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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
信领会了它。
但现在却茫然失措了。
“存在着 ”这个词究竟意指什么？
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没有。
所以现在需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
我们今天之所以茫然失措仅仅是因为不领会 “存在”这个词吗？
不。
所以现在首先要重新唤醒对这个问题的意义之领悟。
　　 《近现代西方伦理学家思想精华丛书》之一，本丛书包括了卢梭、康德、摩尔、边沁、海德格尔
、蒂里希、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八大名家。
各部案例研究都相当精深别致，不同凡响。
如何做西学？
尤其是如何料理西方伦理学？
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书中作者都以他们独到的研究和勇敢的探索，对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的解答
，无论他们的解答是否全面，是否准确，是否精当，他们的努力都是值得重视和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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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唯航，男，1974年生，山东菏泽人。
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
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在各类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代表作：《论海德格尔建构生成的思维方式》、《从现成到生成——论哲学思维方式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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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存在遗忘之源　（二） 胡塞尔现象学的“构成观”　（三） “生成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
点　（四） “生成论”视域下的海德格尔伦理之维　（一） 伦理之思的存在境域　（二） 直面良知
　（三） 向死而在东西对话 　（一） 哲学旨趣的比较　（二） 哲学观点的比较　（三） 思维方式的
比较附录一 海德格尔生平年表附录二 海德格尔著作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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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的确，如果我们认真体会海德格尔的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与东方哲学　　思想尤其是中国古代
的道家思想的相通与相融之处。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　　统是“两希精神”——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的发扬与壮大，它同时兼有
理　　性传统和非理性传统，甚至包含有神秘主义的思想因素。
但从总体倾向上看　　，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则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传统。
　　柏拉图为理性主义主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以理性方式认知人、认　　知存在的历史。
他以理念理解存在，对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做出区分，高扬　　理念，贬抑现象，造成感觉与超感觉
、自然与超自然、现象与本质的分裂与　　对立，并认为后者品质上优越于前者。
对于人来说，人由理性、灵魂和肉体　　三部分组成。
其中，人的理性要优越于他的灵魂和肉体，肉体并不可靠，而　　理性却最高贵并且不朽的，只有运
用理性，才能深达事物的本质。
　　柏拉图理性至上的哲学经过亚里士多德和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发展，在近　　代，由笛卡尔继续发
扬光大。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名言，既确立了笛卡　　尔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了理性的地位。
一方面，由于对“我思”的特　　别强调，理性被视为一种无所不包、决定着万事万物之存在与发展
的实体与　　动力；另一方面，人被确立为特殊的主体，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加强，为了　　能使主
体更好地实现自我、满足自我、发展自我，主体应该自觉地将自身与　　自然界分离出来。
这样一来，由柏拉图所开启的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裂　　就进一步转化为主体与客体的明确区分
和对立，主体和客体成了两个独立的　　实体，为了使两者发生关系，就需要采用认识的手段，于是
，知识便成为理　　性的中心。
　　在后来的哲学发展史上，尽管康德意识到笛卡尔哲学所造成的分裂并试　　图为理性划定界限，
为信仰留下地盘，但最终未能突破笛卡尔的“我思”模　　式，而他的“三批判书”更是把理性作为
考察研究的主要对象，强调人的理　　性的本质——“人自身实在有个使他与万物有别，并且与他受
外物影响那方　　面的自我有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①。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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