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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

内容概要

‘An exemplary demonstration of the power of the intellect in the face of the lethal metaphors of fear’
Michael Ignatieff, New Republic
‘Whatever Sontag writes is passionate⋯hers is the satirist’s pity for our ignorance and folly’
Jonathan Keates, Ob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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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
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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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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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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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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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

精彩短评

1、翻译好拗口，慢慢来吧
2、从疾病的角度来看社会学和文学，有点意思
3、脚注集合起来也是篇论文，有好感的翻译
4、隐喻是客观存在的事物
5、其实挺浅的⋯⋯连我这种理论水平都能看懂⋯⋯
6、天写这种论文不会真的让身体崩溃吧＝＝
7、隐喻：以它物之名名此物
8、再版多次，从文化史角度写肺结核的隐喻，这个是特别牛逼的，以人对肺结核的态度写时代，这
个更牛逼。一众的文学男神济慈，雪莱⋯⋯入画，轶事如被窥探一般。
9、大年初一
10、今天在图书馆看了第一部分，感觉写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序言里絮絮叨叨讲了很多什么贵族和资
产阶级之间的对抗，实在是⋯肺结核和癌症隐喻的分析很有意思，结合了大量的文本事实，优雅的结
核病和无法挽回的癌症！
11、 毫无逻辑的掉书带...
12、结核病，一种浪漫热烈的、帮助人们迸发最后一点生命力的疾病 / 癌症，一种冷淡的、将生命力
桎梏住的疾病 / 艾滋病，一种关于时间的疾病 /  以及，疾病有着一定程度上净化人性的暗示。
13、黑的中产阶级妈都不认识了
14、很棒~很有启发性！很喜欢这种理性的学术表达方式
15、读完后脑洞反而大了不少，算是违背作者的本心吧。
还有就是关于结核病那里，脑子里反复出现人间失格里阿叶吐出的那面日本国旗。
16、各种的疾病除了带给我们身体上的折磨，更多是肉体上的。更致到他人对病人的看法，最大是社
会对待疾病的态度。桑塔格以不一样的角度，让我们深思疾病更多源自社会的一种病态。
17、很浅 好读  只是这版前面汉译后面原文定价48 
18、探讨疾病所代表的隐喻 从第一章主要探讨的结核病和癌症到第二章主要探讨的梅毒和艾滋病 把易
被忽略的疾病隐喻公开来说 
19、两篇的特色不一样。第一篇，苏珊桑塔格通过大量的小说，历史来论述癌症的隐喻，有趣，有观
点，易懂。第二篇，她则是将艾滋病和其他疾病对比，以美国和欧洲作为突破点，阐释了自己对美国
，欧洲西方主义的批评。
20、“对于带来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
用，甚至是抚慰作用”
21、结核病、麻风、梅毒、癌症、艾滋病 重复叙述部分太多
22、论述确实略平淡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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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不喜欢那种刻意显得自己博学的引用，毕竟我觉得严谨的学术书籍不应该把文学类书籍里面的
东西当作证据。2，感觉有点像福柯？3，这个版本是中英双语，只看中文版觉得有点坑⋯⋯毕竟不便
宜。4，感觉有点啰嗦？不过观点还是蛮好的。社会对疾病赋予意义带来的痛苦甚于疾病本身。
25、阅读初衷是摆脱隐喻式思维，替换以科学理性，摒弃有意无意附着于某一些疾病上的偏见曲解、
无知引发的恐慌，以及构建于社会道德评判下的心理和人权压迫。是一场穷尽酣畅的祛魅、祛妖魔化
的自我再教育。Thanks Sue for addressing my ignorance and folly. 
26、对医药从业者而言，一个完全 不同的角度去看待疾病。疾病既有客观专业的一面也有社会文化缩
影的一面，而对于病人，疾病把一个人最根本的东西凸显出来。在医院工作经常看到的人最不堪的那
一面，不是疾病把人变不堪，而是人本来就很不堪。
27、看看
28、批判的终极是什么？揭示隐喻背后的控制与排斥后，在现实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文中有些引述十
分有趣，译者翻译与注释也很好。把福柯"不正常"的群体中的麻风病人集中到对疾病的论述，继承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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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考古学的方法论，以文学史来论述虽然有失偏颇但实际也挺有趣的。
29、隐喻性思考就是一种摆脱不了的古老疾病。
30、“把词还给词，把物还给物”。（然而真是受不了掉书袋的写作方法....
31、总算整完了。。。先休息几天
32、一旦进入人类语言，几乎任何事物也难逃被赋予特定意义的命运，疾病也不例外。（两篇论文，
第一篇启发更大。）
33、癌症的隐喻、老人的隐喻、精神病院的隐喻。所有的被偏见的物质化的疾病都可以被反隐喻。
34、最近选的书太难看。
35、感觉有点⋯⋯客气？想看抑郁症的隐喻
36、强推，力荐
37、我想这本书最重要的是一个最普通的东西...我们如何理解...
38、作为一个普通人，只求不要成为疾病过度阐释的帮凶，至于那些掌握话语权、为特定利益集团服
务的人对疾病隐喻滥用的问题，还是要交给科学技术去解决。
39、疾病并不可耻，偏见才是。
40、把表面的一些材料织进文本，翻来覆去地重复，而深度远远不够。原本期望挺高的。
41、精彩。又借来了她的《反对阐释》，计划下下一本读。
42、福柯大法好
43、啰嗦了。语气像西蒙哪波伏娃⋯⋯
44、恰好病中阅读，深有感触。
45、透过“疾病”观察种种话语的生成，揭示道德偏见、对秩序的维护以及内在于现代文明中的人的
处境问题，正如译者所言是与福柯在同一阵线上的追击。译注非常详细！
46、作者观点是通过对隐喻抽丝剥茧，一步步消除隐喻带来的负面影响。例如对于艾滋病，往往带有
歧视，但作者是鼓励大家证实疾病本身，而不是将隐喻作为决定一个人的一切。
47、太冒昧地说一下个人感受：思路很散，有点飘忽似的，没有一个严谨的逻辑阶梯。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读了很久，个人不太看得惯，总也没法连续地get到她的核心意思。
48、很仔细地厘清了附着于肺结核、瘟疫、癌症、艾滋病之上的恐惧由来与隐喻差异，对解读文学作
品中的疾病的存在价值有重大帮助。另：翻译只能算过得去
49、在各种描述和定语下，疾病已脱离本身的意思。正视疾病，才能更好地治疗疾病。
50、其实慢慢不是很喜欢这些晦涩又带有拼凑痕迹的学术研究，但好的选题是可以继续看下去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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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隐喻》

章节试读

1、《疾病的隐喻》的笔记-第17页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
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
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个王国的公民。
这是开头的一则隐喻，读来有趣生动，所以我们喜欢隐喻，即使它有副作用。

2、《疾病的隐喻》的笔记-第184页

        以下为第二部分的总结：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
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
，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就其影响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提供了有
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相当于对政体的为害部分或“不健康”部分施行外
科切除或药物控制）的必要性。然而，军事意象对于有关疾病和健康的思考方式的影响仍不可小觑。
它进行过度的动员，它进行过度的描绘，它在将患者逐出集体、使其蒙受污名方面出力甚巨。
不，“总体”医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艾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
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艾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医学
和社会——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有一言相送，套用卢
克莱修的话来说是：把它还给战争的制造者吧。
另外，还有一个被反复提到的观点是：患病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非自然的、惩戒的。

3、《疾病的隐喻》的笔记-第193页

        "My subject is not physical illness itself but the uses of illness as a figure of metaphor. My Point is that illness is
not a metaphor, and that the most truthful way of regarding illness - and the healthiest way of being ill - is one most
purified of, most resistant to, metaphoric thinking." 

4、《疾病的隐喻》的笔记-第29页

        就其更大的方面而言......心灵与肉体的这种搏斗如此一步步展开，如此平静，如此庄严，而其结局
又是如此确定无疑，以至肉体部分一天天、一点点地耗费、凋零，而精神却因身体的负担的变轻而越
发变得轻盈、欣悦...(狄更斯)  

原来在疾病的王国里也有贫贱之分，结核病在古典文学当中一直是被塑造成崇高的形象；而癌症则是
卑贱、痛苦的。

5、《疾病的隐喻》的笔记-第149页

        对这些与罪人和穷人连在一起的疾病的反应，是一律建议人们去接受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循规
蹈矩的生活习惯，勤劳，情绪自控（酗酒则被认为是是情绪失控的罪魁祸首）。这一点在中国亦是如
此，按时作息、均衡饮食以及压力管理被认为健康生活的法宝。疾病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良作息既不
是疾病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但在大众的认知中，不良的生活习惯与缺乏自制力却常常被用来
指责某些疾病的患者 。

Page 6



《疾病的隐喻》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