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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作一部较为全面地论述德里达及解构理论的书是我多年的夙愿。
解构主义在中国已经盛行了十多年，“盛行”之说可能言过其实，或者说，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现在解构主义已经变成习以为常的概念术语，举凡对抗、批判、戏谑、PK等等，都叫解构。
不管是在学术对话中，还是在媒体娱乐狂欢的场合，解构都变成一种时尚的佐料。
如此的通俗化和庸俗化，对于解构一词的普及可能不无益处，但在学理的意义上，却是对解构的草率
行事。
也正因为人们把解构挂在嘴边，似乎谁都通晓解构，谁都可以解构，这就遮蔽了解构真正的学理意义
。
真正追问大学生、研究生乃至于一般的学界中人，解构为何物，恐怕还是不甚了了。
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目前解构在中国还属于“学术谣言”，这就是说，还属于“传说”阶段，难
免走样和似是而非，因而，更坚定了我重新写作解构的决心。
因为早在80年代后期，我所写的博士论文——《解构的踪迹》——即是关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
但是由于那个时期资料匮乏，加上文学系对论文的专业限制，论文最终成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与
先锋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上未免不够纯粹，这一直是我的一大遗憾。
这本论文经过八九十年代的历史转折时期，1994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1年，我在北京三联书店与德里达相遇时将这本论文送给了他，上面用英文写了给他的献辞：“您
的思想对中国青年一代学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并与他做了短暂的交谈。
大师看到十多年前居然有用中文写的关于他的博士论文，很是惊讶。
或许是出于客套，大师用英语说：他的著作能被中国学者重视并发挥作用，这是他最大的欣慰！
当时张宁博士（时为德里达助手）也在场。
可惜，我一向出于矜持（或担心给人添麻烦），不善于要求与名人照相，那次我们的交谈没有留下一
张照片，很是遗憾。
不想，大师于2004年10月9日去世，再也无缘拜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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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里达本人的写作史、阐释德里达的历史，以及历史语境本身都在十肖然发生变化，这使我们有
必要重新阐释德里达，以及解构的历史。
《德里达的底线：解构的要义与新人文学的到来》在整个后结构主义兴起的知识背景上来阐释德里达
及其解构主义，考察解构主义在当今知识领域产生的必要性。
作者就德里达的代表性文本展开具体分析，追踪其解构思路展开的路线，揭示他解构的意义和困扰所
在；同 时，对解构主义进行一次“寻底”探讨和重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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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晓明，男，1959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先锋派文学和后现
代文化理论等。
主要著作有《无边的挑战》、《解构的踪迹》、《剩余的想象》、《表意的焦虑》、《无望的叛逆》
、《不死的纯文学》等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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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解构的底线：“解结构”的历史性问题多少年过去了。
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演依然是人们理解解构主义的基本依据，这篇题为《人
文科学话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的论文，当时掀起轩然大波。
1966年，人们还沉浸在结构主义的自满中，德里达却给了当头一棒。
确实，这篇文章针对性强，观点鲜明，对结构主义的批判切中要害，相当全面地提出了在当时看来完
全是异端邪说的解构主义观念。
也许是由于浓重的反结构主义色彩，德里达的那些论断显得彻底而不留余地。
对结构的整体性问题，对起源和中心，对形而上学的历史以及历史本身的含义：德里达都提出了与当
时流行观点截然不同的看法。
关于解构主义的最初解释与后来的印象，都与这篇文章的一些说法相关。
而在随后的解释中，德里达又反过来不断强化了这些基本观念。
因此，人们有理由把解构主义看成是与结构主义针锋相对的理论学说，尽管人们可以从德里达的思想
来源，从解构思想最初的起源清理出德里达与现象学或海德格尔更为密切的关系，但解构主义之被命
名从一开始就与结构主义结下了最为紧密的关系，没有人会怀疑它们二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确实，要理解解构主义就要理解结构主义，这并不是德里达的初衷，也不是德里达的解构思路展开的
基本内容，但结构主义就像一面反光镜，照出了解构主义与之最不相同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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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里达的底线》一书在整个后结构主义兴起的知识背景上来阐释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考察解构主义
在当今知识领域产生的必要性。
作者就德里达的代表性文本展开具体分析，追踪其解构思路展开的路线，揭示他解构的意义和困扰所
在；同时，对解构主义进行一次“寻底”探讨和重新“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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