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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她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
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纳粹上
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
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
学院教授。其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精神生活》《康德哲学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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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时间和心理活动　　在《精神生活·思维》的结尾处，我探讨了时间的问题。其目的在于阐明
一个最初由柏拉图提出但却始终没有回答的古老问题：哲学家居住的心灵区域（toposnoetos）在哪里
？在考察的过程中，我把它改写成：当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当我们离开现象世界，停止一
切日常活动，致力于巴门尼德在我们的传统哲学刚刚形成时明确地要求我们做的事情时，我们躲在什
么地方？对于这个问题，应该“考察（感官）不能感知的、但十分可靠地呈现给精神的东西”。　　
就空间而言，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否定的答案。虽然就我们所知，思维的我与身体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
起，能意识到在某一天来到现象世界和在某一天将离开现象世界，但严格地说，思维的我是不可见的
，不在任何地方。思维的我已经离开包括它自己的身体在内的现象世界，因而已经离开它不再意识到
的自我。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可能不无讽刺地把哲学家称为热爱死亡的人，瓦莱里可能说“时而我思
，时而我在”。这些说法表明，思维的我失去所有的现实感，而本身显现的实在事物不能进行思维。
因此，我们的问题--当我们思维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是在思维体验之外被提出的，因而是不恰当
的。　　当决定探讨思维的我的时间体验时，我们发现我们的问题是不恰当的。记忆，也就是呈现不
复存在、因而感官不能及的东西的能力，通常是呈现不可见事物的心理能力的最可靠范例。凭借这种
能力，精神看来比现实更强有力；精神用它的力量对付变化无常的每一个事物固有的不确定性；精神
储存和回忆注定要消亡和被忘却的东西。这种挽回工作得以进行的时间段就是思维的我的现在，一种
绵延的“现在”（hodiernus，奥古斯丁称之为上帝的永恒），中世纪关于沉思所说的“停顿的现在”
（nuncstans），一种“绵延的现在”（柏格森的“presentquidure'’），或者我们在解释卡夫卡的时间
寓言时所说的“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间隙”。然而，只要我们把中世纪对这种时间体验的解释当做上
帝的永恒的征兆，我们就必然得出：在心理活动中暂时被悬置的不是空间性，而是时间性。这样一种
解释使我们的整个心理生活笼罩在一种神秘主义的气氛中，不可思议地忽略了体验本身的普通性。“
绵延的现在”的结构是“我们的理智”在任何一种反省中所进行的“习惯的、正常的和平凡的行为”
。不管其内容是日常发生的事情，还是其注意力集中在始终不可见的和人类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物之上
，精神活动始终为自己造就一种“绵延的现在”，一种“在过去和将来之间的间隙”。　　（看来，
是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到时间运动在“绵延的现在”中的这种悬置。有趣的是，他在《尼各马科伦理
学》第十卷中讨论快乐[hedone]时说过，“快乐不在时间中。因为发生在现在的东西是一个整体”--
快乐不是运动。因为在他看来，思维活动“确实是神奇的”，是所有活动中“最快乐的”，显然，他
所谈论的东西是不运动的现在，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停顿的现在”。在最有自制力的伟大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看来，这是令人入迷的一刻，不亚于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的感受，只是亚里士多德是最后一
个沉溺于这种歇斯底里的放纵之中的人。）　　我们已经在前面说过，如果从我们在现象世界中的事
务的不间断连续的观点来看，那么心理活动，尤其是思维活动，通常是“反常的”。“现在”的系列
不间断地展开，因此，现在能被理解为把过去和将来动态地联系在一起的时态：我们试图把它固定住
的时刻，它要么是“不复存在”，要么是“尚未存在”。从这个观点看，绵延的现在看来是一种延续
的“现在”--这显然是矛盾的--好像思维的我能延伸时刻，从而为自己产生一种空间位置。但是，时
间现象的这种表面空间性是我们处理时间现象时在传统上使用的隐喻所产生的一种错误。正如柏格森
最早发现的，这些隐喻都是“借自空间语言”的术语。“如果我们想思考时间，那么我们就用空间来
回答。”因此，“绵延通常用延续来表示”，过去被理解为在我们后面的某种东西，将来被理解为在
我们前面的某种东西。对空间隐喻的偏爱，其理由是明显的：关于思维的我加以反省、但不介入其中
的我们在世界上的日常事务，我们需要测量时间，但是，我们只能靠测量空间距离来计算时间。空间
并列和时间连续之间的一般差异必须以连续得以发生的广延空间为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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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译还是有不少问题的
2、虽然4年前就读过，但至今对她的印象很深刻，如此聪慧的女子，神秘又熟悉。贫生有私人藏书转
让，感兴趣的文人雅士联系贫生的专用QQ：1554948415
3、真的没看懂
4、胡乱的把这本书啃完了，含含糊糊的了解阿伦特在说什么。没搞明白意志怎么延伸为“爱”的。
准备再看一些有关本书的英文讨论看看自己理解对了没有吧。
5、意志是基础。
6、虽然很多人评价说这本书很晦涩，且我自己也这么感觉，但仍然要给高分。为什么？因为确实有
许多金光闪闪的句子隐藏在晦涩的行文中。晦涩不源自思想之深，而来自它太驳杂，兼有对思想家的
描述、对思想史的回顾和对自由意志问题本身的解答。如果读者是想寻找问题解答，那么其它杂七杂
八思想史就只晦涩
7、使我加深了对自由意志的理解，对阿伦特进一步产生崇拜之情。说实话，这本书的翻译质量一般
，此书后几章读起来实在艰难。这反而激发了我把英文学好的动力，加油。
8、一星姜志辉
9、翻译太烂，一定要看原文
10、是不是没有逻辑关系的博士论文呢？理解不能
11、译文还是有问题。
12、翻译得别扭死了
13、启蒙读物。比“思维”卷要难，但直接与《论革命》和《论自由》这一干联系起来理解，就可以
从复杂的形而上转到形而下。阿伦特太迷人了。
14、The life of mind

15、还有精神生活-思想一册。不错。
16、太深邃了啊啊啊！最后的章节精彩
17、他不是在翻译，而是在强奸阿伦特，看了开头就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18、在某种角度，政治哲学的自由实际上是对自由的亵渎。真正的自由不只是意志，而是包含有思维
。很遗憾在《判断》完成前，作者就已经离开。但这个系列，是我见过的研究精神生活最为纯粹与深
刻的著作。
19、翻译有些地方不太清晰
20、姜志辉糟蹋阿伦特
21、： �B848.4 
22、原著四星，翻译两星，综合起来给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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