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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内容概要

本书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后期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其在1968年学生运动后“自我放逐”30年的思
想的结晶。在此书中，利科关注于个人同一性的问题。在他看来，个人的同一性既不是笛卡尔的“我
思”，也不是尼采的“对自我的瓦解”，而是“自身与他者的交织”。利科在此书中，从三个方面讨
论了个人的同一性：描述、叙述与规范，即，谁在说话和行动？谁再叙述故事？谁负责任？对于利科
来说，这是人生的根本问题，因为，人的生存与罪恶感这类问题都可以归为“人是什么？”的问题，
也即“个人同一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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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作者简介

保罗·利科(1913—2005)，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曾任巴黎大学、南特大学教授，并为芝加哥大学、
耶鲁大学、蒙特利尔大学等大学的客座教授。2004年1 1月，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授予有人文领域的诺贝
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一生写有多部学术著作，涉及语言学、诠释学、心理学、宗教学等领域。主要
作品有：《意志哲学》、《活的隐喻》、《时间与叙事》等。

佘碧平，复旦大学教授，从事欧洲思想史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梅
罗一庞蒂历史现象学研究》等，主要译作有：《主体解释学》(福柯著)、《社会学与人类学》(毛斯
著)、《性经验史》(福柯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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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书籍目录

致谢
序言　自身性的问题
1.“我思”的提出
2.被击碎的“我思”
3.迈向种自身解释学
第一研究　“个人”与同化指称：语义学进路
1.个体与个体化
2.作为基本殊相的个人
3.物体与个人
4.源始的个人概念
第二研究　话语与说话主体：语用学进路
1.话语与言语行为
2.话语的主体
3.语言哲学的两条道路的结合
第三研究　种无施动者的行动语义学
1.行动的概念图式与“谁?”的问题
2.两种话语领域：行动对事件，动机对原因
3.有关意向的概念分析
4.行动语义学与事件本体论
第四研究　从行动到施动者
1.个老问题与个新问题
2.归因的种种疑难
第五研究　个人同性与叙述同性
1.个人同性问题
2.个人同性的种种悖论
第六研究　自身与叙述同性
1.叙述同性以及自身性与相同性的辩证法
2.在描述与规范之间：叙述
3.叙事的伦理内涵
第七研究　自身与伦理目标
1.以“善的生活”为目标
⋯⋯
第八研究　自身与道德规范
第九研究　自身与实践智慧：确信
第十研究　迈向何种本体论？
引用著作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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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精彩短评

1、思想来源极为深奥，所以毫无知识背景的话，能读通是不可能的。解释学？个人自身含有同一性
以及他者性。那么自身如何完成呢？
2、和什么都有关系的天书！
3、对照着英译本读的，有很多和中译本不一致的地方，所以不是英译本错了就是中译本错了要不就
是两本都错了⋯⋯翻译怎样呢，不好说。有些名词的翻译，好像是很用心的，但是有些又好像很随意
。句子读起来很拗口，但这个可能和利科本身的文风有关系，也不是译者的问题，但是总觉得⋯⋯还
可以翻得更好一点。这本书里有很多“首先，⋯⋯”，然后我就很自然地去找“其次⋯⋯”，但是很
多时候都找不到，发现英译本里是“首要地⋯⋯”这种意思。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不管是在个
别名词的翻译上，还是在行文中转折词的使用上等等⋯⋯虽然我英文也不好。但是总觉得可以翻得再
好一些的。
4、不懂 不懂 不懂    语言学东西太多，但是同一性 自身性问题很重要。
5、reflexive应该翻译成“自反的”，但有好几处翻译成了“反思的”（reflective）。p32页，”实现acte
“和”力量puissance”译错了，其实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现实与潜能。
6、翻译是个什么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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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章节试读

1、《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的笔记-第1页

        序言　自身性的问题
1.“我思”的提出
2.被击碎的“我思”
3.迈向自身解释学/自我诠释学

【第一部分】语言哲学：语义学与语用学近路
第一研究　“个人”与同一化指称：语义学进路
第二研究　话语与说话主体：语用学进路

【第二部分】行动哲学：话语行为本身就是行动，说话者本意上也是施动者
第三研究　一种无施动者的行动语义学
第四研究　从行动到施动者

【第三部分】个人同一性：分析哲学与诠释学这两个哲学传统的交汇点
第五研究　个人同性与叙述同性
第六研究　自身与叙述同一性

【第四部分】行动的伦理规定和道德规定，主体的伦理向度和道德向度
第七研究　自身与伦理目标
第八研究　自身与道德规范
第九研究　自身与实践智慧

第十研究　迈向何种本体论？

——————————
p.58    现在，我们还要加上一句：从来就没有唯一的我。对他人的归属与对自身的归属一样源始。如
果我不能把我的思想同时潜在地归属于两一个不同于我的他者，那么我就无法有意义地谈论我的思想
：“简言之，人只有在可以把意识状态归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将它们归属于自己，人只有在能确认
其他经验主体时，才能将意识状态归属于这些主体其他经验主体的同一性。此外，如果人只能够把他
们确认为经验的主体、意识状态的所有者，那么他就无法确认他人的同一性。”

——————————
同一性概念的两种主要用法：
sameless：同一/相同性
selfhood：自性/自身性

——————————
p.177    我们自己有两种实践中的恒定性模式：
（1）性格：各种可以重新辨认一个人是同一个人的标志的总和
                    量和质的同一性
                    不间断的连续性
                    时间中的恒定性
        ——质询秉性的时间向度（p.180）：
               a.习惯
               b.已获得的认同（通过它们，他者进入了同者的构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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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他者的自身》

（2）承诺

——————————
【可参考书目】
斯特劳斯《个体》
奥斯汀《如何以言行事》
利科《时间与叙事》
齐硕姆《个人与对象：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
阿梅莉·罗蒂《个人同一性》（1976）
佩里《个人同一性》（1975）
西德尼·肖梅克《自身知识与自身同一性》（1973）
伯纳德·威廉姆斯《自身问题》（1973）
乐热纳《自传公约》（1975）
麦金泰尔《追寻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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