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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很多学者不建议学生读导论，要读就读原著。
我的看法不尽相同。
当然，我同意，导论绝对无法代替原著，有心钻研者，必须以读原著为主。
哲学著作并非意在提供一个真命题集，它倒更像一件作品。
单说伟大思想家们各自不同的写作风格，就已经提示大量的思想内容。
探索的进程，其意义殊不少于探索的结果。
不过话说回来，读书人并不都以钻研为志，钻研者也有程度不同。
精研黑格尔的学者，可能也想了解胡塞尔，尽管他不打算钻研胡塞尔。
没有谁靠读科普成了科学家的，但大科学家有时也读科普。
为此，我们应该像感谢优秀科普作家一样感谢优秀的导论作者。
　　导论也有种种风格。
考克尔曼（JJ．Kockelmans）写《存在与时间》导论，几乎全用海德格尔本人的语汇，甚至海德格尔
自己的例子，更多是要给出这本书的一个提纲。
迈克尔·英伍德（Michael Inwood）的这本《海德格尔》则不同，他比较大胆地表述自己的理解，用
不同的语汇、不同的例子来重述海德格尔的思想。
这样写，冒的风险要大些。
不过值得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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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是有史以来自称“哲学家”而最名不副实的人？
是纳粹主义的辩护者？
还是大陆哲学当仁不让的领军人物？
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令人难以捉摸，其思想复杂而浩瀚。
《海德格尔》作者主要围绕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所论及的在世存在、非本真性、负罪
、天命、真理等主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让这位哲人走出固有的语言和风格，与别样的思路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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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MichaeI Inwood，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
已出版著述包括《黑格尔：选集》（编）　（纽约，1989）、《黑格尔词典》（牛津，1992）、《海
德格尔词典》（牛津，1999）、《黑格尔的心灵哲学》（牛津，200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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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书目参照说明1　海德格尔生平2　海德格尔的哲学3　存在4　此在5　世界6　语言、真理、烦7　时间
、死亡与良知8　时间性、超验和自由9 历史与世界时间11　艺术12　梅斯基希的圣马丁？
词汇表索引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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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海德格尔生平　　他是（有可能除了维特根斯坦之外）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
他是（有可能除了黑格尔之外）最名不副实获得“哲学家”称号的人，因为他是把空洞的措辞伪装成
深邃言语的大师。
他又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德国乡巴佬，还一度是一个轻信别人又妄自尊大的纳粹分子。
他对纳粹进行过严厉的批评，虽然这在当时不可避免地需要遮遮掩掩。
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痼疾以及我们殷殷期待的疗治这些痼疾的药方进行过鞭辟入里的分析。
这些论断中的每一个都是海德格尔的一个侧面，都有或多或少的根据。
能引发这样一些对立反应的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马丁·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登州梅斯基希小镇一个贫穷的天主教家庭。
父亲弗里德里希帮人看酒窖，还为当地教堂做司事。
1903年，马丁在一笔奖学金的资助下去了康斯坦兹读中学，住在一家天主教堂办的寄宿宿舍里。
当时这样做就是为了准备以后当牧师。
1906年他转到弗莱堡的一所中学就读，教会为他免费提供食宿。
据他自己讲，他就是在这里读了现象学运动先驱之一弗朗茨·布伦塔诺的《论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存
在”的多重含义》（1862），引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后来他还读到了卡尔·布莱格的《论存在：本体论论纲》（1896），这本著作中摘录了大量亚里士多
德和中世纪其他哲学家如阿奎那等人的著述（“我的现象学之路”，74）。
1969年海德格尔从中学毕业，成为一名见习耶稣会会士，但工作不到一个月便因心脏病，另外或许还
有缺少职业精神的原因而被辞退。
随后海德格尔进入弗莱堡大学学习神学和经院哲学。
1911年发生在海德格尔身上的一场危机使得他不再把神职当做自己的主要志向，而是转向了哲学、伦
理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
就在这期间，他开始研究现代哲学，尤其是埃德蒙·胡塞尔的《逻辑研究》。
胡塞尔是现象学运动的主帅，他致力于系统研究人类有意识的精神过程，而不考虑这些过程非精神的
原因和结果。
海德格尔1913年以题为《心理主义的判断学说》的博士论文完成学业。
在博士论文中，他运用胡塞尔的观点，批判了从人类心理学角度对判断的逻辑观念进行的尝试性分析
。
1915年海德格尔的任教资格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和意义学说》使他获得弗莱堡大学的教职。
　　海德格尔的学术生涯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
1915年他应征入伍，但被认定不适合打仗，于是被分配到邮政和气象部门。
1917年他与新教教徒埃尔弗里德·彼得里结婚，婚后不久就有了儿子约格。
1919年1月，他宣布与“天主教教义体系”决裂。
1918年从军队退役之后，他担任了弗莱堡大学无俸讲师和胡塞尔的助教，胡塞尔干1916年当上了这所
大学的教授。
海德格尔令人眩目的智慧和洞见使他声名鹊起。
他关于亚里士多德、圣保罗、圣奥古斯丁、现象学、日常经验世界和人类的演讲，为他赢得了哲学界
“无冕之王”（阿伦特语）的美誉。
1923年他搬到了　　马尔堡大学做副教授，在这里他与神学家鲁道夫·布尔特曼成了朋友，并且与汉
娜·阿伦特建立了持久的友谊。
（他与卡尔·雅断贝尔斯在1920年建立了友谊并保持通信。
）在马尔堡大学他把讲座内容延伸到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柏拉图的《智者篇》、前苏格拉底
时期的希腊哲学、时间、真理、阿奎那、康德、莱布尼茨。
不过，这时他已有十年没出书了。
1927年春天，他的伟大作品《存在与时间》出版了，发表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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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同时以单行本形式发行。
按海德格尔的说法，在这个时间出版该书，目的是为了满足政府所规定的马尔堡大学全职教授的聘任
要求（“我的现象学之路”，80）。
次年，他接替胡塞尔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教授。
他在1929年所做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什么是形而上学？
”。
在接下来的那个冬天里他围绕这个题目作了更详实的论述（虽然，他的讲述方式很有特点，在讲授“
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时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明显属于题外话的关于无聊和昆虫的问题）。
也是在这一年，他与恩斯特·卡西尔展开了一场关于康德哲学的公开辩论，还因此发表了《康德与形
而上学问题》。
他的讲座内容还包括唯心主义者谢林和黑格尔、柏拉图《理想国》中关于洞穴的比喻，以及前苏格拉
底时期的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和巴门尼德。
1930年，他拒绝了柏林大学聘任他担任教授的邀请。
海德格尔对德国南部的当地生活非常热爱，迷恋那里的小镇和粗犷的风景。
他的大部分写作都是在他1923年建于托特瑙堡的一座山间小屋里完成的。
他不喜欢大都市以及那里的社会文化生活。
　　1918年至1933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文化活动很活跃，但同时经济萧条、政治动荡。
1930年9月，阿道夫·希特勒创办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NSDAP，但一般称做“纳粹”）成
为德国第二大党派。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右翼联盟总理。
之后，他以2月27日的国会纵火案为借口，仓促通过了授予纳粹党绝对权力的法令。
1934年6月30日，他又以恩斯特·罗姆叛乱为借口，谋杀了其对手罗姆的冲锋队员和其他异己党员，例
如反对资本主义甚于反对犹太人或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左翼”纳粹党员格雷戈尔·斯特拉瑟尔。
（约瑟夫·戈贝尔早期是斯特拉瑟尔的拥护者，但他1926年为希特勒所鼓动，参与到赢取银行家和实
业家支持的活动中。
）1934年8月2日，希特勒被宣布为“德意志帝国领袖”。
20世纪20年代，海德格尔几乎不问政治，而到30年代初他逐渐开始同情纳粹主义。
1933年4月21日他被弗莱堡大学教职工推选为校长，5月1日加入了纳粹党。
5月27日他发表了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说，演说虽非特别温和，却并没有反犹内容，
这一点令人注目（不过，他的确将劳动、服役和求知视为同等重要的学生义务）。
海德格尔在担任校长期间与新政权合作，同时也力图缓和后者残忍的一面。
他参与了1933年11月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的公民投票活动。
1934年4月，他因与师生及党内官员发生龃龉而辞去校长一职。
尽管没有退党，但他也并不积极投身政治了。
后来，海德格尔宣称自从罗姆暴动之后，他对纳粹主义抱有的幻想便破灭了。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几乎没有发表作品，但他继续授课，尤其是讲授艺术。
1935年，他在弗莱堡发表了题为“艺术作品的起源”的演讲。
1936年海德格尔前往罗马，开始讲授关于荷尔德林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讲。
荷尔德林是一位神秘哲学诗人，18世纪晚期曾是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的室友。
在罗马，海德格尔见到了卡尔·洛维特，他曾经的一位犹太裔学生。
洛维特称，海德格尔对纳粹仍然怀有忠诚（洛维特，59-61）。
同一年，海德格尔开课讲授尼采。
这一课程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后来成书并于1961年出版。
海德格尔的朋友们认为这些讲座对纳粹主义有着隐晦的批判，他试图挽救尼采，不让尼采再被用来支
持种族主义信条和行径。
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受到盖世太保的监视。
从1938年开始，海德格尔的思想中技术的作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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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现出这一兴趣是在他1938年于弗莱堡所作的题为“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的演讲中
。
也出现在一场关于恩斯特·云格尔的“劳动者”一文专题讨论课的讲义中。
（云格尔既不是纳粹分子，也不是反犹太分子，但是他的诸如“全面动员”这样一些观念被纳粹利用
了。
）海德格尔这一时期的讲座经常提及政治事件和当时的二战。
他总是把它们同“存在的遗忘”以及技术联系起来。
他认为，一厢情愿地想建立一个几千年长盛不衰的世界性帝国，这种只求长存不求实质的偏好与希腊
人那样的真正“缔造者”相去甚远。
一个帝国的建立主要不是依靠“独裁者”或“专制政体”，而是源自“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实质”，一
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意志（li.17及下页）。
对纳粹主义的这一断言是在1941年夏天作出的，当时的希特勒政权正处于鼎盛时期。
　　1944年秋天，海德格尔（忍辱）被征召加入了国民军（即“人民风暴”，有些类似于“英国国家
卫队”或“老爹军”），沿着莱茵河挖反坦克战壕。
1945年初，他回到梅斯基希处理自己的手稿以确保它们安然无恙。
6月，也就是德国纳粹政府最终垮台的两个月后，海德格尔去了弗莱堡，出现在“去除纳粹委员会”
面前。
法国占领军中的一些军官与海德格尔取得了联系，并为能使他和长期以来崇拜他的让-保罗·萨特见面
作过多次安排。
这一计划并没有实现。
但他与萨特有书信来往，还和法国最忠实的海德格尔崇拜者让·波弗莱结下了友谊。
1946年他被禁止上讲台，这项禁令一直持续到了1949年。
不过，他可以保留自己的图书馆，并被大学授予了荣誉退休教授的名誉。
这项决定获得了弗莱堡大学当局和法国政府的支持，这一支持部分是根据他的老朋友雅斯贝尔斯的一
份报告作出的。
　　海德格尔的写作生涯和讲坛生涯又重新焕发了活力。
他面对一小群听众作了“诗人何为？
”（1946）的演讲，以此来纪念里尔克逝世二十周年。
他还发表了写给波弗莱的信--“关于人道主义”（1947），在其中他将自己的哲学同法国存在主义拉
开了距离。
1949年12日，海德格尔为不来梅俱乐部作了四场演讲，其中题为“物”的一场是他1950年在巴伐利亚
艺术学院所作的。
他又恢复了和老朋友的交往：阿伦特于1950年来拜访他，他同阿伦特以及雅斯贝尔斯的书信来往也恢
复了。
1953年他再次到巴伐利亚艺术学院演讲，这次的题目是“技术问题”。
他的游历范围比先前更广了。
1955年他到瑟里西拉瑟勒发表了题为“什么是哲学？
”的演讲，随后又在普罗旺斯地区的埃克斯市发表了“黑格尔与希腊人”（1957）的演讲，并在那里
与勒内。
夏尔成为了朋友。
1959年在他七十岁生日那一天，梅斯基希授予他荣誉市民的称号。
1962年他首次访问希腊，1967年又再次访问这里，并在雅典科学和艺术学院作了题为“艺术的起源和
思想的使命”的演讲。
从1966到1973年，他先后在法国普罗旺斯的勒托尔和德国的采林根区举办了一系列研讨班。
在1966年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他试图为自己在纳粹时期的行为作出解释。
这次采访在他逝世后十年才以“只有一位神才能拯救我们”为题发表。
这一标题是他在接受采访中引用的荷尔德林一首诗中的句子：“在我的少年时期／一位神常常拯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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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免受成年人的呵斥和棍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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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觉得他（作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理解是可信的，他让这些思想对普通读者变得较为浅易
，却并不曾让这些思想变得俗陋。
这是导论写作难能之处。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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