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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源之思”说的是对本源的思考，由于本源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境域生成性的，所以人们思考本源的
方式也必须是境域生成性的。
“诗性突围”说的就是海德格尔用境域生成性的思维来思考本源。
对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比较中来进行说明。
传统形而上学是用理性逻辑的方法来通达“本源”(即本体)的。
他们认为的本体是固定的，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一”，不具有境域生成性。
而海德格尔则改变了表象思维的固化模式，而转变为一种非对象化的诗性思维，强调思维的境域生成
性。
思与境偕，思归属于境域。
思要从境域之音中获得音信，思是对境域之音的回应。
而最本源的境域是天地入神源初的相互归属性，是作为“之间”的命运。
我们所的境域不是一块由边界而来的区域，而是一种无边界的边界，它是我们所到的边界的本源，是
一种不可被表象的“广袤”，是一种生成，境域即生成之域，生成也即境域生成。
“境域生成”命名的是一股聚集着的源初统一着的生成着的强力。
而这种境域生成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作为“之间”的“命运”。
境域生成就是命运的运作，就是亲密性，聚集性、归属性的运作，也是“一着一切”的运作。
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的研究将最终通往对“命运之诗”的思考。
“命运之诗”说的是命运本源的诗性生成，也就是说本源的发生是命运性的，而此一命运性的发生也
就是诗性的生成。

本书主要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其存在之思的诗性方法以及由此而最终导向命运本源的诗性生成
思想进行研究。
其主要的研究路向就是以本源即诗性，以及命运即本源(也即本源的生成是命运性的、诗性的)为指针
。
将海德格尔的诗性突围界定为“境域生成”之指引，也即命运之指引。
本书将海德格尔的研究分为上下两编，分别研究海德格尔的前后两个时期，在上编中主要研究其前期
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其中主要以“境域指引”为路向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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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发挥民主管理的作用　　合作社的“人合”性质决定了“一人一票制”民主管理的巨大牵制作
用，但现实中有的合作社很少实施民主管理，基本上以大户、政府部门或者龙头企业为主，个体社员
对合作社的依赖性过大，无法影响经营决策。
以专业合作社的财务管理为例，一些规模较小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基本上没有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
，会计核算工作处于混乱状况，社员的监督作用根本无从发挥。
因此，必须按《会计法》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等规定，明确合作社内部岗位责任制，
实行钱、账、物分管，建立健全签收、审批和内部稽核制度。
在会计核算方面，根据《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首先，按现代农业制度要求，根据自身
实际，制定适合本社的核算流程，如收购环节的核算、生产（加工）环节的核算、销售环节的核算等
。
其次，按制度规定实行岗位分工，规范资金审批使用程序，按照规定程序办理资金收支业务，实行理
事长、监事长联审联签和监事会民主监督与成员监督相结合的监管制度，充分发挥监事会的民主监督
作用，对财务运行实施监管。
对重大事项或额度较大的资金收付业务，应当实行集体决策或“一事一议”公决，并建立完善的责任
追究制度。
　　2.建立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　　目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对财务管理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
视，没有，设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人员素质也较低，一般无专职的财会人员，即使有也大多数都
不具备会计从业资格，有的合作社甚至不设会计，出纳由村干部兼任，遇有关部门需要报送会计报表
或财务检查时，临时花钱聘请，会计核算工作处于混乱状况。
会计核算不规范，是合作社普遍存在的现象。
而且，普通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完全适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此，国家专门制定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财务会计制度》，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的财务会计制度进行核算，同时
还确立了财务公开制度，但现实中农村缺少这样的会计人才，在实际操作中建立规范的会计制度的往
往是一些大的合作社，小规模的合作社很难落实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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