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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万天丰
撰写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和 Springer 共同出版的 The
Tectonics of China - Data, Maps and Evolution（《中国大
地构造学：数据、图件与演化》）在国内外同步发行。这是
我国地质学界有史以来涉及全国地质构造问题的被国
外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第四本外文专著。
该书以板块构造理论为主要指导思想，综合了近四

十年来著者所积累的构造地质研究成果，系统收集并研
究了全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比例尺为 1：20万区域地质调
查和石油普查资料，以及国内外学者的大地构造研究成
果，进行了综合集成的研究。

此书以地质构造演化历史为论述的主要线索，系统

地研究了主要构造事件系列，把稳定时期和活跃时期的
构造演化特征结合起来，进行了构造演化的历史分析和
变形机制的综合研究，从总体上讨论了中国大地构造在
各地质时期的主要特征，编制了 13幅各构造阶段的大
地构造图；以地壳和岩石圈的变形、变位为主要研究内
容，结合沉积古地理、岩浆、变质作用、地球化学和地球
物理的资料进行综合性的、定量化的探讨。重点对中国
大陆板块最具特色的中生代—新生代板内变形和碰撞
带形成机制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该书还探讨了当
前中国大陆大地构造学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评
述了全球板块构造动力学机制假说，并提出了个人的工
作假说。 （李晓明雷鸣）

《中国大地构造学》英文版发行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直面你的欲望
阴本报记者杨新美
“吴琼能给国内的学者树立

一个榜样，提供一个样板，鼓励大
家去读雅克·拉康。以前一提起拉
康大家都头疼，觉得他的理论实
在是太难了，读不懂。而这次吴琼
读懂了，并写了出来。这为大家提
供了阅读的勇气和力量，鼓励大
家去阅读拉康。至少我在读了吴
琼的《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
状》后，我立即重新拿出拉康文
集，开始阅读，发现不是如以前想
的那样难，现在我可以将每段都
译出来，能明确其中的意思。”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季广茂如是说。

绕不开的里程碑著作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
状》（上下册）是中国人民大学副
教授吴琼历时 4年精心撰著而成
的。该著作既结合历史背景详细
叙述了拉康及拉康学派的传奇，
也对拉康本人庞杂的理论进行了
全面的梳理。
由于目前还没有一本有关拉

康的生平和思想的传记，对精神分
析运动的历史及社会文化背景也
缺乏基本的了解，所以，吴琼用了
接近于一小本书的篇幅，以拉康的
生平及其思想发展为线索，将拉康
的故事置于各个时期的社会历史
语境中来讲述，以此引出法国精神
分析运动及拉康学派的历史。于是
有了《雅克·拉康》上册。
“《雅克·拉康》的上册算不上

是严格意义上的拉康传记。”吴琼
表示。因为这一叙述并不是为了
展现拉康的生平活动和个性，而
是以“故事”的形式来揭示精神分
析运动本身的某种“精神”以及这
个精神内有的某个死结，为了阐
释拉康是如何成为“法国的弗洛
伊德”的。
为写这套著作，吴琼不仅细

读了拉康的《文集》，还系统地阅
读了拉康的研讨班作品以及国外
有关拉康的主要研究成果。“面对
晦涩而且缠绕的拉康理论，作者
所付出的劳动是常人难以想象
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
志伟说。但这并不妨碍这部作品
的可读性，因为那里面不仅有引

人入胜的故事，更有对我们日常
的主体性的独到分析。
了解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

是去看他的著作、读他的书。北
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杜小真说，
《雅克·拉康》的独特之处在于，
其从哲学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一
个被大家普遍定义为精神分析
大师的拉康，这给国内研究法国
哲学的学者带来了不一样的视
角和启发。
据了解，目前国内对于拉康

理论的研究非常薄弱。如直到
2000年，即拉康辞世 19年之后，
由苏州大学方汉文教授执笔所写
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
究》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而这是
中国人自己撰写的第一部拉康研
究专著。迄今为止，国内原创的关
于拉康著作依旧为数不多。季广
茂说，以往国内学者是从某一角
度来切入研究拉康，而对拉康进
行的这种全面的、系统的深入研
究，吴琼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而这种情况在国外也并不多见。

“相较此前国内出版有关拉
康的著作，《雅克·拉康》是一部里
程碑式著作！”季广茂如此评价，
它是国内学者们进一步发展、进
一步研究的平台。以后研究拉康
的人，是绕不开这套著作的，一定
要读一读。同意它的人，要研究
它；不同意它的人，要批判它，而
不是忽视它、假装它不存在。

拉康是一块强引力的磁石

1901年 4 月 13 日，拉康诞
生在一个笃信天主教的巴黎中上
层阶级家庭里。他父母不曾料想
到, 拉康日后会成为继弗洛伊德
之后最具影响力和理论煽动力的
精神分析学家，成为“法国的弗洛
伊德”。

1907年起，拉康被送到耶稣
会办的、著名的斯坦尼斯拉斯中
学开始接受教育。在中学阶段
时，拉康就爱上了哲学，并开始
阅读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
作。

1919年秋，拉康成为了巴黎
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并开始学习
精神分析学，期间他还保持了对
文学和哲学的兴趣。1927年后的
4年间里，他开始辗转不同医院，
接受精神病临床治疗的训练。

1931年，他独立发表了第一
篇理论性论文《妄想性精神病的
结构》。“对拉康的学术经历来说，
1931年，是颇为重要的一年。”吴
琼表示。除了独立发表论文外，对
弗洛伊德的著作的阅读以及与超
现实主义圈子的接触，不仅给他
从事的精神病学研究带来了重大
变化，还将他引入一个全新的学
术氛围。

1932年，在圣安娜医院的亨
利·克劳德教授的指导下，拉康完
成了题为《论经验的妄想型精神
病概念与人格问题》的论文，并获
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此后主要
从事于精神分析学的教学与医疗
工作。1933年，拉康在法兰西学
院旁听心理学家瓦隆的课程，而
瓦隆儿童心理学研究中的“镜像
实验”成为他不久后提出的镜像
理论的直接科学基础。1936年 7
月的最后一天，拉康在第 14届国
际精神分析学会年会上，发表了
关于镜像阶段论的报告，第一次
明确提出镜像理论。
尔后在 1939～1945 年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拉康几乎一直
隐居于法国南部。直到 1946年以
后，拉康才开始参加巴黎精神分
析协会的活动。在 1953 年的 7
月，拉康在《象征，真实和想象》一
文中，首次提出“回到弗洛伊德”
的口号。

1953年年末，拉康开始了公
开举办研讨会，而这一研讨会持
续了 27年。他几乎每周或者隔周
作一次报告，每年研究都指向不
同问题。
当时，拉康没有好的职称，也

几乎没什么社会地位。有时一节
课上，拉康可能就写一个公式，然
后一句话也不说就坐在那，有时
候说的话与要讲的内容没有丝毫
关联……
“拉康就像一块磁石一样，把

法国所有的重要知识分子都吸引
过去了。”季广茂说。连比拉康成
名早很多年的那位“现代人类学

之父”、法国思想家、结构主义思
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克洛德·列
维—斯特劳斯，都曾听了 3年的
研讨班。

1953 年后拉康放弃了镜像
理论，相继提出了极为重要的三
个理论：想象界、符号界、实在界。
其中他所研究的实在界，是他提
出的最了不起的理论。
“拉康，是一个精神分析学

家。另外，拉康将精神分析学中重
要的概念哲学化了，从精神分析
的角度重建了哲学。因此他又是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分析的
哲学家。”季广茂评价说。

拉康的文化阐释效应

虽然拉康的确明确提出“回
到弗洛伊德”的概念，但拉康的精
神分析学说与其创始人弗洛伊德
是不同的。拉康使用了结构主义
语言学的范畴、语言学的概念、语
言学的方法来解释精神分析，从
而使得精神分析语言学化了。

虽然拉康已经去世了 20 个
年头，虽然大多数人对拉康的思
想是一知半解，可一个个晦涩难
懂的理论在当今的文化研究及艺
术批评中依旧被广泛运用，且在
哲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学、法
学、教育学等领域也有深刻影响。

精神分析学的应用一直在两
极之间摇摆，一极是临床医学，另
一极是文化阐释学。

由于西医发展日新月异，神
经学方面的病症被归于器质性的
病变。因此在西方，不再有精神分
析的“躺椅”，取而代之的是疗效
明显、迅速的小药丸。
“在临床医学这一脉上，精神

分析学已经逐渐走向了末路。而
作为文化阐释学或作为社会批判
这一脉，其应用一直在发展壮
大。”季广茂说。
在今天，拉康的思想、理论目

前就多用于文化阐释学。“尤其是
在电影研究领域的方面表现最为
典型。”吴琼说。在西方的电影理
论领域里，以 20世纪 70年代为
界限分为拉康前和拉康后时代。
20世纪 70年代前，以电影艺术
理论家爱森斯坦、美学家爱因海
姆等人为代表人物。20 世纪 70

年代后，拉康理论被法国人和英
国人引入电影研究之中，彻底改
变了此前的主流理论，并提出了
全新的问题，电影研究的面貌被
彻底改变。如在此之前电影银幕
被称为“画框”，而拉康将其称为
“镜子”，这让人们对银幕本性的
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除此之外，拉康理论还扩展
到很多方面。吴琼说，今天，齐泽
克、拉克劳等人都将拉康理论拿
到大众文化研究、建设研究、政治
领域的研究中广泛应用。如在研
究历史问题上，齐泽克用拉康的
主体快感理论来解释二战时西方
国家出现的排犹主义，这与以往
用民族仇恨来解释不一样。再如，
拉克劳在作社会主义研究的过称
中，针对 1989年后东欧解体、社
会主义进入新阶段后社会主义霸
权的研究，也是用了拉康理论来解
释。最近，法国一个颇具影响力的
人物———阿兰·巴迪欧，这位激进
的毛泽东主义者，他也用拉康的理
论来解读毛泽东的“老三篇”。

不同角度读
“法国的弗洛伊德”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至今，在
西方世界里，拉康研究已形成一
支浩浩荡荡的产业大军。这支庞
大队伍里，有一位来自斯洛文尼
亚的学者是不容忽视的。他就是
被称为拉康理论继承者、实践者
的齐泽克。

齐泽克通晓 6种语言，用英
语写作也已经长达近 20年。1989
年，齐泽克在英国和美国推出自
己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意识形态
的崇高客体》，当即红遍了世界，
引用率极高。近些年，他平均每年
会出版 3本著作，而几乎每本著
作都翻译成 20多种语言出版。而
在中国，其简体版版权的拍价甚
至高达几千美金。

齐泽克何以如此受欢迎？季
广茂说：“齐泽克是世界上最重要
的一个研究拉康的学者，也是拉
康众多弟子中最重要的一个弟
子。可以说如果没有齐泽克，拉康
可能就只能停留在废纸堆里。”在
齐泽克的笔下，拉康深奥晦涩的
理论得以深刻独特的阐释。他将

拉康的理论与当前的文化现象、
政治斗争、社会运动、马克思主义
的发展等形形色色的社会政治文
化现象巧妙地结合起来，妙笔生
花。他对拉康是跳跃式的读，而你
将发现其中任何一点都耀眼闪
光。

齐泽克笔下的拉康与吴琼笔
下有何不同？“两个人撰写角度不
一样，切入点不一样。”吴琼说。齐
泽克的主要工作不是导读，也不
与读者们分享他自己是如何研读
的，而是直接将自己读后悟出的
结论结合大众文化、电影、政治等
阐释出来。而吴琼则是将自己的
阅读过程和细节呈现出来了。比
如拉康的结论、逻辑究竟是怎么
回事，是通过怎么样的一个逻辑
而得出的结论；比如拉康所得出
“女人不存在”、“性关系不存在”
等结论究竟是怎么得出的；比如
拉康指出个体的欲望又是他人的
欲望，究竟是什么意思。吴琼在撰
写时尽可能地去还原其中的逻
辑，尽可能去还原其中的语境，以
帮助读者能更容易看懂拉康的理
论，更容易读懂“法国的弗洛伊
德”。

阴本报记者杨新美
雅克·拉康，是哲学界的明

星，人们对他又爱又恨。爱，因为
不同学科的学者在自己的研究领
域都能引用拉康的理论和概念；
恨，是因为读不懂拉康这位大师，
甚至读不懂他的著作。对这样一
个大家都害怕触碰的人物，吴琼
却是凭着一腔热情就扎了进去。
这一扎就是 6年多。
吴琼：起初只是想做有关结

构主义的题目。因为在国内，结构
主义的影响比较大，用得比较多。
但通过研究发现，在应用过程中
存在一个问题，即对这些理论过
分的简约化。于是打算从一个最
难的学者开始，当时就想到了雅
克·拉康。
动笔之前，花了约两年多的

时间，查阅有关拉康的资料。
尔后开始动笔写。写的时候，

就发现要把拉康的理论阐释清楚
要花费很多精力。不知不觉中，就
花费了 4年的时间在解读雅克·
拉康这一人物身上，以及这套 80
多万字的著作上。
我是一个写作速度比较快的

人，以往一部 80万字的著作一般
只用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就能完
成。而《雅克·拉康》这部 80多万
字的著作却写了四年。几乎每天
都遇到不同的难题，因此每天都
在解不同的难题，写这部著作时
几乎是忘我的状态，不知不觉中
时间就过去了。
回过头来才发现自己花了比

较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这是
意料之外的。

为了能“直面”拉康，吴琼选
择直接查阅英文文献和法文文
献。而这些文献分别来自北京大
学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香
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其中很多
文献是托朋友从香港中文大学的
图书馆直接借出来，带到深圳，再
托其他朋友带回北京阅读，然后
再想办法送回去。
克服这些借阅文献的困难

后，紧接着，吴琼遇到了技术层面
上的两个困难，不通晓法语和没
有精神分析学的临床经验。但它
们并没有令吴琼那么发憷，没有
让他停下探索的脚步。
吴琼：这两个困难，前者的阻

力更大。雅克·拉康是一个喜欢用
法语来做双关语的人，这就需要
研读的人懂法语，倘若不懂法语，
拉康作品中的一些细节就会被忽
略。为了尽量不错过细节，为了能
阅读法语文献，我背了些单词，学
习了一些语法，自学了法语。
而相反第二个技术障碍———

精神分析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个
人认为，虽然没有临床经验，但是
我对拉康有我自己的理解和认
识。因此，我对这个技术障碍不是
很在意。

拉康的不可阅读在于他是
一个具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理
论家，是一个处处将论说掩藏在
巴洛克式的修辞中的演说家，是
一个喜欢逻辑跳接和语义滑动、
喜欢对他人的概念做劫掠式挪
用、喜欢运用连专业的数学家都
看不懂的拓扑变换、喜欢装备许
多“科学化”的伪形作为理论盔
甲的“知识恐怖主义者”。因此这

也让国内外很多学者在听到雅
克·拉康的名字就头痛，而害怕
读他的作品，甚至从内心拒绝
他。
吴琼：拉康是不可阅读的，

而这恰是我们“必须”阅读拉康
的理由，也是我们阅读拉康时必
须信守的边界，是使我们的阅读
得以可能的一个前提———按照
拉康的逻辑，只有在不可能性
中，才有可能开出一条可能性的
道路。
在这 6年多的岁月里，我找

到了研究他思想的关键点，即要
掌握拉康的语言风格及其逻辑
套路。阅读拉康的作品时，我发
现了拉康的几个逻辑模式———
失败的逻辑、剩余的逻辑、悖论
逻辑、非对称性逻辑和拓扑学逻
辑。

我不敢说它们是打开拉康
的理论迷宫的万能钥匙，但我相
信，如果你对这些逻辑有基本的
掌握，那一定可以帮助你扫除许

多阅读上的障碍，为你深入拉康
文本的腹地提供便利。

深扎在拉康的世界里时，吴
琼因为在最近 3年里没有发表过
一篇论文，而被判定科研考核不
过关。
在研讨会现场，得知此事后，

学者们纷纷愤愤不平：“如果吴琼
是投机取巧之徒，只要将其拆成一
篇篇论文发表，他一定能轻易地
通过科研考核，甚至能足以让他
在这期间从副教授变成教授”，
“为什么写了这么多著作在今天
依旧还是副教授的头衔”……
曾与吴琼同窗的北京师范大

学中文系教授季广茂用好“工匠”
来评价吴琼，他认为学术界有不
少怀有“大师梦”的人，但我们更
需要像吴琼教授一样的“工匠”能
够做好夯实基础的工作。
吴琼：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并

没有纠结什么。在 4年过程中，没
有考虑过这么多的问题。直到去

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了每三年一
次的科研评估时，我才发现，三年
里完全投入到雅克·拉康的研究
过程中，自己在此期间没有发表
一篇论文，这个领域是一片空白。

我没有想过给中国的学术做
出样板———学术应该怎么做，没
有那么大的使命感。只是单纯地
对拉康及其思想感兴趣，就完全
投入进去。

在“直面”拉康、与他“对话”
过程中，拉康用他的理论告诉了
我，制度会对个体进行残酷的掠
夺，在制度的框架下就会发现你
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你自己，因为
所有做的一切都要迎合制度的要
求。拉康的这个提示，让我知道应
该与制度或建制之间保持距离和
张力，同时也不要向欲望让步。因
为人的欲望乃是他者的欲望。比
如我们总是欲望着他者欲望的东
西，我们总是欲望成为他者的欲
望对象，我们总是以他者的欲望
来规定自己的欲望，总之，我们的
欲望并非我们自己的，而是在他
者中且通过他者被结构的，而他
者的欲望之谜令主体焦虑不已。

所以，对考核一事，我没有纠

结过，对评教授职称一事，我也没
有纠结过。我只是努力做好我想
做的。

吴琼：甘坐学术冷板凳

雅克·拉康（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被称为“法国的弗洛
伊德”，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具影响力和理论煽动力的精神分析学
家。其理论不仅在今日的文化研究及艺术批评中被广泛运用，而且
在哲学、心理学、宗教学、政治学、法学、传播学、教育学等领域也有
深刻影响。

今年适值法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诞辰 110周年，6月 11日，“拉康的事业”学术研讨会暨《雅克·拉
康》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召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学术出版中心主任李艳辉、《雅克·拉康》一书作者
吴琼副教授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近 30人参加了会议。

《雅克·拉康：阅读你的症状》
（上下册），吴琼著，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11年 5月出版，定价：
136.00元

阅读你的症状

在精神分析或是拉康的
逻辑中，我们的自恋、焦虑、对
他人的攻击性、对建制的屈从
等症状，一直都存在，只是我
们自己看不到。拉康说这需要
我们自己逐渐突破，来突破我
们象征世界所设置的各种各
样的屏障，从而来进入到我们
无意识的地方，直面自己的欲
望去看问题。
阅读你的症状，根本上是

拉康给我们提供的第四个批
判———纯粹欲望批判。即我们
要明确我们的欲望实际上都
是他者的欲望。欲望实际上不
是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有这
样的欲望也不是因为我们个
体本身，而是由社会他者所建
构出来的。 （吴琼）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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