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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之理由》

内容概要

作者Harry Frankfurt以擅写清新透彻的小作品著称，本书是他在这方面的杰作。作者以优美笔调，运用
他的“关怀”（caring）理论，有力地论证了一种臻于完善的生活的关键在于全心全意地追求关己之事
，而爱则是最重要、最可靠的关怀形式，是对于被爱者的繁盛的无利害关切。爱的最纯粹形式是自爱
，但自爱并非自我沉溺或放纵，它的最基本形式就是爱的欲望，就是对发现我们生活的意义的承诺。
本书是Frankfurt于2001年在伦敦学院大学三场演讲的修订集结，文笔清新，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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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Harry Frankfurt（哈里·G·法兰克福），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前哲学系主任。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的哲
学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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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问题：“我们怎样生活？”　1
第二部分　论爱及其理由　41
第三部分　亲亲自我　87
致谢　125
译后记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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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不太好。
2、没想到是来第二个打分的人  在书店拿到看完的  不能很好的绕好语言以及理解力的人慎读  虽说标
题吸引人  讲自爱也是爱的表现形式这个观点打四星 
3、第一章讲道德的不重要，第二章讲爱的重要，第三章讲自爱也是爱的表现形式，以及人也有可能
不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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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爱之理由》的笔记-第8页

        艾玛这长难句。。。。                

2、《爱之理由》的笔记-第58页

                        

3、《爱之理由》的笔记-第77页

        　　这一点可能使得理解一个施爱者之于他之所爱的态度怎么可能是完全超然的似乎变得困难起
来了。毕竟，所爱者为施爱者提供了实现对他具有内在重要性的一个目的，在这里就是爱的一种根本
条件。他之所爱使他有可能得到那种爱所提供的利益，并避免一种他在其中一无所爱之生活的空洞。
因此，施爱者似乎总是从其所爱中获益，而且因此在利用其所爱。于是，爱必定总是为个人利益服务
的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怎样才能避免得出它绝不可能是完全无私的或无利害的这样的结论？
　　那个结论太匆忙了。考虑这样一个例子：一名男子向一名女子告白，他对她的爱赋予他的生活意
义和价值。他说，对她的爱是唯一使生活值得一过的事情。这名女子不可能认为（假定她实际上相信
这一点）这名男子对她的告白意味着他其实并不爱她，他操心她只是因为这种操心使他感觉良好。从
他关于他对她的爱满足了他的生活的一种深度需要的告白看，她确实不会得出他是在利用她这样的结
论。事实上，她会自然地认为他是在传达正好相反的信息。她会明白，他的告白意味着他珍视她本人
，而不是仅仅把她作为实现他自己利益的一种手段。
　　当然，这个男人有可能是一个骗子。也有可能，虽然他相信自己的告白是真诚的，但他其实并不
清楚他在说什么。尽管如此，还是让我们假定他对爱及其之于他的重要性的告白不但是真诚的而且是
正确的。在那种情况下，从中得出他是在把这名女子作为实现其利益之手段这样的结论就是不正当的
。爱她对他来说是如此重要，这一事实是与他全心全意地和无私地献身于她的利益完全一致的。爱她
之于他的极度重要性不可能蕴含着他其实完全不爱她这种荒谬的结论。
　　一旦我们认识到合乎施爱者利益的正是他的无私，追求某人自己的利益与无私地献身于另一个人
的利益之间的表面上的冲突就消失于无形了。不必说，只要他的爱是真的，爱所蕴含的东西就对他具
有重要性。因此，只要爱对他是重要的，坚持自愿的态度——正是这种态度构成了爱——就必定对他
具有重要性。现在看来，那些态度根本上就在于无私地操心所爱者的幸福。没有那种操心，就没有爱
可言。相应地，只有当一个人无利害地为他所爱的人操心，而非基于他有可能不是从所爱者就是从这
种爱得到的任何利益，他才会得到爱之利益。除非他把他的个人需要和抱负放在一边并专心致志于另
一个人的利益，否则他就无法指望实现他自己在爱当中的利益。
　　有人怀疑，这会要求一种不合理的高尚的自我牺牲。但只要认识到就事情的本性而言，施爱者把
自己认同于他的所爱，就能够消除任何这样的疑问。就凭着这种认同，保护所爱者的利益一定是施爱
者之利益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之所爱的利益实际上并不在他的利益之外。它们也是他的利益。他完全
不是与他之所爱的命运严格分离的，而是自己就会受到它们的影响。他实际上操心所爱者的利益，这
个事实意味着，当这些利益得到维护时，他的生活就得到了改善；当那些利益被忽视时，他就受到了
伤害。施爱者被投注在所爱者之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他把自己投注在他之所爱中，而且以
那种方式认同它，后者的利益就等于他自己的利益。因此，对施爱者来说，无私与自利若合符节，这
无足惊奇。

4、《爱之理由》的笔记-第61页

        感觉马上就要串门去心理学了啊

5、《爱之理由》的笔记-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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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结尾：　　或许人们不必过分严苛地对待自身。在快要结束之际，我想谈谈自己和一位女士
（她是一位秘书而非职业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她办公的地点离我不远。我不是很了解她，并且仅仅
是出于偶然才得以相识。但她很漂亮，我那时也还未婚，有一天我们以较往常略微私人的方式攀谈起
来。在交谈过程中，她说在她看来，对于一种亲密关系显得重要的东西无非有两个：真诚和幽默感。
这话震撼到了我，至少一开始是这样，尽管这听起来很平常。然而就在我回应她之际，她紧接着说出
了一番少见的古怪论调。
　　“你知道，”她说，“我对真诚并不是真的确信无疑。毕竟，即使人们告诉你真理，他们也会很
快地改变自己的主意，而你无论如何根本来不及跟上他们。”
　　所以，我要在这里提出一点忠告。这么说吧，无论你怎样地殚精竭虑，你都无法做到全心全意。
你发现我们不可能克服那种游移不定，无法摆脱那种彷徨无措。倘若你最终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将永远
承受这种压抑和自我否定，将永远无法完全实现自身所追求的东西。如果真正的自爱对你而言是不可
能的，那么至少也要将你的幽默感坚持下去。

6、《爱之理由》的笔记-第84页

        　　虽然爱之约束力为我们加了风险，这种约束本身还是为爱之于我们的价值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爱确实约束着我们的意志，我们才实际上珍视它。这似乎是不合理的，如果
考虑到我们通常如此志满意得地认为自己首先献身于自由的价值的话。我们怎么可能令人信服地在宣
称珍视自由的同时欢迎一种意味着对必然性之屈服的状态？然而，这里出现的冲突乃是表面上的。消
除这种表象在于表面上是悖论性的实际却是真实的状况：爱借以约束意志的必然性本身却是一种解放
性的力量。
　　在这一点上，爱与理性之间有一种惊人的和有启发的相似之处。合理性与爱的能力是人性之最有
力的标志和最宝贵的特征。前者在我们的心智的运用中给予我们最权威的指导，而后者为我们的个人
和社会行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动机。两者都是我们身上最具人性和高贵的东西的来源，它们使我们
的生活变得有尊严。现在看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两者都加给我们一种强有力的必然性，但两者
都不包含我们对于无能或约束的任何理解。相反，它们都典型地伴有一种解放和提升的经验。当我们
发现自己别无选择地接受逻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或者服从于爱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必然性时，我们的
感受绝不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消极情绪或局促感。在两种情况下——不管是遵循理性的要求还是服从心
灵的呼声——我们都典型地意识到自我的一种令人鼓舞的解放和扩张。但是，通过被剥夺选择，我们
却发现自己变得强大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少局限或更少限制了，这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
　　对此的解释在于，意志的或理性的必然性的遭遇消除了不确定性。它因此缓和了自我怀疑的抑制
和犹豫。当理性证明了事情的必然性，这就终止了我们关于要相信什么的任何不确定性。伯特兰·罗
素在解释他早年从几何学研究中得到的满足时谈到了“数学确定性之宁静”。数学确定性就像基于逻
辑的或概念的必然真理的其他模式的确定性一样是宁静的，而这是因为它使我们摆脱在相信什么的问
题上不得不与我们内部的不同倾向展开的争执。这个问题已经被解决了。我们不再需要心灵的纠结。
只要我们是不确定的，我们就会踌躇不前。发现了事情的必然性必定能够使我们——实际上是要求我
们——放弃当我们捉摸不定时强加给自己的使人软弱的束缚。那时就不再有对于全心全意的信念的任
何羁绊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一种坚定平静的信念。我们从优柔寡断的障碍中解脱出来，并给予自己
一种坚定的赞同。
　　类似地，爱用来约束意志的必然性也终结了关于操心什么的不确定性。由于被我们的所爱吸引，
我们就从选择和行动的障碍中解脱出来了，这种障碍要么在于没有终极目的，要么在于被不确定地吸
引到一个方向和另一个方向。因此，会彻底损害我们的选择和行动能力的冷漠和不稳定的矛盾心理就
需要得到克服。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去爱，并因此不由自主地受所爱者的利益支配，这个事实有助于保
证我们既不会漫无目的地混日子，也不会放弃对于一种有意义的行动方针的明确坚持。
　　逻辑的要求和被爱者的需要代替了我们并不那么可靠地倾向的任何相反的偏好。一旦这些必然性
的唯我独尊的统治己经确立，我们就不能再在操心什么和思虑什么的问题上自作主张了。我们在这个
问题上就别无选择了。逻辑和爱规定了我们的认知和意志活动的指针，它们使得我们不可能为了我们
碰巧发现有吸引力的其他目标而去控制我们的信念和意志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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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情形似乎是，理性和爱之必然性是通过让我们摆脱自身从而把我们解放出来的。在某种意
义上，那就是它们的作用。这种观念并无任何新颖之处。一个人可以通过服从超出他直接的意志控制
的约束获得解放，这种可能性是我们的道德和宗教传统中的最古老和恒久的主题。但丁写道：“在主
的意志中，我们得到平静。”在某种程度上，罗素所说的从发现理性对他的要求之后得到的宁静显然
相当于从内在的纷乱逃离，而这种内在的纷乱是其他人声称在把上帝的不可阻挠的意志接受为自己的
意志之后所发现的。

7、《爱之理由》的笔记-第18页

        

8、《爱之理由》的笔记-第80页

        理性和爱是人性最宝贵的标志和特征。前者给人在心智运用中最权威的指导，后者给人的社会行
动最有力的动机。

9、《爱之理由》的笔记-第28页

        我隐隐觉得这书的英文版可能很不错。。。

10、《爱之理由》的笔记-第66页

        有间接目标而无最终目的的生活之所以不可取，作者认为在于没有了最终目的，我们就会发现没
有什么东西是真正重要的。每样事物对我们的重要性依赖于其他事物对我们的重要性。没有什么是确
定的，我们不可能真正明确地和无条件地关心任何事物。 

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的意向和性情都是不确定的。于是就不可能认真而负责地控制我们的意志，不会
去下定决心设计和维持意志的连续性。于是，我们与自己的相互联系（我们作为人的独特品性就存在
于这种联系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就被切断 了。

我们的生活将是被动的、碎片化的而且特别令人沮丧的。即使我们能够继续维持些许积极的自我意识
，我们也会有一种可怕的无聊。

11、《爱之理由》的笔记-第119页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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