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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725年，维柯出版了《新科学》，确立了历史哲学的基本面貌，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哲学的诞
生；1756年，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明确提出了“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认为历史哲学就是对
历史的一种哲学理解，它在整体上理解历史，把握支配历史的基本原则及其隐含的意义。
由此，历史哲学这门学科得以“名正言顺”。
1837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出版。
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对象、性质和职能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
由此，历史哲学的合法性得以确立。
在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鼎足三分”，交相辉映，构成
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宏大场景。
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后现代历史哲学拔地而起，为历史哲学的
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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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哲学：后结构主义路径》辑录了利奥塔、斯皮瓦克、本尼特、卡勒等当代思想大师的宏论，主
题包括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和机制。
延导与历史，美学与历史，历史作为文本等，极大地扩展了对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研
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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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夏莹 崔唯航 编者：(美国)阿特兹 (Derek Attridge) (美国)本尼顿 (Geoff Bennington) (美国)杨
(Robert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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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需要历史历史是一种需要。
虽然很困难，但历史仍制造着各种需要。
说历史“制造需要”暗含着将历史视为是一种既定事实的传送者以及这些事实所要达及的目的，而这
些事实的见证者以及这些事实的指涉却是变化着的。
历史同样是被需要的对象。
在此，历史不再是传统的传送者，而是它们的指涉：此时，传送者与见证者是变化的。
第三种可能是历史成为了某种需要的见证者，例如历史提供了一些意义或者秘密，却抹去了供给者与
指涉的痕迹。
 面对这三种可能，第一种将历史视为是制造需要的情况可以用来解释这样一种文本的写作与流传：如
果我给出了一种证明，我就将自己置于（或者更确切地说，被文本置于）一个历史的见证者的角色，
我的“主体”将成为需要的指涉。
作为一种逸事的流传，意味着历史在当下的“关节点”上，需要被描画，或者似乎要去描画，我或者
任何听到这种需要的人都应在此考虑一些类似“历史与解构”之类的东西。
这一情景由此变得很复杂，这种“历史”，以假设和故事的形式存在，作为某种描述的传送者，重新
成为了一种指涉。
历史说，“谈论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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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收录了当时十分出色的一批思想家如斯皮瓦克、利奥塔、威廉·皮兹等人
对后结构理论与历史问题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文章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所涉及的问题却都是围绕着对于历史的审视来展开，它们或者从制度上，
或者从理论上，或者从文本上来阐释历史。
加之共同的话语语境，即后结构主义，使得这些文章之问产生了某种呼应或者对话。
将它们纳入到一本书中就构成了一个对当代历史与哲学较为完整的理论图景。
本书的翻译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其中之甘苦非言语可以表达。
由于后结构理论自身的独特特质，每一篇文章在文字上都有诸多难点。
这些难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涉及诸如德里达、索绪尔、福柯等人的晦涩理论及繁杂词汇，有
诸多词汇本身就是他们独创的，由此需要译者查阅大量的相关资料以期能将其准确译出。
其二，其中法语、德语、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以及古体英文随处可见，在原文又往往不加注
解、不予翻译，这要求译者必须借助各种可能的语言工具来寻找这些词汇的内涵和意义。
其工作量之大令我们几近放弃。
但几经磨难，终于还是将其完成了，心中虽然有喜，但更多的是忧。
所喜的是在不断的坚持努力之下，这本非常有价值的论文集终于可以与中国读者见面了，我们也在其
中学到了许多；所忧的是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以及语言能力的限制使译文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和疏漏之
处。
对此，我们恭候着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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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哲学:后结构主义路径》：后现代历史哲学译丛。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历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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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