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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内容概要

《不可逆转的时刻:关于死亡哲学的84则对话》记录了法国当代哲学家冉克雷维与他人的四段经典对话
。死亡是每个人无法避免的体验，是不可逆转的时刻，是生命永恒的课题。第一次经历一位亲属的死
亡；每个人在死亡面前获得的几乎是超验的不确定感；死亡如何赋予生命意义又如何否定这一意义；
死亡的神秘究竟产生于何处；死亡的瞬间是否就是生命中真正安祥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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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作者简介

冉克雷维，1903年出生于法国中部城市博格斯，父母皆为俄国人。他在著名的巴黎高师获得得哲学学
士后，于1933年取得博士学位。
在维希政府执政期间，冉克雷维被剥夺了法国国籍和教师资格。1941年，他加入法国抵抗组织，在巴
黎解放后，重返大学。1951年，冉克雷维成为巴黎索邦大学道德哲学系的教授，于198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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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书籍目录

编者的话前言不可逆转的时刻永恒的意义安乐之死淹没在时间中的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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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编辑推荐

《不可逆转的时刻:关于死亡哲学的84则对话》精巧，耐你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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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精彩短评

1、冉克雷维先生对于死亡本身、安乐死以及永恒的看法
2、闪光点不少。努力地读。可是对于安乐死的看法，还是不能很理解。
3、谁的书? 翻过
4、我什么时候才能从容的面对死亡？
5、包装很有意思也很漂亮  书的内容一般吧
6、亲眼见识一次死亡胜过读万卷关于死亡的理论，我们是人，长生不死不属于我们。
7、面对死亡的态度恰是对存在的严肃思考

8、关于死亡哲学，活人如何诠释
9、内容不错，翻译太糟。
10、里面的想法很有意思 可是我不喜欢这个翻译方式。。感觉好混乱。。。。
11、单看外表可能感觉不值这个价钱，但内容温暖人心（虽然是死亡哲学），装帧很别致，建议大家
读一读，卓越卖的不是很贵，某网站比这里便宜但是一收运费就⋯⋯
12、= = 话说。我犹豫了差不多三个月才买下来。店员很郁闷。
看完前后用了快一年。
封面有意思。
13、冉克雷维讨论死亡的谈话录，老实说我只看懂了安乐死的那部分。
14、20岁时我曾思考过死亡。
15、与我而言算是启蒙的一本小书
16、显然作者在敷衍很多问题～ 不过还是有可读性
17、好书 十颗星
18、外封展开是一幅画。对话体神马的苦逼啊。
19、那段写苏格拉底之死的好带劲，可是还是对恋尸癖比较感兴趣
20、封面展开很有趣哦~
21、又一次同学说她男朋友则卷老师老说严肃的话题比如关于死亡你怎么看什么的然后想起来这本书
。
22、封面很个性！拆开就知道了
23、封面设计是最大的败笔。同时，第三个问题“生与死的比较”就被他偷换了概念变成“出生”和
“死亡”，因此印象一下子变得很差。
24、对于死亡能不能提前练习，还有关于安乐死的对话，让我受益⋯⋯在我们过度谈论安乐死的话题
时都忘了真正的关键——其实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关于医生的问题。
25、“我活过，至少我尝过活的滋味，哪怕我马上就失去生命，也因为我必须失去。那么，至少我活
过。\\死亡藐视话语，死亡也藐视思想。冉克雷维。”不记得什么时候了，我竟做过这么深沉的摘抄
！
26、耶鲁有门公开课也是讲人挂掉这回事的，只是那个叫兽在讲台上蹦来跳去，一刻不消停的，也就
没能静心跟着他把课听玩－－！
27、买于长沙定王台，四折非常便宜，关于死亡但是论题绝不仅仅限于死亡，并未找到自己非常期待
的东西，恰恰发现了他对“途径”与“预习”的不屑。
28、人类的通病，病中之病，即死亡。死亡哲学就是由我们身边的亲人为我们所建立的。

29、很富有哲理的一本书，有点难懂
30、死亡并不可怕   我们都在义无反顾地奔向他   但我不愿意走捷径
31、“而动物，如猫和狗像我们一样存在着，却没有一个动物对这件事感到奇怪；人不仅存在，而且
为此感到震惊。” 你就知道猫狗不奇怪了 搞不好你在猫狗眼里也就是个小2B呐
32、这个话题是有趣的。但围绕这个话题的这些讨论本身是基于作者的哲学流派的。本人对作者的哲
学流派本身没有任何兴趣。
33、冉克雷维的其他书难道都没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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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34、不对我谓口
似乎什么也没说
35、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36、虽然不是很懂，但确实很有味道
37、希望与存在是相辅相成的，死亡即使最公平的永恒。
38、很轻的书，很轻的哲理。
39、浅，不知道是写的浅还是译的浅⋯⋯
40、书封很别致。
有一些观点狠刷三观呐。
套用热评里的一句话：二十岁时我曾思考死亡。
41、影响人生最深远的事都与这个话题相关，其实没有太多震撼，读书平淡亦是真吧。当时也许只是
需要一个潜在的无声对话罢了。
42、哲學是在調和這個世界。第一章講的比較清晰，我的思路也比較清晰。後來慢慢的也被繞進去了
，最後一章就不知所雲了。ps：這封面太微妙了。
43、去掉宗教談死亡  總歸沒甚麼魅力
44、海报式封面很赞，校对和翻译都去死。
45、人们对死亡的焦虑，是由于惧怕孤独地走向未知
46、总是欲说还休
47、耐人寻味，期待有日会看懂
48、思考一针见血，深入骨髓，节奏轻快跳跃行云流水，博人会心一笑。
49、不咋的，不咋的......
50、关于死亡我们知之甚少

51、关于安乐死的那一段值得回味。
52、关于死亡的哲学小读本，语言简单，浅显易懂，读起来炒鸡轻松。关于死亡存在的价值解读得也
很棒。不过呢，有些观点我不太认同，比如否认非以暴制暴，还有基督教有恋尸癖之类的。（有没有
搞错，基督教那是对死者尸体的尊重啊喂，怎么搞成了恋尸啊喂，还是说其实是译者你调皮了→_→
）
53、两节批评史这么无聊的课上翻完，封面尤其有创意（打开过后就不是这幅青春小说模样了，骷髅
头很带感）：1.其实我们最关系（且有意义关系）的是第二人称的死亡；2.一切恐惧都源自于不可逆的
未知（无法用语言描述的经验范畴）；3.安乐死应当属于医生的行业道德而非哲学命题；4.将死亡习惯
化算是逃避恐惧的途径之一（比如葬礼风俗）
54、1，妈妈一朋友的老父亲临死前破口大骂几个儿子没用，言辞极为低俗，直白，激烈——癌症晚期
，最大剂量的杜冷丁也无法镇静，麻痹他的神经，他欲求稳妥，安乐的死亡，却只能在极度的痛苦中
离开这个世界；2，语言本身并不足以描述死亡，生命之外，也叫生命，这个世界之外，存在另一个
世界；3，酷刑在任何情况下都难以容忍，也不存在任何合理性——这为我对于[战略特勤组]的纠结与
倾向找到一些依据。
55、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说，让人变得愚昧。一切应具有超验特质的哲学命题，宗教都会给出经验性
的答案，这无疑压制、消灭思想。死亡蔑视一切，话语，思想，宗教，甚至生命。只要我们还活着，
就永远无法用语言揭示出死亡的真谛。也好，活着么，图个开心而已。呷，想这些有的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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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精彩书评

1、人们对死亡的焦虑，是由于惧怕孤独地走向未知。生命是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存在，也是内在和外
在的共同支撑体。生命和死亡一样只有一次，死亡令生命无价，生命使死亡震痛。活下来，灾难中的
人们，这是生命主观的渴望，也是生命客观的期盼。五月十二日，仿佛是无限长时间的痛苦，刹那的
恐怖震颤撕裂了大地和天空，撕裂了宁静，撕裂了生死的界限；仿佛是瞬间爆发的呐喊，永恒的爱温
暖着寒雨凛冽的大地和天空，温暖着呻吟，温暖着幸存的人们和孤独的人们。难以想象远方的痛苦，
只能遥遥地祈祷着、盼望着、祝福着。当万众一心的时候，生命是另一种样子，不再脆弱，不再孤独
，不再惶恐。在守望相助的这些天里，华夏的血热烈地交融，人民生死相守。献上我微不足道的帮助
和祝愿，在无情的灾难中，在国殇里与族人共同坚强。我们要努力地幸福地生活下去，这是对逝者最
好的告慰，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生命的哲学。
2、这是个不恰当的事，初中那会意外读到这书，其实彼时我根本不明白活着的意义在哪里，每天每
天重复着这样那样的生活，看不到终点又觉得开始点没有什么目标。任性地想着怎么去接近死亡的感
觉，不愿意承担活着的空虚与无聊。一开始并不知道死亡是不可逆转的时刻，只是封面觉得应该很好
看，却不知道其实有此番沉重。彼时想的事，不过是，即使长大是个无限接近死亡的过程，而活着这
个事就是把死亡隔绝在外的枷锁。是不是只有不可逆转的时刻之时，才会有真正解脱与脱于肉体束缚
的那一刻呢，亦或是活着本身就是为了那一刻呢。因为当时从来没觉得这个世界是美好，并不懂什么
是爱，什么是友情，什么是喜欢，没有太多的依恋的时候于是也就什么也没所谓了。然而回头想想，
即使是现在，开始都有了解开始都有明白过，就算下一刻就是面对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才对。
到底什么是存在呢，到底我到底是怎么样的存在呢，这个世界所有的我看到我摸到我想到的是真的存
在的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只是一味假装以为，只要去感知，去理解，去触摸，就是在最大化的感
受我存在的样子吧，虽然即使也没有太多的存在感。活着的意义就是活下去，而相反的事的意义也是
一种对于活着的释放的话，只是让我觉得两方都是可以让我欣喜的啊。让我欣喜的这样的感觉，我有
时候在想，是不是也是幸福呢。
3、1. 有关死亡的书籍很多，但以对话录方式出现的并不多。作者冉克雷维毕业于巴黎高师（被誉为思
想家的摇篮，从这儿走出了罗曼·罗兰、萨特、福柯、梅洛·庞蒂、德里达等。）2. 除了安乐死，冉
克雷维集中谈了有关死亡的方方面面。死亡，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任何人都无法躲避。“对于
死亡而言，每个人只能自己走过去，这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我可以在某种场合代替您，甚至为您
赴汤蹈火，但我不能代替您去死的位置。每个人只为自己而死，自己谢世，为了自己。“（P19）这
种必死性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我们知道自己终有一死的事实却无法逃避。这种窘境带给我们的就是死
亡焦虑。3. 为了克服死亡焦虑，人们有多种途径。“我知道我会死去，但我不信。”雅克·马多尔如
是说。我知道，但我内心深处并不以为然；如果我确实相信，千真万确，那我就活不成了。所以我就
只好安在别人头上。从我周围的人开始。......这边是最主要的欺骗方式，把死亡无限期地延长并强加
到别人身上。这也是生存的需要，这一需要使我们不断地欺骗自己。（P15）就算”死亡是确定的，
感谢上帝，而时间是不确定的。所以我死是必然的，但日期不肯定，早早晚晚，越晚越好......在确定
的事实与不确定的日期之间我们可以陷入不确定的希望之中。”（P75）对于死亡，我们心存侥幸。
在死亡把我们逼得退无可退时，宗教总会适时出现，它“令我们产生安全感......尽管没有多少上天堂
的可能，他的生活也有意义，因为生活已经融入一种宏大的事物中了。有意义的条件就是将生命的期
限融入到其他事物中。&quot;.（P17）应该说，这些思考，对克服死亡恐惧有着一定的作用。但冉克
雷维说：&quot;这只是自省的看法，这种看法对我没用。”4. 对于死亡，作者有着自己的看法。“死
亡是没有任何形式或形状的过渡。所以这种事根本没法表述，不是凭经验就能解决的。就是达到一种
完全不同的境界，或什么都不是，或虚无。......可以说是一种更加抽象的东西，完全不同的事物。甚
至都不能说不同，也不能说是另一个，因为另一个意味着同一事物中的另一种形式。”（P97）既然
死亡不可名状，因此，“对于死亡，我所能够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不要想它，因为没什么好想的，没什
么好说的。死亡藐视话语，死亡也藐视思想。”(P9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死亡我们无动于衷。
”死亡的哲学就是对生活的思考......对死亡的态度就是生活中的一种态度......我对死亡的想象都是针对
生活而言，是生活的变异，仍然是生活。“（P35）虽然“死亡是不可挽回的、不可逆转的，但由于
这个人曾经存在是个事实，那么对于他的存在而言，事实将永远封存，这事实不可剥夺，不可磨灭，
不可破坏。&quot;（P25）雁过留声，我们的生命总是留下痕迹。”既然如此，就让我的生活永远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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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逆转的时刻》

、美妙，让它带着神奇的奥妙。&quot;(P36)5.对于生命的出口，以及如何克服怕死心理，虽然不完全
认同作者的观点，但我始终认为，天堂有路，这条路不止一条。我尊重所有的出口。
4、“那个躺在豪华陵墓里的胫骨并不比埋在公共墓地里的穷人更加幸福。不平等中的最大平等就是
死亡。”来自法国的犹太裔哲学家冉克雷维一本《不可逆转的时刻》里，这句话让我陷入沉思。今年
，中国目送了众多生命的离和逝，有失踪后再也没有寻回的亲人，有地震中集体丧生的人民，还有无
数不知道名字的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在轰鸣一声中的工程事故、煤矿塌方离开了现世。也许是事故
，也许是天灾，也许是经济危机逼疯了本来就很弱势的他们⋯⋯时至今日的中国，可能比以往任何一
个历史时期需要心理和精神上的帮助和慰籍。当然我指的不是《20几岁，决定女人的一生》那种招摇
撞骗，不知所云的书，而是一些心理哲学书籍。《不可逆转的时刻》首先是一本装帧特别，可以揣在
冬天大衣口袋或是手袋里面的那种小书。里面的话题——死亡，却是人类永恒的论题。其主要收录了
哲学家在不同的场合就一些关于死亡的问题而做出的回答。当年，冉克雷维对很多信奉马克思主义的
朋友说：“我要写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他们回答：“怎么，您没有找到其他可写的吗？我们现在
是1966年，人类都登上了月球，有多少振奋人心的事值得大书特书。“只有一位对他说：”对，应该
的，所有的人都失去过亲人⋯⋯“这就是哲学，做一些不太有用的事情。冉克雷维最后说到。脑海中
忽然浮现了荒凉山头的一座墓碑。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一些片断长期地凝滞在我记忆的图像中
，不曾消失。比如我还小，在家看到爷爷从沙发上站起来需要借助一个拐杖，喘很久，要大口地呼吸
，停顿弯着的腰很久，才能继续；再比如，爷爷弥留的最后病房桌上，摆放着一盘还在冒热气的清蒸
鲈鱼。爷爷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食欲了。亲人怀绕，大家都只是干着急，我默然立亲戚中的最后一
排，只看到窗外阳光洒进来，苍白的床单让人心生寒意。再比如，我唯一次看到父亲哭得无以自己是
爷爷刚离开的那段日子。我惊恐地看着他不停地抽泣，眼泪从眼眶中逼出来，冬夜里暖气嗤嗤地响着
⋯⋯“人们并不需要面模、面具和误解，简朴的方式将消除人类一切的自高自大，人其实只想寻找安
慰和宽心。“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我，无法透析，却在每次去爷爷的墓前探望，动手点燃那些通往
冥界的纸钱，看袅袅的烟雾上升至墓园的半空中时，隐隐看到了苍老的奶奶眼角的湿润。在冉克雷维
的回答中，我总能发现一些话语可以回答自己面对的困惑，正如在面对生活匍匐行进的同时，人们也
在遵循内心的法则，借此来构建个人哲学。编者说，对冉克雷维而言，人生是“宇宙狂想曲中的一个
梦想的插曲“，或许只是被无尽的死亡所分隔开的一段”转瞬即逝的旋律“这并不让人生显得微不足
道或空虚无意，因为经过人生的时间和空间，实则是死亡和绝望都无法抹杀的永恒事实。当大学某一
年在家翻看旧时资料，无意查到爷爷所撰写的回忆录以及那些老照片时，看着爷爷苍劲的字体，读着
那些年代里的风云往事，家庭被普通日常生活下隐蔽的那些激荡在我眼前出现。爷爷是走了么，还是
他并没有真正离开。我有一天，也将站在父母的位置，送别他们吧。此般未来不敢想象。可我心里明
白，不可避免我需要面对。生命是损耗的过程，流星划落的轨迹中，和大气层的摩擦也在损耗星体，
这就是衰老。不可逆转的除了结果，还有生命的变异。那是存在的彻底夸张，也是最深的遗憾，最美
的歌曲，最感人最令人心碎的诗歌之源。还记得在阿姨的化妆镜前和她的对话，我们讨论着脸上的色
斑以及皮肤白的人为什么在年老后会有更多的苦恼，阿姨边利索地涂防晒霜，边朝我笑着说，那在我
看来，是一种知晓并认可自己状态轻盈的语气；我也记得不久前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和我煲电话，压低
声音说，你还记得么，也就是两三年前，大家似乎时间多得挥霍都挥霍不掉。妈妈上个月告诉，一个
同学外婆心脏病去世了，我脑里立刻浮现小时候常在路口碰到的拎着菜篮子的老奶奶，一个才华横溢
隐居中小城市的女士。一转眼，不过就一转眼。书中还探讨了安乐死、宗教上关于死亡的仪式，多半
不深奥，对话本身基于一种浅易的理解。但你若是期待着读《小时代》那种大白话也是不明智的。语
言在有些地方是废话，有些地方是箴言。不需要动脑固然轻松，但也别忘了，还有不少积极思考的脑
袋，可能人除了活在现在，还需要为未来生活的高潮或低潮建造一座自己的堤坝。那是感情的底线。
你要看一本关于死亡的书么？书的封面打开是一张海报，第一页的女孩的心脏悬空挂在黑暗中。有人
也许会问我，怎么，你没有找到其他可读的吗？我们现在是2008年，中国人办了奥运会、太空行走，
有多少振奋人心的事值得大书特书。“会有人对我说：”对，应该的，所有的人都失去过亲人⋯⋯“
类似的话么？
5、死亡的第一层涵义消除了生活的意义，因为我一死，就哪也去不成了，但另一层意义上，与前一
种相反，由于死是虚空，即我说不出我去哪里，正因为这样，我的生活反而变得美妙。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现在在这儿，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事实怎么说都是很奇特的。每当我们怀疑上帝（这里的上帝
可以是宗教意义上的，也可以是宇宙规律的代名词）时，往往会再怀疑。比如我们想，不会有命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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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我现在就可以决定我下一刻做什么，然后我又想，谁知道我做的决定是不是也被安排好的，因
为结果上只能出现我做的一个决定，所以我并不能判断我是否做了一个偏偏不同的决定。又比如死里
逃生，到底是不是从死里走了一遭，或者是本来就大限未到，还在苟延残喘。然而跳出这之外，我又
可以带点狂妄地说其实上帝也就是通过再怀疑这手段来打消我们的怀疑吧。可是这样说的话，我并没
有跳出来，我又承认了我所怀疑的上帝。真是个苦恼呀。 讨论怎样减轻面对死亡的焦虑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这个讨论势必会涉及到死亡除了是虚空外，到底是什么，我们最终会是什么样子。这无从知道
。正因为这样，就像打赌一样，如果知道结果，那除了一点可怜的目的达到以外，这场打赌又有什么
意义呢。所以面对死亡，如果焦虑，那就焦虑好了。特地去报一个减轻焦虑的辅导班事帮不上忙的，
况且死就只有一次，培训之后也不能说比哪一次“死得更好”。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尼采批评苏格拉底
慷慨赴死，好像是自愿去死，完全没有了对死亡应该有的恐惧。我当然不会同意“奥林匹克运动会是
一种愚蠢的群体活动”这一观点。奥运会只是“大型比赛”的一个借代，没有了奥运会，大概各种世
锦赛就成了“愚蠢的群体活动”了。这些大比赛原本只是为了区别没有名义的午后练习。体育的目的
不仅仅是强身健体，而且也是在证明人类力量的极限，这就好比很少人学只是只是为了扫盲，大家都
是为了寻找最高的真理才在学习着的吧。人类能有多高、多快、多强，这些在成为虚无之后即使想也
没办法弄清楚的事情，在那之前把整个人类的缓慢发展历史作为交换换来的结果这一过程无论如何也
没有那么愚蠢吧。至于，它变成了一项商业活动，我把它看作是做好事的同时顺便赚的外快，你怎样
看，其实不是一件很要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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