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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罪业》

内容概要

《神圣的罪业》是作者对古希腊的经典作品《安提戈涅》的注疏，意在使作品重归政治神学领域，而
非像海德格尔那样，把它归于新形而上学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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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伯纳德特  译者：张新樟 合著者：朱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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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罪业》

书籍目录

中译本序
上篇
中篇
下篇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附录一
伯纳德特 埃斯库罗斯《七雄攻忒拜》的两个注解
一 进场曲和第一合唱曲
二 埃特奥克勒斯对盾的解释
附录二 伯纳德特 古典学家豪斯曼
附录三 本恩斯 伯纳德特与施特劳斯
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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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罪业》

精彩短评

1、只看了一半。正文在详尽地分析字面字里看得见看不见的含义。/ 很喜欢中文序中关于荷尔德林的
部分。在他的眼中，索福克勒斯代表了古希腊精神理解人性的顶峰。　相对于启蒙式的形而上学人性
思辨，荷尔德林追求的是精神回归——古希腊终是他的精神家园。
2、看刘小枫的序就受益良多，伯纳德特的义疏真别扭（毕竟也不好翻译）⋯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
涅》经典啊经典⋯要是我会希腊语就好了
3、家庭 律法 僭主 城邦
4、站在现代的水面，得见强烈的动物，抗父的过程和至我的融化，那时候诗和悲剧的废弃会被证明
，幻象的尽头就是真相的中央，诗歌的作用和人的重量，是自我意识感官的反面，我们无法重立感官
，只能像话头一样，立下一个自我意识的家乡，这是家与礼，的疲劳意义
5、　　伯纳德特是施德劳斯的门人。他的学术基础主要来自古典语文学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他本人不仅重视对文本的表面进行分析，而且也常站在希腊文化和历史哲学的角度和深度进行操
作。力图以文本中的人物自身来理解自身。
　　
　　本书是针对古希腊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篇《安提戈涅》所进行的一个全面的剖析。附
加了一篇对《七雄功忒拜》的注解和其师弟本恩斯对作者的一篇回忆。
　　
　　但本书中也包含了对文本的校勘，对文学的批评和哲学般的阐释。学术味是相当浓重的。
　　
　　本书纳入到经典与解释丛书中是正确的。喜欢这样梳理文本与文学作品的人必有很大收获。
　　
　　我曾在《善的脆弱性》中读到纳斯鲍姆对于安提戈涅的相关分析，可与之互补。
6、神经质的臆想，就像一个盗墓的发现了一具骷髅的一根腋毛，然后就根据这根腋毛牵出了死者生
前可能有狐臭一样荒唐
7、要看的希腊悲剧
8、《索福克勒斯与雅典启蒙》也是很好的补充。
9、没前言里说得那么好⋯⋯
10、是不是有点解释过度了啊....
11、雖然不一定讚同作者的見解，但不得不對老伯的古典學功力肅然起敬，以為榜樣。
12、断断续续地终于读完了，但伯纳德特的解读还是有不少地方把握不准。另外，中译序也挺不错的
。
13、就看了戏剧，果然很神话，东方人理解起来有隔阂
14、觉得其实老师上课讲的不一定靠谱。。。
15、僭主的不安全感；安提戈涅对死亡的态度转变，虔敬是为了得到诸神的肯定与报答吗；乱伦
16、政治神学的威仪⋯⋯据说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对《安提戈涅》也多有微言，不知大义何在呢？
17、伯纳德特真是特别啰嗦，特别特别啰嗦，啰嗦得我都想去学数学了
18、不得不说，经典与解释这个丛书的校对是吃干饭的。。错得简直像盗版书一样。。
19、写过一篇关于安提戈涅的论文，倾注很多的心血，结果有点后怕啊差一点挂掉了
20、没有安提戈涅单本，只有这一本。悲剧的力量还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但是要读懂，首先要明白古
希腊罗马的神话体系。
21、记得还是当时上课时参考的，现在补完~
22、僭越：革命的悖论。
23、安提戈涅的死是神圣的，因为这是在赎其父之罪，俄狄浦斯引发的王权与伦理的矛盾在安提戈涅
这里得到了最激烈的回答，承认又抗拒王权（克瑞翁的禁令），以维护伦理。安提戈涅未婚，没有为
之哭泣的朋友，她的姐妹不赞成她的计划，她之死，正是作为纯粹的家庭成员而去死，伦理的死，以
这种方式赎了父辈的罪。她的死并非被迫，而是她亲手改变家族命运的实践。但命运却是诸神所司甚
至远在诸神之上，因此她的死又是最激烈的渎神，以终止整个家族的代价反抗宙斯的诅咒。这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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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罪业》

显然是矛盾的，为了赎家族的罪却把整个家族终结了，因此就像萦绕全剧的疑惑“安提戈涅是否成功
埋葬了兄弟”一样，仍旧可以问，“安提戈涅是否成功为家族赎罪”，或者只是她的疯狂。神一直都
在却不曾露面。继承这一切痛苦的，却是王位的持有者克瑞翁。【全是我的胡思乱想⋯⋯】
24、安提戈弭是个好姑娘，死亡是她最美的方式。
25、09年读。伯纳德特的注释极精致，但个人觉得有些地方未必精准。译文极差，略举几个例子：附
录一的剧本文字一页内（正文剧本文字基本取罗念生，这个剧本则是译者所为），如“我已听闻兵械
的碰撞，并非一支枪矛的响声。”如“七位骁勇的首领⋯⋯分站在城门之前，按照骰块的定导。”如
“阿弗洛狄忒，我们民族的妈祖”等，都是很可讪笑的玩意。
26、噱头不少,解得没啥
27、只读了安提戈涅的剧本部分~
28、伯纳德特做的注对自然法与非自然法的解读都是很有帮助的。
29、其实是为了附录里的安提戈涅的剧本ˊ_>ˋ之前入的那本古希腊戏剧选居然没有安提戈涅简直不
幸福
30、我在大二时冲着这书牛逼的标题猎奇地从学校图书馆书架上取下来来过，心中所感不外乎政治神
学，忽悠极品，读而无味，弃之可惜。等到我大四看完Sophocles的悲剧原作《俄狄浦斯王/安提戈涅》
、刘小枫的《安提戈涅的眼睛》和《七雄攻忒拜》一类文章、对悲剧原本情节有了深入了解后，在研
一时期重读这书，才开始觉得这本书观点的深入。
31、一种读书的方法。
32、从侧面给予我关于批判理性主义的新思考，并让我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与现行社会主义制度方面
给予了很大帮助。给我理清了近代西方社会在禁锢自由与自由主义之间徘徊的原因。当然，也不由得
让我对目前的国家形态心生厌恶。
33、安提戈涅的光辉
34、琐碎得让我有点看不下去.....
35、在火车餐车上大体翻阅，列车大妈见状都没忍心收我餐位费。。。
36、其实书和人是互动的，很明显，在这本书的阅读中，互动是失败的，或许是书的问题，但很可能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不仅要看是什么书，还要看看是谁在看啊⋯⋯我还是觉得这样注释一个故事，是
毁了这出古希腊悲剧
37、我基本崩溃了，不过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困⋯⋯这套书里的“笺释”都很好，因为提供的是更丰满
的信息；而这本“义疏”，则提供了更“唯一”的解释。西方文学理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喜爱把文
学纳入哲学；不是不可以，但是纳入哲学之后文学在哪里？坐实了每一个文字，美和修辞又在哪里？
另外我还有一个傻傻的问题：戏剧又不是小说，是口头表演的一部分，如果抓的那么细，观众们是怎
么思考的？太细的考察只留下问题，却没有解决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思考这些问题？答案要回
归文学，回归为崇高所震撼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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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的罪业》

精彩书评

1、伯纳德特是施德劳斯的门人。他的学术基础主要来自古典语文学和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他本人
不仅重视对文本的表面进行分析，而且也常站在希腊文化和历史哲学的角度和深度进行操作。力图以
文本中的人物自身来理解自身。本书是针对古希腊伟大的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名篇《安提戈涅》所
进行的一个全面的剖析。附加了一篇对《七雄功忒拜》的注解和其师弟本恩斯对作者的一篇回忆。但
本书中也包含了对文本的校勘，对文学的批评和哲学般的阐释。学术味是相当浓重的。本书纳入到经
典与解释丛书中是正确的。喜欢这样梳理文本与文学作品的人必有很大收获。我曾在《善的脆弱性》
中读到纳斯鲍姆对于安提戈涅的相关分析，可与之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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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神圣的罪业》的笔记-第20页

        安提戈涅献身于有关尸体与”死灵魂“的冷酷无情的律法，表现了生命本身毫无矫饰的全部激情

2、《神圣的罪业》的笔记-第50页

        克瑞昂与卫兵之间对白这一幕表达了五种对灵魂的解释。灵魂是：1）独立而软弱的，2）独立而
坚强的，3）与身体相联系而软弱的，4）独立的、是自我，5）与身体相联系的，是自我。没有人认为
灵魂既与身体相联系又坚强。那种解释会像第二种解释那样使灵魂依赖于诸神，与第三种解释不同的
是，它能使灵魂抵抗一切肉身性的痛苦，与第五种灵魂不同的是，它能使灵魂蔑视生命。因此人们很
容易得出结论说：由于这些特征正是安提戈涅的写照，那么她对波吕涅克斯尸体的挚爱的基础——这
种挚爱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多此一举地回到尸体身边——就在于她践行着这种对灵魂的自相矛盾的
解释。

3、《神圣的罪业》的笔记-第62页

         23.1 普罗米修斯将火和技艺作为礼物送给人类，但他同时也将盲目的希望安放在人身上，使他们
看不到死亡就是在他们前面的命运。这就是安提戈涅，没有技艺，完全看不到希望，只看到她前面的
死亡。安提戈涅是一个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

4、《神圣的罪业》的笔记-第26页

        这种完全听从于自己的修辞快感的解读方式，真是招人诟病，但同时阅读起来确实很畅快。
有关安提戈涅不得不说的一切，歌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作了诉说，他们甚至在这里照搬了剧本的节奏
，但是，他们却从未理解自己所说的一切。他们是智慧的喉舌，但他们自己却并不智慧。就这样，他
们让那个无所不在的索福克勒斯始终不露形迹。如果说安提戈涅最后变得完全透明，以至于从深处去
解读她就像从表面去解读她那般轻易（“深处”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她名字的含义），那么索福克勒斯
则刚好相反，他始终是模糊的，他智慧的每一处显现都与其源泉断开。最终的冲突也许并不存在于安
提戈涅与克瑞昂之间，甚至也不少存在于这个家庭与城邦之间，而是存在于安提戈涅与索福克勒斯之
间，安提戈涅始终是她自己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安提戈涅，而索福克勒斯则从未是他自己表现出的按个
索福克勒斯。

5、《神圣的罪业》的笔记-第33页

        憎恨祖国就等于不爱国，但是憎恨政体则常常被视为是最高的爱国主义。

6、《神圣的罪业》的笔记-第141页

        首先，我承认自己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

第一百三十七页中有一段安提戈涅的独白，其中有段话的逻辑很是诡异，

“可是在聪明人看来，我这样尊敬你是对的。如果是我自己的孩子死了，或者我丈夫死了，尸首腐烂
了，我也不至于和城邦对抗，做这件事。我根据什么原则这样说呢？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
子死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藏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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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因为这神奇的逻辑安提戈涅证明了波吕涅克斯的不可替代⋯⋯我觉得奇怪，不知道作者是怎么解释
的，对这段诡异的逻辑，作者在第一百三十九页末段到第一百四十一页开头进行了解释，我承认我看
不懂看不懂看不懂，我承认这本书是我看得最心痛最抓狂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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