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克尔凯郭尔文集》翻译项目正式启动 

王 齐 著 

为了促进克尔凯郭尔研究在华语世界中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克尔凯郭尔研
究中心于2000年4月达成协议，双方将联手共同推出一套十卷本的克尔凯郭尔著作中文选集。这是首次直接从丹
麦文入手对克尔凯郭尔的哲学著作进行系统的翻译和介绍。该项目现已正式启动，预计将在未来的十年内完
成。 
《克尔凯郭尔文集》所据版本是正由克尔凯郭尔研究中心整理的学术版《克尔凯郭尔著作》(Soren 

Kierkegaards Skrifter)。与此前的两个版本相比，该版本不仅收入了克尔凯郭尔的全部作品，合计共28
卷，而且还包括其死后发现的大量的日记、笔记及未完成、未出版的文牍，而且在编排时严格地依据手稿按时
间顺序排列，最大限度地消除编者的个人影响，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新版文集在整理出版文本内容的同时，
还相应地配有由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克尔凯郭尔专家共同撰写的集释卷(Kommentarer)，旨在为读者提供历史
文化背景和克尔凯郭尔研究成果等方面的帮助。 
为了保证《克尔凯郭尔文集》的学术水准，并使该项目循序渐进地展开，合作双方共同出面组织了阵容强大

的编辑委员会，其中，中方学者有汝信先生、叶秀山先生、李鹏程先生、卓新平先生，丹麦方面包括了克尔凯
郭尔研究中心总裁开 普伦先生和奥尔胡斯大学汉学教授魏安娜女士。汝信先生与开普伦先生出任该文集的主
编，编委会除负责选定翻译书目、考核译者、提供学术咨询、阅读译稿等任务外，还负责制定出一套详细的翻
译原则，以保证不同卷册间、不同译者工作之间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目前入选翻译书目的主要是克尔凯郭尔的
哲学著作，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宗教方面的著述。承担翻译工作的有周一云(旅丹学者)、汤晨溪(旅美学者)和王
齐(哲学所)。 
克尔凯郭尔这个名字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并不陌生。80年代他曾经与红极一时的存在主义流派一起活跃地出

现在人们阅读和思考的视野之中，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一位诗人哲学家。虽然在很多
介绍存在主义的著作中对他都有专章介绍，但总体观之，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位生活在19世纪中叶主流文化边缘
地带的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克尔凯郭尔一生著述颇丰，涉及面极广，大到对体系哲学的
批判和对丹麦国教会的抨击，小到个人的好恶恩怨和内心自省。其写作方式也与当时业已达至高峰的古典哲学
的风格迥然不同。他反对有意去构造一个哲学的体系，而只意欲写作些许哲学的“片断”。在早期的写作生涯
中，他还将真实的自我隐藏起来，采用意喻深刻的化名或假名，让这些人物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各抒己
见，各个假名作者之间还相互评说对方的意见和观点，因而他的著述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或许克尔凯郭
尔不能算做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哲学家，但在20世纪的进程中，他却两次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之下引起了世界哲学
界的关注。第一次关注是在存在主义哲学兴起之前及兴盛之时，因其著述中较早地谈论到“生存”(Existens)
概念，并对生存中的诸多情绪、情感体验，比如“焦虑”(Angest)、“绝望”(Fortvivlelse)等做过细致精微
的心理学的观察和哲学的思考，因而克尔凯郭尔被奉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他对基督教神学问题的严肃思考
还启发了蒂利希等神学家。近年来随着解释学的发展，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界惊喜地发现，克尔凯郭尔独特的
写作方式为后现代的阅读提供了契机。他破除了体系的格局，消解了作为一个作者所具有的权威，加上他所擅
长的“反讽”(Ironi)技法，这些都使其著述为我们提供了进行 
多样化阅读的可能性。进人90年代以来，从后现代角度来研究克尔凯郭尔多多少少形成了该研究领域的又一个
高潮。 
与国际克尔凯郭尔研究的历史和水平相比，克尔凯郭尔在中国的研究仅刚刚起步。克尔凯郭尔是一个处于时

代转型期的人物，这一点无论从其生活的时代还是从其著述中都可以看出。他深受古典哲学的熏陶和浸染，但
又从根本上反其道而行之。他所写就的哲学的“片断”启发了人们对于生存体验的哲学关注，启发了哲学研究
重心从“思维”到“生存”环节的转换。与此同时，他的无权威式的写作和“反讽”的技巧又有意或无意将人
引入“解构”的魔圈。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位很有“意”“思”的人物，是值得更多的人花些功夫去研读
的。我国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的历史并不算长，因而其中所遗留的空白点也就不少。在学术发展日趋成熟
的今天，推出一套可靠的学术版的克尔凯郭尔著作的中译本，也正是本着一种要填补空白的心愿，做点抛砖引
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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