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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里奥·佩尔尼奥拉就是当今意大利哲学界最突出的人物之一。
在意大利思想家比较年轻的一代中，他可算是一位主导人物，而且在广义美学框架内，发展了一套创
新、富于想象力及批判精神的文体。
　　本书是马里奥·佩尔尼奥拉众多著作中被翻成英文的第二本。
不但如此，本书还非常独特，因为它实际上包含了20世纪80年代中意大利出版的两部著作的精华：这
两本书即是《模拟社会》和《过渡》。
本书内容涉及到性、死亡和世界，主要展现了佩尔尼奥拉哲学中的重要概念：过渡、表现和没有神话
的仪式。
　　本书为“新世纪美学译丛”中的一本。
阅读本书，不仅让人欣赏到佩尔尼奥拉的思想，而且还必将掀起新的思潮，为我们指引出以当代意大
利哲学界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哲学与美学理论里的崭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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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意)马里奥·佩尔尼奥拉 译者：吕捷 编者：周宪 高建平马里奥·佩尔尼奥拉，意大利罗马大学
托尔·费尔噶塔分校美学教授，著有多部美学著作，其中包括：《谜团：艺术与社会的埃及时刻》、
《非器官的性魅力》和《厌恶：美学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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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休·西尔维曼)读解佩尔尼奧拉所读：英译者评介(马西莫·韦尔迪基奥)作者导论：仪式思维第
一篇第一章  过渡的性爱本能    作为中介的性爱；性爱的“颂歌”；可利用的性爱；    爱的艺术；爱的
挑逗；爱的使用第二章  中介地带    向死的存在，还是为了重生?    死亡与仪式思维户的重生；特洛伊
比武；仪式的仪式第三章  马姆利乌斯的艺术    艺术是“作品”；芝术是“秩序”；艺术是“仪式”；
   艺术是“丰富”第二篇第四章  引诱逻辑学    《颂海伦》；罗马的秘密名字；法国忒修斯和石头客人
；    社会全息图第五章  向死的存在，以及死亡的模拟    转移注意力与死亡的去除；向死的存在；    模
拟死亡；死亡、时间、历史；在时间中，以及政治经济学第六章  偶像、幻象、模拟    崇拜偶像主义和
反对崇拜偶像主义；作为模拟的影像第三篇第七章  现象与模拟    对形而上学表象观的批驳；现象与模
拟；逻各折和永恒回归；    现象解释学和利比多符号学；揭示反思与模拟运作第八章  走向普遍美学    
美学与艺术；美学与愉悦；美学与历史第九章  机遇艺术    机遇与灵感；例外状态下的机遇；机遇的永
久机会第十章  仿真艺术    运作的艺术；哲学中的仿真；仿真在激进文化中的角色；    仿真和晕眩注释
马里奥·佩尔尼奥拉被译成英语的著作目录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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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罗马的秘密名字　　说完诡辩派的诱惑(apate)，我们再来说说拉丁文的引诱(seductio)，这一
下，引诱逻辑学变得更为丰富，注入了许多新的可能，且证实和发展了高吉亚斯的理论。
对seduco一词的词源学考量也证实了引诱概念中所含有的废除意思，以及引诱者的禁欲。
实际上，seduco并非来自sui—duco[向自身拉拢]，而是来自sed-du-co，表示拉开，分开，划分，分割
，因为冠词sed就表示分离，疏远，切断。
如此一来，引诱seductio就表示从原来的环境分离开来的行动，是一种擅离职守(detournement)的行为
。
　　在古罗马的历史中，最惊人的政治军事上的引诱要算是招魂这种宗教仪式了。
闪米特诸民族(亚述人，巴比伦人，犹太人)总是和敌人以及敌人的神进行斗争；相反，罗马民族(如赫
梯人)认为敌人的神与其所在的城市和人民是分开的。
闪米特人认为战争是种整体战争，其中也包括了神；相反，罗马人认为，除非他们能事先引诱，或者
用个更精确的术语，能把城市的守卫神招魂，否则就无法征服那个城市。
于是乎，众神便受到罗马人的邀请，让他们放弃家园，搬到罗马来，得到的回报则是在罗马有一个属
于自己的庙和一个属于自己的祭礼。
而招魂之举成功的关键在于给城市和神都指定一个合适的名字。
　　这种仪式同时具有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和宗教上的意义，它的观念完全对立于西方的形而上
学，后者最有代表性的反映是摩西所说的一番话。
摩西在提到以色列的敌人时下命令说，要把敌人斩尽杀绝，绝不能成为敌人的同盟，也不能对他们手
软，要砸烂敌人的圣龛、撕破圣噃、砍断圣柱、烧光圣像。
犹太人如此这般的举动代表着他们希望毁掉一切对他们来说是外来的东西；与之相反，罗马人把外来
的事物据为己有。
按照罗马的招魂观来讲，除非先把敌人那些受供奉追随的精神和宗教守卫神吸收为已有，否则就不可
能真正征服敌人。
敌人的战败表现在，他被割断了自己在文化和宗教上的根基，失去了自己的身份。
这样，他便属于引诱逻辑学的范畴了，这个逻辑学中包含了所有对立事物的相对性和临时性：敌人变
成了朋友，反之亦然，每件事在正反切换的过程中，变成了自身的对立(enantiodrome)。
引诱者一被引诱者的关系其实既不能简化成朋友的关系，也不能简化成敌人的关系；它既不是爱，也
不是恨。
相反，它可以说是一种开启仪式，即被引诱者在引诱者的开启下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在这个层面上
，引诱双方都要遵循同样的逻辑规则。
　　被引诱的神一点儿也没有失去尊严。
他们不是作为犯人，而是自愿到罗马来的。
一言不发的雕像似乎在默许同意，这其实正是搬走他们的前提条件。
搬运工作是由年富力强的小伙子来完成的。
通常是在罗马的阿翁亭山(Aventine)上建庙，这就保证他们有个不错的归宿。
　　招魂是与支吾搪塞、言不由衷截然对立的。
罗马不是把自己的神带到敌人的城市，而是在自己的地盘儿给他们腾出空间。
这个做法使罗马与被征服的城市之间建立起一种引诱的关系，后来这种关系又会传递到城市居民的身
上。
于是乎，罗马成了新的祖国，成了被征服的人群纷纷心向往之的中心，当然，这不是靠忠心赤诚而建
立的父辈的国土，但却是由引诱作用而得来的子孙的国土。
　　在招魂的仪式中还有一个更为令人吃惊的因素。
为了避免罗马有朝一日反过来也成为敌方招魂的对象，曙马克罗比乌斯说，罗马人希望把罗马城的保
护神的名字，以及以神的名字所起的城市名，全都不为人所知。
结果是，引诱逻辑学迫使罗马人和罗马都无法拥有神和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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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名正言顺地当家做主相反，引诱者要想当个引诱者，其先决条件是先成为一个无名之辈(nobody)，
一个纯粹的空无一物的空间，空间里面则装满了被引诱者的神的名字。
　　黑格尔尽管对罗马颇有微词，但是他却非常深刻地理解了罗马社会中的这一特性，并且指出，在
罗马，外在的现实既是外来的，又是隐藏其中的。
“他们先是看到了事物本身，进而又看到了隐藏其中的东西：他们的历史充满了这种以双重模式看待
事物的现象。
”结果是，对罗马人来说，每件事似乎都是神秘的和双重的。
这种外在的双重性正代表了模拟的本质，即否认外表和现实的区别，却强调一种超乎这两种区别之上
的第三种情况。
古罗马这一古代社会的主要政权代表，竟然如此依赖于严格禁止别人知道自己的姓名和自己的神，也
就是说，禁止他人认识自己真实的身份，这个事实再好不过地表明，整个罗马文明就是一种模拟。
只不过，这种模拟超越了真假的区别。
它所隐瞒的只是名字而已，以及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神，或苦说，一个有没有都无妨的神。
如此看来，引诱的机制与模拟的机制之间便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P106-P109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仪式思维>>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