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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总体介绍。
从最早期的实际性的解释学到最晚期的四合思想（Geviert），作者都基于海德格尔文本做了深入浅出
的勾勒与描述。
本书不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基本主题，即亚里士多德、时间、荷尔德林、尼采、技术等主题给与充分
关注，而且对原始基督教、恩斯特·荣格等这些为中文学界所忽视的主题进行了必要阐明。
这将带来对海德格尔思想更加完整的理解。
作者对海德格尔思想有长时间的研读和根本同情，对想要概观海德格尔思想的读者而言，这是一本可
靠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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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彼得·特拉夫尼（Peter Trawny） 译者：张振华 杨小刚  彼得·特拉夫尼（Peter Trawny
），1964年生于德国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
在波鸿、弗莱堡、巴塞尔和乌泊塔等地学习哲学、音乐学和艺术史。
曾在上海、维也纳与斯德哥尔摩等地任职，目前为乌泊塔大学编外教授。
编有海德格尔全集第35卷、69卷、86卷和90卷。
主要著作：《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或欧洲的明日》（2004），《苏格拉底或政治哲学的诞生》（2007
），《Adymn：海德格尔的隐微哲学》（2010），《媒体与革命》（2011）。
 张振华，1982年9月生，上海南汇人，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同济大学哲学系，现为同济大学
哲学系讲师，曾访学于德国弗莱堡大学，主治海德格尔哲学、现象学，兼及中文思想传统。
 杨小刚，1981年4月生，陕西人，同济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博士在读，博士
课题专攻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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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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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际性” 第三节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开端 第二章存在问题 第一节此在分析论或作为向死存在
的生存 第二节此在的历史性 第三节存在学差异 第三章存在之历史 第一节“本有”的结构 第二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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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1945年出版的1933／1934年校长就职报告中，海德格尔指出，在1932年左右他已经对恩斯
特·荣格的著作《总体动员》（1930年）以及《劳动者：统治与型式》（1932年）进行了研究和“详
细讨论”（全集卷16，第375页）。
此外他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个文本“显示出一种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性理解，因为它在尼采的形
而上学的视域下对西方历史及当下作出观察和展望”。
我们必须以尼采哲学为背景来研究和阅读荣格的著作，以便发现那些基础，正是这些基础为海德格尔
日后将技术阐释为“合置”做好了准备。
 荣格著作的目的是尝试认清，一种新的人类“类型”（Typus）如何紧接在一战的技术装备战之后出
现。
这样一种“类型”完全赞同并极力推进日益渗透入日常生活的技术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认
出了时代的征象。
这种技术化趋向于总体性（Totalit（a）t），因而以暗指军事用语的方式被称为“总体动员”（totale
Mobilmachung）。
在一个“总体动员”的世界，一切都与促动作用（Dynamisierung）以及技术化脱不了干系，即使“物
质”在自然科学中也被理解为能量和运动的一种样态。
 荣格认为，技术装备战中的士兵是一种新的人类“类型”，因为士兵对战争的经验是，在这个事件中
，唯一重要的是尽可能完美地完成其“劳动”。
与此同时士兵明白，无论战斗是胜是败，都不取决于作为个体的他。
事关宏旨的仅仅是对材料——士兵本人也必须被算作材料——进行最优利用。
 荣格认为，一战以后这样一种态度无疑已经凝固为“类型化的”生活方式。
不过这种生活方式中的“类型”不再是士兵，而是“劳动者”（Arbeiter）。
这种“类型”不再把生活理解为一种通向幸福的个人可能性，而是理解为无限制地效力于“权力意志
”的任务，通过这种毫不间断的效力来达到统治地位，从而在“总体动员”的意义上建立世界。
“劳动者”之“类型”并非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现象，而是一种形而上学“型式”（Gestalt）的现象化
呈现（Ph（a）nomenalisierung）。
凭此概念，荣格矗立于柏拉图思想的传统中。
 在这种语境关联内，荣格在《劳动者》中写道：“技术是劳动者之型式对世界进行动员的方式和方法
。
”荣格在这里所观察到的现象明白无疑。
在此首先涉及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对人、机器以及信息进行加速的经验。
为了将遍及各处的速度增长与不断提高的能源消耗的增长情况确定下来，荣格在进行时代诊断时可能
系统地研究了全部世界领域（Weltbereiche）（即便体育与业余活动也被释解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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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德格尔导论》作者对海德格尔思想有长时间的研读和根本同情，对想要概观海德格尔思想的读者
而言，这是一本可靠的入门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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