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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著名存在主义大师，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虽然，法国哲学家萨特是存在哲学的一个响亮的名字，但学术界的研究愈来愈认识到&ldquo;本世纪存
在主义的真正发源不是在法国，而是在德国，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不仅在时间上先于萨特
，而且更加深刻和更有创见性。
&rdquo;有人认为，海德格尔不仅是康德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对形而上学的批评家，可以同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等西方思想巨匠并肩，而且他关于存在与时间意义的探讨，对艺术理论
和技术性的沉思，对语言格局的理论，以及对真理与逻辑模式的矫正，都对当代西方各种学说产生了
影响。
　　海德格尔的主题，不是揭示人的行为或我们心灵的活动，而是通过确立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的最
本质的东西来阐明存在这个概念，这无疑是哲学的真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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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信仰的真正的生存意义便是：信仰=再生。
我们必须事先把存在的本质当做值得思的东西加以深思，在这么思的时候，我们首先体会到在某种程
序上我们被召唤着为这种经验探出一条路，并将它辟为一条通向至今仍无路的地方去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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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路标　　1．形而上学是什么？
　　&ldquo;形而上学是什么？
&rdquo;&mdash;&mdash;这个问题令人期待着要大谈形而上学。
我们无意于此。
我们不要大谈形而上学，而要探讨一个特定的形而上学问题。
通过此探讨，看来我们就把自身直接放进形而上学中去了。
唯有这样，我们才使形而上学真有可能来作自我介绍。
　　我们打算先摊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然后试图展开这个问题，最后回答这个问题。
　　①摊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　　从正常人的了解的观点看来，哲学就是黑格尔所说的&ldquo;颠倒了
的世界&rdquo;。
因此我们的人手处就很特别，需要作准备性的界说。
这是由形而上学问题的双重特性引起的。
　　首先，每个形而上学问题总是包括形而上学问题的整体。
它总是这个整体自身。
其次，每个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只能这样被追问，即：发问者本身包括在问题里面，也就是说，已被摆
到问题中去了。
由此我们得到下列启发：形而上学的追问，是必须就整体来进行，并且必须从发问者此在的本质的处
境中来进行的。
我们是在此时此地为我们自身而发问。
我们的此在&mdash;&mdash;在研究人员、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中&mdash;&mdash;是由科学规定着的。
既然科学成了我们的热忱之所在，那么在我们的此在深处究竟发生什么本质情况呢？
　　各门科学千差万别。
它们探讨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
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只是靠各学科的实际
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
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在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
　　然而，在一切科学中，当我们探索其最根本的旨趣的时候，我们是和存在者本身打交道。
恰恰从各门科学的角度来看，决没有一个领域比另一个领域优先，自然既不比历史优先，历史也不比
自然优先。
决没有一种对象的探讨方式高于另一种。
数学知识并不比语言学历史知识更严格。
数学只有&ldquo;精确性&rdquo;的特点，而这是不能与严格性混为一谈的。
向历史要求精确，就会与精神科学的特殊严格性观念相抵触。
贯穿在这样支离破碎的各门科学中的那种与世界相关涉的情况，让各门科学各自去寻找存在者本身，
为的是要按其内蕴和存在的方式，把存在者造成一种研究对象，一种说明问题的对象。
按此观念说来，就是在各门科学中正在完成着一种逼近万物之本的工作。
　　世界对存在者本身的这种特殊的关涉情况，是由人的生存的一种自由选定的态度来承担和进行的
。
人的先于科学的活动和在科学之外的活动固然也和存在者打交道，但科学的出色之处却在于以其特有
的方式明确而且唯一地给事情本身作出最初的与最后的断言。
在这样追问、这样规定和这样论证的这回事中，就在进行着一种特别的、有限制的、屈从于存在者本
身的事，以至于一切都要在存在者身上来显示自身。
科学研究与理论的这种职责，逐渐变成在人的整个生存中可能出现的一种特有的、虽然有限制的领导
地位的根据。
科学对世界的特殊关涉情况，以及人进行这种关涉的态度，自然要在我们看到并掌握这样保持着的那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

种与世界的关涉情况中所发生的情况时，才被充分理解到。
人&mdash;&mdash;众多存在者中的一个存在者&mdash;&mdash;&ldquo;从事科学研究&rdquo;。
在此&ldquo;从事&rdquo;中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叫做人的存在者进入存在者整体，而且在这一进
入时，并通过这一进入，存在者就在其所是的情况以及如何是的情况中动作起来。
必须先以这种方式得到这一动作起来的进入的帮助，然后存在者才能达到自身。
　　这三回事&mdash;&mdash;与世界关涉的情况，态度，进人&mdash;&mdash;在根苗上是完全统一的
，而且即在此统一中把此在的一种动人的单纯性和敏锐性带进科学的生存。
如果我们明确地为我们占有了如此阐明的那种科学的此在，那我们就不能不说：　　世界所关涉的就
是存在者本身&mdash;&mdash;再无他物。
　　每个态度赖以选定其方向的，就是存在者本身&mdash;&mdash;别无他物。
　　进入存在者整体时用以进行科学探讨的，就是存在者本身&mdash;&mdash;此外更无他物。
　　但是很奇怪&mdash;&mdash;恰恰在研究科学的人确实把握住最本己的东西之处，他谈论的竟是另
外的东西。
被研究的应该只是存在者&mdash;&mdash;再无物矣；仅是存在者&mdash;&mdash;别无物矣；唯有存在
者&mdash;&mdash;此外更无物矣。
　　这个无是怎么回事？
我们谈得如此自然而然，难道这是偶然的事吗？
难道这只是一种谈论方式&mdash;&mdash;再无物矣？
　　但是我们对这个&lsquo;无&rsquo;①关心些什么呢？
这个&lsquo;无&rsquo;恰恰是被科学否认掉并且当作虚无的东西牺牲掉了。
可是，如果我们这样牺牲掉&lsquo;无&rsquo;，我们岂不是恰恰承认了它么？
但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承认，我们能谈得上一种承认吗？
也许这样谈来谈去已经陷入一种空洞的辞句之争。
反之，科学现在必须重新郑重而清醒地宣称它只过问存在者。
这个&lsquo;无&rsquo;&mdash;&mdash;对科学来说，它怎么能不是一种可厌之事与虚幻之物呢？
如果科学是正确的，那么只有一件事情是确定不移的：科学不愿与闻&lsquo;无&rsquo;。
归根到底，这就是对&lsquo;无&rsquo;的一种严格的科学理解。
我们以不愿与闻&lsquo;无&rsquo;来知&lsquo;无&rsquo;。
　　科学不愿与闻&lsquo;无&rsquo;。
但是也仍然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即：在科学试图道出其自己的本质之处，科学就乞灵于&lsquo;
无&rsquo;。
科学所抛弃的东西，科学就需要它。
在这里暴露出什么样的两面物来了呢？
　　当我们领悟到我们当下的生存&mdash;&mdash;作为一种由科学规定着的生存&mdash;&mdash;的时
候，我们就陷入一种纠纷之中。
通过此纠纷，一个问题已经摊出来了。
这个问题只要求用特别的讲法来道出：&lsquo;无&rsquo;是怎么回事？
　　②追问一个&lsquo;无&rsquo;的问题　　把追问&lsquo;无&rsquo;的问题展开，就必定使我们进入
这样这样的境地，从这个境地里才有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才看到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能的。
&lsquo;无&rsquo;被承认了。
科学以一种高傲的无所谓的态度对待&lsquo;无&rsquo;，把&lsquo;无&rsquo;当作&ldquo;不有&rdquo;的
东西牺牲掉了。
　　然而我们试图追问&lsquo;无&rsquo;。
&lsquo;无&rsquo;是什么呢？
刚一接触这个问题，就已显示出某种异乎寻常的东西。
在这一发问中，我们自始就把&lsquo;无&rsquo;定为某种如此如此&ldquo;存在着&rdquo;的东
西&mdash;&mdash;作为一个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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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lsquo;无&rsquo;却恰恰与存在者截然不同。
追问&lsquo;无&rsquo;&mdash;&mdash;问&lsquo;无&rsquo;是什么以及如何是&mdash;&mdash;就把所问
的东西变成了它的反面。
这个问题本身就剥夺了它自己的对象。
　　据此看来，任何对此问题的答案都是自始就不可能的。
因为任何答案都必然逃不出这个形式：&lsquo;无&rsquo;&ldquo;是&rdquo;如此如此。
着眼于&lsquo;无&rsquo;的问题与答案，都同样在自身之内就是蹩扭的。
　　因此根本不需要科学来驳斥它。
一般进行思维时通用的基本规则，必须避免矛盾的原则，一般&ldquo;逻辑&rdquo;，都压下这个问题
不谈。
因为思维在本质上总是思维某物，若竞思维&lsquo;无&rsquo;，那就不能不违反它自己的本质来行事了
。
　　如果前提是：要在这个问题中以&ldquo;逻辑&rdquo;为最高准绳，要以知性为手段并通过思维的
途径，以求原始地把握&lsquo;无&rsquo;并对&lsquo;无&rsquo;可能暴露的真相作出决
断&mdash;&mdash;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因为我们始终无法把&lsquo;无&rsquo;作成对象，我们就对
追问&lsquo;无&rsquo;的问题已经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然而&ldquo;逻辑&rdquo;的统治权威碰得吗？
在追问&lsquo;无&rsquo;的这个问题中，知性岂不是确实在作主吗？
据说我们根本只有靠知性之助才能规定&lsquo;无&rsquo;，并把&lsquo;无&rsquo;定为一个问题，虽然
只是一个要把自己本身吞噬掉的问题哩。
因为&lsquo;无&rsquo;是对存在者的一切的否定，是根本不存在者。
我们在此却是把&lsquo;无&rsquo;置于有&lsquo;不&rsquo;的性质的东西的更高规定之下，亦即置于被
否定的更高规定之下了。
但按有统治权威而且简直碰不得的&ldquo;逻辑&rdquo;理论讲来，否定是知性的一种特殊活动。
我们怎么可以想在追问&lsquo;无&rsquo;的问题中甚至在&lsquo;无&rsquo;是否可以追问的问题中不要
知性呢？
我们在此所假定的东西竞如此可靠吗？
这个&lsquo;不&rsquo;，这个否定性，从而这个否定，都是把&lsquo;无&rsquo;作为一种特别的被否定
者而包括着的更高规定吗？
仅仅因为有这个&lsquo;不&rsquo;，也就是说，仅仅因为有这个否定，就有&lsquo;无&rsquo;吗？
或者事情是恰恰相反呢？
只是因为有&lsquo;无&rsquo;，才有这个否定与这个&lsquo;不&rsquo;呢？
这是还没有决定的，甚至还没有被提出来成为明确的问题。
我们主张：&lsquo;无&rsquo;比&lsquo;不&rsquo;与否定更原始。
　　如果这个命题是正确的，那么作为知性活动的否定之所以可能，便以某种方式依赖于&lsquo;
无&rsquo;。
从而知性本身便以某种方式依赖于&lsquo;无&rsquo;。
那么知性怎么可以想去决定&lsquo;无&rsquo;呢？
着眼于&lsquo;无&rsquo;的问题与答案好像很蹩扭的情况，毕竟只是出自游荡不定的知性之盲目固执己
见么？
　　但是，如果我们被追问&lsquo;无&rsquo;的问题在形式上的不可能所迷惑，而不管可能与否都提出
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至少就不能不满足于在对任何问题可能进行追问时所始终要要求的基本的东西。
如果&lsquo;无&rsquo;本身要像往常那样被追问，那么它必须事先被给予。
我们须能够遇到&lsquo;无&rsquo;。
　　我们在什么地方寻求&lsquo;无&rsquo;？
我们如何发现&lsquo;无&rsquo;？
为了发现某物，我们不是必须根本已经知道现有此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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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一个人当下而且多半只有在已经假定被寻求的东西是现成存在着的时候，这个人才能寻求。
但&lsquo;无&rsquo;现在是被寻求的东西。
到底有一种不带上述假定的寻求、一种只是纯粹发现而已的寻求吗？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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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次走近大师的心灵之旅，或许会改变你的一生。
哲学是人生观的学问，哲学是心灵的完善，哲学是生命的诗。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德格尔存在哲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