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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裂的时间与“异质性”的存在》

内容概要

《断裂的时间与"异质性"的存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文本解读》主要内容：德勒兹，20世纪在法
国思想界产生震荡的哲学家。随着对西方后马克思思潮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他已经不陌生。按照国内
学者对后马克思思潮的划界，德勒兹应该在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与德勒兹同时代的思想家相
比较，德勒兹的名声虽然响亮，其开创的差异与重复的文本阅读方法也已经广为人知，可是文本的内
容研究却处于失语状态。与众所周知的福柯、德里达、李欧塔等法国当代思想家相比较，德勒兹的研
究在国内尚处于沉默的阶段。虽然国内已经翻译出版了德勒兹的部分作品，但就其整体研究来说，德
勒兹的文本应该说处于一种被冷落的境地。《断裂的时间与"异质性"的存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
文本解读》则试图改变这个局面，对其著作《差异与重复》进行了深刻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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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差异与重复的方法及其与德勒兹的文本第一章  德勒兹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第二节  作为思想转
折点的《差异与重复》与德勒兹后马克思思潮的理论定位第三节  德勒兹研究的现状以及把握德勒兹
思想的方法第一章  《差异与重复》的逻辑架构第一节  差异：“时间”与“无主体的自我”的逻辑架
构第二节  《差异与重复》中非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隐性逻辑第三节  碎片化的组装逻辑第二章  差异—
—哲学的代言者第一节  创造的哲学第二节  “不可能的重复”与“异质性”的哲学新坐标第三节  死亡
本能与面具后的主体第三章  差异与空间——时间：漂泊的本体论第一节  差异——无中心的本体第二
节  谱系学方法中的差异第三节  差异哲学的差异第四章  在“重复”中断裂和生成的存在第一节  在差
异中的重复——走向身体的自我第二节  “逃逸”时空坐标的定位第三节  从重复的可能性中建立唯物
主义精神分裂分析学第五章  时间的现象与现实生活实践第一节  关于可能世界的哲学方法第二节  “问
题式”是关于可能世界的状态第三节  “回到马克思的方法”——重新探讨社会问题的经济学意义第
四节  超越幻象的哲学ABSTRACT参考文献后记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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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断裂的时间与"异质性"的存在:德勒兹〈差异与重复〉的文本解读》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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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Explanations on several terms are somehow ambiguous, largely due to translation. 
2、不成体系
3、虽然翻译的错误略多但还算读得下去吧
4、稀里糊涂看完了，很快！里面多是难懂的概念与词汇。但还是记住了，差异是存在，是创新，是
他者的生成，伴随了整个人类的生命过程，也正是在这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中，人类得已不断向前发展
进步。可是人类的知识与认知如何从差异中不断丰富发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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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里面有不少内容，直接就是翻译。 还有一些大概是作者的臆想，我猜其中的一些段落，他自己重
新来读的时候，都不见得明白自己的意思的。许多翻译的部分都用脚注标明了，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内
容也算是翻译，却没有标明。其实臆想+翻译不见得就=糟糕的作品。如果翻译得准确，臆想得到位，
当然能成就好作品。但是，真正令人失望的是----本书翻译的部分问题非常多。许多基本词汇都翻译
错了，比如，第212页，interpret被翻译成“中断”，deploy被翻译成“延伸”，第218页，physically被
翻译成“心理的”，这样的问题到处都是。我不明白本书的作者是怎样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读德
勒兹的! 除了单词之外，句子意义的理解问题就更多，有些干脆就和德勒兹的本意背道而驰。本书
第213页最后一段的开头是：“那么人们的习惯是如何形成的呢？是通过行为还是通过沉思？德勒兹的
结论是认为只有通过不能沉思的行为。” 这和德勒兹的本意正好相反，德勒兹就是不断地在强调，习
惯是通过contemplation（想象，沉思）而不是通过行为获得的。而且这里的contemplation是passive的，
而与之相对的行为是active的。这里涉及的是第一种时间的综合，以休谟为代表人物，讲的是“当下-
习惯（present-habit）”。不仅第一个综合是被动的（passive）综合，后面的两种时间的综合，也都是
被动的，是无意识的。而不是主动的。所有主动的行为，记忆（memorize）也好，再现（represent）
也好，都是主动的综合。主动的综合是以被动的综合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在此德勒兹怎么可能认为
习惯是通过主动的行为而不是被动的contemplation获得的呢？！ 潘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那我们就来
看一看英文版。这一段英文虽然有点长，句式有点饶，但和那些复杂的义理推论比起来，还是算相当
清楚明晰的了，“It(指上句话里提到的psychology心理学) asks how we acquire habits in acting, but the entire
theory of learning risks being misdirected so long as the prior question is not posed - namely, whether it is through
acting that we acquire habits ... or whether, on the contrary it is through contemplation?（后一个whether的内容
是加了斜体的，以示重要性）。这段英文意译过来应该是：“心理学关心的是，我们到底是如何通过
行动获得习惯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对它不予考虑的话，整个学习理论就
可能会被误导，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是通过行为获得习惯的呢，还是正好相反，是通
过contemplation（想象、深思）来获得习惯的？” 很明显，德勒兹要说的是：我们的习惯并不是通过
行动而是通过contemplation获得的，所以心理学的那个“我们如果通过行动获得习惯”的问题本身就
是不成立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心理学的整个学习理论就可能被误导到研究行动对习惯形成
的作用，而不是contemplation对习惯形成的意义。习惯是来自于passive contemplation，这几乎是第一个
时间综合的最基本的问题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就和德勒兹背道而驰，我对作者所理解的德勒兹就不抱
希望了。这样的问题也有好几处。而且我仅仅只是从第四章开始读，刚刚读了几页而已。以上权当做
一种商榷，谈不上批评，我自己都是非常初级的读者。P.S. 大过年的，年三十的晚上，我因为论文的
压力，在这里辛苦读书，心情真的很不好。本来希望读你的书能对我的论文有所帮助的，结果⋯⋯。
顺祝虎年新年好！
2、断裂的时间是根据一定的实际和存在的根据来划分的，因此断裂就是层次性的展开，因此我们就
是根据这种断裂来划分阶段的，并且没有断裂就没有层次的分解，因此时间就成了一定的概想，因此
没有这种具体的时间就没有理论上的时间，也就没有断裂的时间，并且没有更好的断裂，断裂就是时
间的开始和结束及重新开始，这就是现代问题的核心，现代时间的度数不仅可以通过一定的时间的断
裂还可以通过现代的思想，因此断裂就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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