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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开端与未来：从现象学到解构》主要是对哲学上的现象学以及解构的论述。
《开端与未来：从现象学到解构》共分五大部分，其中导论主要介绍了开端与哲学的关系问题。
第二部分主要讲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状况。
第三部分主要讲了开端作为精神极其解构的问题。
第四部分主要介绍马克斯、海德格尔以及德里达的哲学解构问题。
第五部分主要讲了敌友的政治与解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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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的解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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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导论 开端与哲学 一、哲学与开端——arche之为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 让我们首先从哲学与开
端的关系开始。
或毋宁说，从哲学自身的开端开始。
因为哲学与开端的关系，正体现在哲学自身的开端之中。
 哲学开端于何处？
恰就开端于对开端的思考——当米利都人泰勒斯说“水是万物的arche（开端／始基／本原／根据／原
则）”时，[西方]哲学就这样开其端绪了。
哲学，开端于对开端的追问和言说，乃至于，哲学本质上就是对开端的追寻和思考。
因此，那规定某个哲学之为它自身者，就在于它是否确立了一个新的开端：是水、无定者、数、理念
、绝对精神、权力意志、超越论的意识、存在抑或其他⋯⋯于是一个新的开端的提出，就是一个新的
哲学的开始。
 哲学开端于对开端的追寻和思考，这并非偶然。
因为开端问题并不是哲学的诸种问题之一，而就是哲学的本己问题。
何谓哲学？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哲学之所以不同于且高于自然哲学（物理学）并成为第一级智慧者
，乃在于它研究的不只是存在的某一个种，而就是“万物最确定的本原（即开端，下同——引者）”
，①“我们寻求的是本原（archai）和最高原因（aitiai）⋯⋯”②胡塞尔亦说：“哲学本质上是一门关
于真正开端、关于起源、关于万物之本的科学。
”③海德格尔也说：“哲学即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
”，而存在者之存在从哲学开端以来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本原）、（原因）、Prinzip（原理）]”
。
④哲学之所以能从整体上思考存在者或把存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就是因为它把握了所有存在者
的根据、本原——arche。
“抱一而为天下式”，这个arche就是西方哲学的“一”。
就是这个“一”、这个arche使得所有存在者成为一个整体。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勒维纳斯为了打破西方传统哲学所构建的“整体”（或译“总体”）而不得不诉诸
于an—arche（非—本原或无端）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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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开端与未来:从现象学到解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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