⋯⋯好像有所领悟但是又说不清楚⋯⋯就算是没懂好了╮(╯▽╰)╭
14、翻译一般。
15、尤其是第二部分，算是疯癫与文明的初稿了，更强调历史-结构的方法。
16、翻译比较拗口，看的不是很明白。先探讨精神疾病的发展，历史，定义存在，之后再谈论疯癫与
文明的关系，它的历史，结构。他认为疯癫最初就是被隔离排斥的，被限制的，与心理学的关系也是
限制性的。历史，结构方法也是第一次提及，俟后再读。
17、期待值
18、这本太枯燥了。而且不明白为什么福柯要先讨论心理学然后再讨论疯癫，直觉上顺序应该是反过
来的，另外心理学那部分很多地方没语境看不懂。挺想看看《精神疾病与人格》的，看看福柯作了哪
些改动。
19、回头看有些陈词滥调的感觉，积累一些材料，进一步理清福柯的思路
20、翻译得还不错，可以看作古典时代疯狂史的导读
21、福柯处女作。从精神病学过渡到社会史与文化批判，日后思想已具雏形。这个时候的福柯是弗洛
伊德与拉康的信徒。
22、云里雾里的，换个姿势再来一次。
23、疯狂的自我救赎是为疯狂。
24、相见恨晚的奇书
25、看呆世界的基本态度在早年就清晰了，以后只是文字的丰富；另外，没有译者序，也没有译者后
记。低调姿态给人好印象。
26、啥也不说了，已撸一万两千字笔记，我爱福柯！
27、去年读的？然后莫名其妙就找不见了2333333
28、the origin
29、犯病时看的一小本。反而更清晰。
30、本书已经被福柯本人钦定为黑历史。混杂了存在主义、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最后诉诸于总体
性或者身心统一的思路，与后来的福柯相比，并没有太多出彩的地方。从书名的变化来看，福柯思想
中康吉兰的影响逐渐胜过了宾斯万格，最晚在1962年已隐约有了权力/知识框架之下科学史分析的雏形
。
31、呃，这本小册子一些部分有趣，有一些部分却十分艰涩乏味。
32、这么短篇幅竟然还有排版错误，好多标点的位置都有问题，超难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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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没嘛用啊，理论套例子，第一部分精神疾病完全看不进去
34、福柯同志写学术论文也是散文风。。。。
35、如果既不做精神分析，也不恨生活，读第二部分就可以了。
36、说这话有点不敬，但我还是觉得法语的哲学家全是在一本正经地说废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翻
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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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的笔记-第67页

        这些收容所没有任何医疗职能；人们被收容不是为了治疗；人们进去是因为自己无法或不应该再
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在古典时期，疯子和其他各式的人所提出的不适疯癫与疾病的关系问题，而
是社会同它自己、同它自己在个体行为中认可和不认可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禁闭无疑是一种救济
措施，它享受到的大量基金支持就是证据。但它是这样一种系统，即它的理想就是完全将自己封闭起
来：在收容总署，就像在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济贫院，强制性劳动都占支配地位；人们在里面纺线、
织布、制造各种物品，然后低价在市场上出售，用获得的收益为耻医院的运转。但是劳动的义务也扮
演着惩罚和道德控制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世界中，一个重大的恶习，商业世界中
典型的罪恶刚刚被定义出来：它不再是傲慢或贪婪，就像在中世纪时那样，而是游手好闲。所有居住
在拘留所里的人共有的类型特征，就是他们所处的没有能力参与财富生产、流通或积累的处境（不管
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还是因为事故）。人们对他们的排斥与他们这种无能成正比，这种排斥也标志着在
现代世界中出现的、此前并不存在的断裂。因此，禁闭在其根源和原始含义中是与社会空间的这种结
构重组联系在一起的。

2、《精神疾病与心理学》的笔记-第83页

        因此，疯癫的各种心里方面不能在可能处在这些方面之外的解释或缩减原则的基础上被抑制，而
是要把它们定位在西方人建立了快两个世纪的人与他们的这种一般性关系之内。以最狭窄的角度看这
个关系，它就是西方人在里面投入了一点惊讶、许多傲慢和大部分遗忘能力的心理学；以较宽泛的角
度来看，它就是在知识的形式中负责掌握被削去了一切自我意识可能的认识的讽刺且正面的内在真理
的心理人的出现；最后，放在最广泛层面上看，这就是人通过他自己就是真理的真理这个基本公设，
来代替他与真理的关系。
作为一切可能的心理学基础的这个关系只能在我们文明的一个具体时刻之上被定义：即理性和无理性
的伟大对抗在自由的领域中停息，理性对人来说不再是一种伦理，甚至是一种属性的时刻。这样一来
，疯癫就成了属性的属性，也就是说成了令属性错乱、将它束缚在自由的决定论中的过程；而自由也
变成了属性的属性，不过是隐藏的灵魂，是在属性的无法错乱的本质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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