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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乃树林的古名 。 林中有路。 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杳元人

迹处。

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条路各自延展，但却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彼此相类。

然而只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己。

林业工和护林人识得这些路。 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在林中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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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艺术作品的本源①

本摞②一词在此指的是，一个事物从何而来，通过什么它是其

所是并且如其所是。某个东西如其所是地是什么，我们称之为它

的本质。某个东西的本源就是它的本质之源。对艺术作品之本源

的追问就是追问艺术作品的本质之源。按照通常的想法，作品来

自艺术家的活动，是通过艺术家的活动而产生的。但艺术家又是

通过什么、从何而来成其为艺术家的呢？③ 通过作品；因为一件作

品给作者带来了声誉，这就是说：惟有作品才使艺术家以一位艺术

大师的身份出现。艺术家是作品的本源。作品是艺术家的本源。

彼此不可或缺。但任何一方都不能全部包含了另一方。无论就它

们本身还是就两者的关系来说，艺术家与作品向来都是通过一个

第三者而存在的；这个第三者乃是第一位的，它使艺术家和艺术作

品获得各自的名称。这个第三者就是艺术。

① 1960 年富克拉姆版·此项尝试(1935/1937 年〉依照对“真理”这个名称的不当

使用（表示被克制的澄明与被照亮者）来说是不充分的． 参看《路标》第 268 页以下，

“黑格尔与希腊人”一文才面向恩的事情》，第 77 页注，“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

务”。一一艺术·在本有（ Ereignis）中被使用的自行遮蔽之澄明的产生（ Her-vor-brin

gen ）一一进入构形（Ge-biId ）之庇护．一一作者边注

产生与构形：参看“语言与家乡”，《从思想的经验而来扎一一作者边注

② 1960 年富克拉姆版：关于“本源”（ Ursprung）的谈论易致误解， 一一作者边注

③ 1960 年雷克拉姆版：艺术家之所是．一一作者边注



2 林中路

正如艺术家必然地以某种方式成为作品的本隙，其方式不同

于作品之为艺术家的本源，同样地，艺术也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确

凿无疑地同时成为艺术家和作品的本源 。 但艺术竟能成为一个本

源吗？哪里以及如何有艺术呢？艺术，它只还不过是一个词语而

2 已，再也没有任何现实事物与之对应。它可以被看作一个集合观

念，我们把仅从艺术而来才是现实的东西，即作品和艺术家，置于

这个集合观念之中 。 即使艺术这个词语所标示的意义超过了一个

集合观念，艺术这个词语的意思恐怕也只有在作品和艺术家的现

实性的基础上才能存在 。 抑或，事情恰恰相反？惟当①艺术存在，

而且是作为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拥而存在之际，才有作品和艺术

家吗？

无论怎样做出决断，关于艺术作品之本源的问题都势必成为

艺术之本质的问题。 可是，因为艺术究竟是否存在和如何存在的

问题必然还是悬而未决的，所以，我们将尝试在艺术无可置疑地起

现实作用的地方寻找艺术的本质。 艺术在艺术 作品中成就本

质 。 但什么以及如何是一件艺术作品呢？

什么是艺术？这应当从作品那里获得答案 。 什么是作品？我

们只能从艺术的本质那里经验到 。 任何人都能觉察到，我们这是

在绕圈子。 通常的理智要求我们避免这种循环，因为它是与逻辑

相抵悟的 。 人们认为，艺术是什么，可以从我们对现有艺术作品的

比较考察中获知 。 而如果我们事先并不知道艺术是什么，我们又

如何确认我们的这种考察是以艺术作品为基础的呢？但是，与通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有艺术 （ Es die Kunst gibt ）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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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对现有艺术作品的特性的收集一样，我们从更高级的概念作推

演，也是同样得不到艺术的本质的；因为这种推演事先也已经看到

了那样一些规定性，这些规定性必然足以把我们事先就认为是艺

术作品的东西呈现给我们 。 可见，从现有作品中收集特性和从基 3

本原理中进行推演，在此同样都是不可能的；若在哪里这样做了，

也是一种自欺欺人。

因此，我们就不得不绕圈子了。这并非权宜之计，也不是什么

缺憾。 踏上这条道路，乃思想的力量 ；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想

的节日一一假设思想是一种行业的话。 不仅从作品到艺术和从艺

术到作品的主要步骤是一种循环，而且我们所尝试的每一个具体

步骤，也都在这种循环之中兜圈子。

为了找到在作品中真正起着支配作用的艺术的本质，我们还

是来探究一下现实的作品，追问一下作品：作品是什么以及如

何是。

艺术作品是人人熟悉的 。 在公共场所，在教堂和住宅里，我们

可以见到建筑作品和雕塑作品 。 在博物馆和展览馆里，安放着不

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 。 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作品的未经触

及的现实性去看待它们，同时又不至于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显而易

见：这些作品与通常事物一样，也是自然现存的。一幅画挂在墙

上，就像一支猎枪或者一顶帽子挂在墙上。一幅油画，比如凡 · 高

那幅描绘一双农鞋的油画，就从一个画展转到另一个画展。人们

运送作品，犹如从鲁尔区运送煤炭，从黑森林运送木材。在战役期

间，士兵们把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与清洁用具一起放在背包里。 贝

多芬的四重奏存放在出版社仓库里，与地害里的马铃薯无异。



在 林中路

所有作品都具有这样一种物因素（ das Di nghaft的 。 倘若它

们没有这种物因素会是什么呢？但是，我们也许不满于这种颇为

粗俗和肤浅的作品观点。发货人或者博物馆清洁女工可能会以此

种关于艺术作品的观念活动。但我们却必须根据艺术作品如何与

4 体验和享受它们的人们相遭遇的情况来看待它们 。 可是，即便人

们经常引证的审美体验也摆脱不了艺术作品的物因素 。 在建筑作

品中有石质的东西。 在木刻作品中有木质的东西。在绘画中有色

彩的东西，在语言作品中有话音，在音乐作品中有声响 。 在艺术作

品中，物因素是如此稳固，以致我们毋宁必须反过来说 ：建筑作品

存在于石头里。木刻作品存在于木头里。 油画在色彩里存在。 语

言作品在话音里存在。音乐作品在音响里存在。这是不言而喻的

嘛一一人们会回答。确然。但艺术作品中这种不言自明的物因素

究竟是什么呢？

对这种物因素的追问兴许是多余的，引起混乱的，因为艺术作

品除了物因素之外还是某种别的东西。 其中这种别的东西构成艺

术因素。诚然，艺术作品是一种制作的物，但它还道出了某种别的

东西，不同于纯然的吻本身，即创λo dγop EVE I 。 作品还把别的东

西公之于世，它把这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所以作品就是比喻。 在

艺术作品中，制作物还与这个别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结合”在

希腊文中叫作。vµ!JaλλElV。作品就是符号。①

比喻和符号给出一个观念框架，长期以来，人们对艺术作品的

描绘就活动在这个观念框架的视角中 。 不过，作品中唯一的使某

① 此处“符号”（Symbol)亦可译作“象征’＼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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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的东西敞开出来的东西，这个把某个别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东

西，乃是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看起来，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差不

多像是一个屋基，那个别的东西和本真的东西就筑居于其上。 而

且，艺术家以他的手工活所真正地制造出来的，不就是作品中的这

样一种物因素吗？ , 
我们是要找到艺术作品的直接而丰满的现实性；因为只有这

样，我们也才能在艺术作品中发现真实的艺术。 可见我们首先必

须把作品的物因素收入眼帘。为此我们就必须充分清晰地知道物

是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艺术作品是不是一个物，而还有

别的东西就是附着于这个物上面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出决 5

断，根本上作品是不是某个别的东西而决不是一个物。

物与作品

物之为物，究竟是什么呢？当我们这样发问时，我们是想要认

识物之存在（即物性，die Dingheit） 。要紧的是对物之物因素的经

验。为此，我们就必须了解我们长期以来以物这个名称来称呼的

所有那些存在者所归属的领域。

路边的石头是一件物，田野上的泥块也是一件物。 瓦罐是一

件物，路旁的水井也是一件物。但罐中的牛奶和井里的水又是怎

么回事呢？如果把天上白云，田间割草，秋风中的落叶，森林上空

的苍鹰都名正言顺地叫作物的话，那么，牛奶和水当然也是物。实

际上，所有这一切都必须被称为物，哪怕是那些不像上面所述的东

西那样显示自身的东西，也即并不显现的东西，人们也冠以物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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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这种本身并不显现的物，即一种“自在之物”，例如按照康德的

看法，就是世界整体，这样一种物甚至就是上帝本身 。 在哲学语言

中，自在之物和显现出来的物，根本上存在着的一切存在者，统统

被叫做物 。

在今天，飞机和电话固然是与我们最切近的物了，但当我们意

指终极之物时，我们却在想完全不同的东西 。 终极之物，那是死亡

和审判。总的说来，物这个词语在这里是指任何全然不是虚无的

东西 。 根据这个意义，艺术作品也是一种物，只要它是某种存在者

的话。可是，这种关于物的概念对我们的意图至少没有直接的帮

6 助 。 我们的意图是把具有物之存在方式的存在者与具有作品之存

在方式的存在者划分开来 。 此外，把上帝叫做一个物，也一再让我

们大有顾忌 。 同样地，把田地上的农夫、锅炉前的火夫、学校里的

教师视为一种物，也是令我们犹豫的 。 人可不是物啊 。 诚然，对于

一个遇到过度任务的小姑娘，我们把她叫做还太年少的小东西，①

之所以这样，只是因为在这里，我们发觉人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已

经丢失，以为宁可去寻找那构成物之物因素的东西了 。 我们甚至

不能贸然地把森林旷野里的鹿，草木丛中的甲虫和草叶称为一个

物 。 我们宁愿认为锤子、鞋子、斧子、钟是一个物，但甚至连这些东

西也不是一个纯然的物 。 纯然的物在我们看来只有石头、土块、木

头，自然和用具中无生命的东西 。 自然物和使用之物，就是我们通

常所谓的物 。

于是，我们看到自己从一切皆物（物＝ res 二 ens ＝存在者），包

① 此处“东西”原文为 Ding，即上下文出现的“物”。 一一译注



1 艺术作品的本源 7 

括最高的和终极的东西也是物这样一个最广的范围，回到纯然的

物这个狭小区域里来了 。 在这里，“纯然”一词一方面是指 ：径直

就是物的纯粹之物，此外无他；另一方面 ，“纯然”同时也指 ：只在一

种差不多带有贬义的意思上还是物。 纯然的物，甚至排除了用物，

被视为本真的物。 那么，这种本真的物的物因素基于何处呢？物

的物性只有根据这种物才能得到规定。 这种规定使我们有可能把

物因素本身描画出来。 有了这样的准备，我们就能够描画出作品

的那种几乎可以触摸的现实性，描画出其中还隐含着的别的东西。

现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自古以来，只要存在者究竟是

什么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其物性中的物就总是作为赋予尺度的

存在者而一再地突现出来了 。 据此，我们就必定已经在对存在者

的传统解释中与关于物之物性的界定相遇了 。 所以，为了解除自 7

己对物之物因素的探求的枯燥辛劳，我们只需明确地获取这种留

传下来的关于物的知识就行了 。 关于物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

某种程度上是我们熟悉的，我们不认为其中还有什么值得追问的

东西。

对物之物性的各种解释在西方思想进程中起着支配作用，它

们早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了，今天还在日常中使用 。 这些解释可以

概括为三种 。

例如，这块花岗岩石是一个纯然的物。 它坚硬、沉重、有长度、

硕大、不规则、粗糙、有色、部分黯淡、部分光亮 。 我们能发觉这块

岩石的所有这些因素。 我们把它们当作这块岩石的识别特征。 而

这些特征其实意味着这块岩石本身所具有的东西。 它们就是这块

岩石的固有特性。 这个物具有这些特性。 物？我们现在意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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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显然，物绝不光是特征的集合，也不是

这些特征的集合由以出现的各种特性的堆积 。 人人都自以为知

道，物就是那个把诸特性聚集起来的东西 。 进而，人们就来谈论

物的内核 。 希腊人据说已经把这个内核称为甘心πOKE(µevov［基

体、基底］了 。当然，在他们看来，物的这个内核乃是作为根基、

并且总是已经呈放在眼前的东西 。 而物的特征则被叫做 TCx

σv!3e!3η时Tα ， ①即总是也已经与那个向来呈放者一道出现和产生

的东西。

这些称法并不是什么任意的名称。其中道出了希腊人关于在

场状态（Anwesenheit）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经验。 这是

我们这里不再能表明的了。而通过这些规定，此后关于物之物性

的决定性解释才得以奠基，西方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解释才得以固

定下来。这种解释始于罗马一拉丁思想对希腊词语的汲取。 。π。－

8 KE(µevov［基体、基底］成了 subiectum［主体］； vπOOTαats［呈放者］

成了 substa n t i a［实体］； σu呻E!3TJ KO S［特征］成了 accidens［属性］。

这样一种从希腊名称向拉丁语的翻译绝不是一件毫无后果的事

情一－确实，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它是无后果的 。 毋宁说，在

似乎是字面上的、因而具有保存作用的翻译背后，隐藏着希腊经验

向另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渡。② 罗马思想接受了希腊的词语，却没

有继承相应的同样原始的由这些词语所道说出来的经验，即没有

① 后世以“属性气accidens）译之，见下文的讨论． 译注

② 德i吾动词 ubersetzen 作为可分动词，有“摆渡、渡河”之意，作为不可分动词，有

“翻译、改写”之意．海德格尔在此突出该词的前一含义，我们权译之为“转渡”。“翻

译”不只是字面改写，而是思想的“转渡”．－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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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希腊人的话。① 西方思想的无根基状态即始于这种转渡。

按照流行的意见，把物之物性规定为具有诸属性的实体，似乎

与我们关于物的素朴观点相吻合。毫不奇怪，流行的对物的态度，

也即对物的称呼和关于物的谈论，也是以这种关于物的通常观点

为尺度的。 简单陈述句由主语和谓语构成，主语一词是希腊文心πo-

KE(µevov［基体、基底］一词的拉丁文翻译，既为翻译，也就有了转

义；谓语所陈述的则是物之特征。 谁敢撼动物与命题，命题结构与

物的结构之间的这样一种简单明了的基本关系呢？然而，我们却

必须追问：简单陈述句的结构（主语与谓语的联结）是物的结构（实

体与属性的统一）的映像吗？或者，如此这般展现出来的物的结构

竟是根据命题框架被设计出来的吗？

人把自己在陈述中把握物的方式转嫁到物自身的结构上

去一一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理解的呢？不过，在发表这个似乎是

批判性的、但却十分草率的意见之前，我们首先还必须弄明白，如

果物还是不可见的，那么这种把命题结构转嫁到物上面的做法是

如何可能的 。 谁是第一位和决定性的，是命题结构呢还是物的结 9

构？ 这个问题直到眼下还没有得到解决。 甚至，以此形态出现的

问题究竟是否可以解决，也还是令人起疑的 。

从根本上说来，既不是命题结构给出了句固物之结构的标准，

物之结构也不可能在命题结构中简单地得到反映。 就其本性和其

可能的交互关系而言，命题结构和物的结构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的

① 在海德格尔看来，罗马 拉丁思想对希腊思想的“翻译”只是字面上对希腊之

词语（复数的 Worter）的接受，而没有真正吸收希腊思想的内涵，即希腊的“话”（单数的

Wort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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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原始的根源 。 总之，对物之物性的第一种解释，即认为物是其

特征的载体，不管它多么流行，还是没有像它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朴

素自然。让我们觉得朴素自然的，兴许仅只是一种长久的习惯所

习以为常的东西，而这种习惯却遗忘了它赖以产生的异乎寻常的

东西 。 然而，正是这种异乎寻常的东西一度作为令人诧异的东西

震惊了人们，并且使思想惊讶不己 。

对这种流行的物之解释的信赖只是表面看来是凿凿有据的 。

此外，这个物的概念（物是它的特征的载体）不仅适合于纯然的和

本真的物，而且适合于任何存在者 。 因而，这个物的概念也从来不

能帮助人们把物性的存在者与非物性的存在者区分开来 。 但在所

有这些思考之前，有物之领域内的清醒逗留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物

之概念没有切中物之物因素，没有切中物的根本要素和自足特性 。

偶尔，我们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即，也许长期以来物之物因素已

经遭受了强暴，并且思想参与了这种强暴；因为人们坚决拒绝思想

而不是努力使思想更具思之品性。 但是，在规定物之本质时，如果

只有思想才有权言说，那么，一种依然如此肯定的感觉应该是什么

呢？不过，也许我们在这里和在类似情形下称之为感觉或情绪的

东西，是更为理性的 ， 亦即更具有知觉作用的，因而比所有理性

(Vernunft）更向存在敞开 ； 而这所有的理性此间已经成了 ratio

10 ［理智］，被理智地误解了。① 在这里，对非一理智的垂挺，作为未

经思想的理智的怪胎，帮了古怪的忙。 诚然，这个流行的物之概念

① 德文的 Yernunft（理性）与拉丁文的 ratio（理智）通常是对译的两个词语，海德

格尔在这里却对两词作了区分．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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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候都适合于任何物，但它把握不了本质地现身的物，而倒

是扰乱了它。

这样一种扰乱或能避免吗？如何避免呢？大概只有这样：我

们给予物仿佛一个自由的区域，以便它直接地显示出它的物因素。

首先我们必须排除所有会在对物的理解和陈述中跻身到物与我们

之间的东西，惟有这样，我们才能沉浸于物的元伪装的在场（An

wesen ） 。 但是，这种与物的直接遭遇，既不需要我们去索求，也不

需要我们去安排。它早就发生着，在视觉、昕觉和触觉当中，在对

色彩、声响、粗糙、坚硬的感觉中，物一一完全在字面上说－一一逼迫

着我们。物是αiσ6TJTOV［感性之物］，即，在感性的感官中通过感

觉可以感知的东西。由此，后来那个物的概念就变得流行起来了 ，

按照这个概念，物无非是感官上被给予的多样性之统一体。至于

这个统一体是被理解为全体，还是整体或者形式，都丝毫没有改变

这个物的概念的决定性特征。

于是，这种关于物之物性的解释，如同前一种解释一样，也是

正确的和可证实的。这就足以令人怀疑它的真实性了。如果我们

再考虑到我们所寻求的物之物因素，那么，这个物的概念就又使我

们无所适从了 。 我们从未首先并且根本地在物的显现中感觉到一

种感觉的涌逼，例如乐音和噪音的涌逼一一一正如这种物之概念所

断言的那样；而不如说，我们听到狂风在烟囱上呼啸，我们听到三

马达的飞机，我们听到与鹰牌汽车迥然不同的奔驰汽车。 物本身

要比所有感觉更切近于我们。我们在屋子里听到敲门，但我们从 11

未听到听觉的感觉，或者哪怕是纯然的嘈杂声。为了昕到一种纯

然的嘈杂声，我们必须远离物来听，使我们的耳朵离开物，也即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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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地听。①

在我们眼下所说的这个物的概念中，并没有多么强烈的对物

的扰乱 ，而倒是有一种过分的企图，要使物以一种最大可能的直接

性接近我们。但只要我们把在感觉上感知的东西当作物的物因素

赋予物，那么，物就决不会满足上述企图。第一种关于物的解释仿

佛使我们与物保持着距离，而且把物挪得老远；而第二种解释则过

于使我们为物所纠缠了。在这两种解释中，物都消失不见了。因

此，确实需要避免这两种解释的夸大。 物本身必须保持在它的自

持（ Insichruhen）中。物应该置于它本己的坚固性中。这似乎是

第三种解释所为，而这第三种解释与上面所说的两种解释同样地

古老。

给物以持久性和坚固性的东西，同样也是引起物的感性涌逼

方式的东西，即色彩、声响、硬度、大小，是物的质料。把物规定为

质料(Vλ币，同时也就已经设定了形式（µop呐）。物的持久性，即

物的坚固性，就在于质料与形式的结合u 物是具有形式的质料。

这种物的解释要求直接观察，凭这种观察，物就通过其外观（ elS。s)

关涉于我们。有了质料与形式的综合，人们终于寻获了一个物的

概念，它对自然物和用具物都是很适合的 。

这个物的概念使我们能够回答艺术作品中的物因素问题。 作

① 人与物之间首先是一种“存在关系”（人总是已经寓于物而存在），尔后才是－

种“认识关系”（人通过感觉去把握事物〉，故海德格尔说，人首先“听”汽车，而不是首先

听“汽车的声音”．汽车比我们所感觉的汽车声更切近于我们．这种超出“知识关系”

的实存论存在学层面上的思考，在《存在与时间 》中即已成型．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

4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陕、王庆节译，北京 1987 年，第 163 164 页．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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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的物因素显然就是构成作品的质料。 质料是艺术家创造活动

的基底和领域。 但我们本可以立即就得出这个明了的众所周知的

观点的 。 我们为什么要在其他流行的物的概念上兜圈子呢？那是 12

因为，我们对这个物的概念，即把物当作具有形式的质料的概念，

也是有怀疑的 。

可是，在我们活动于其中的领域内，质料一形式这对概念不是

常用的吗？确然。 质料与形式的区分，而且以各种不同的变式，绝

对是所有艺术理论和美学的概念图式。不过，这一无可争辩的事

实却并不能证明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是有充足的根据的，也不证明

这种区分原始地属于艺术和艺术作品的领域。 再者，长期以来，这

对概念的使用范围已经远远地越出了美学领域。 形式与内容是无

论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入其中的笼统概念。甚至，即使人们把形式

称作理性而把质料归于非理性，把理性当作逻辑而把非理性当作

非逻辑，甚或把主体一客体关系与形式一质料这对概念结合在一

起，这种表象（ Vorstellen）仍然具有一种无物能抵抗得了的概念

机制 。

然而，如果质料与形式的区分的情形就是如此，我们又该怎样

借助于这种区分，去把握与其他存在者相区别的纯然物的特殊领

域呢？或许，只消我们取消这些概念的扩张和空洞化，根据质料与

形式来进行的这样一种描画就能重新赢获它的规定性力量。确实

如此；但这却是有条件的，其条件就是 ：我们必须知道，它是在存在

者的哪个领域中实现其真正的规定性力量的。说这个领域是纯然

物的领域，这到眼下为止还只是一个假定而已 。 指出这一概念结

构在美学中的大量运用，这或许更能带来这样一种想法，即认为：



14 林中路

质料与形式是艺术作品之本质的原生规定性，并且只有从此出发

13 才反过来被转嫁到物上去。质料一形式结构的本源在哪里呢？在

物之物因素中呢，还是在艺术作品的作品因素之中？

自持的花岗岩石块是一种质料，它具有一种尽管笨拙、但却确

定的形式。在这里，形式意指诸质料部分的空间位置分布和排列，

此种分布和排列带来一个特殊的轮廓，也即一个块状的轮廓 。 但

是，罐、斧、鞋等，也是处于某种形式当中的质料 。 在这里，作为轮

廓的形式并非一种质料分布的结果。相反地，倒是形式规定了质

料的安排。 不止于此，形式甚至先行规定了质料的种类和选择：罐

要有不渗透性，斧要有足够的硬度，鞋要坚固同时具有柔韧性。 此

外，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形式与质料的交织首先就从罐、斧和鞋的

用途方面被处置好了 。 这种有用性（ Dienlichkeit）从来不是事后

才被指派和加给罐、斧、鞋这类存在者的 。 但它也不是作为某种目

的而四处漂浮于存在者之上的什么东西 。

有用性是一种基本特征，由于这种基本特征，这个存在者便凝

视我们，亦即闪现于我们面前，并因而现身在场，从而成为这种存

在者。不光是赋形活动，而且随着赋形活动而先行给定的质料选

择，因而还有质料与形式的结构的统治地位，都建基于这种有用性

之中 。 服从有用性的存在者，总是制作过程的产品 。 这种产品被

制作为用于什么的器具（Zeug）。因而，作为存在者的规定性，质

料和形式就寓身于器具的本质之中 。 器具这一名称指的是为了使

用和需要所特别制造出来的东西 。 质料和形式绝不是纯然物的物

性的原始规定性。

器具，比如鞋具吧，作为完成了的器具，也像纯然物那样，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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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但它并不像花岗岩石块那样具有那种自生性。① 另一方面，

器具也显示出一种与艺术作品的亲缘关系，因为器具也出自人的 14

手工 。 而艺术作品由于其自足的在场却又堪与自身构形的不受任

何压迫的纯然物相比较。 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把作品归入纯然物

一类。 我们周围的用具物毫无例外地是最切J丘和本真的物。于

是，器具既是物，因为它被有用性所规定，但又不只是物；器具同时

又是艺术作品，但又要逊色于艺术作品，因为它没有艺术作品的自

足性。 假如允许作一种计算性排列的话，我们可以说，器具在物与

作品之间有一种独特的中间地位。

而质料一形式结构，由于它首先规定了器具的存在，就很容易

被看作任何存在者的直接可理解的状态，因为在这里从事制作的

人本身已经参与进来了，也即参与了一个器具进入其存在（Sein） ②

的方式 。 由于器具拥有一个介于纯然物和作品之间的中间地位，

因而人们很自然地想到，借助于器具存在（质料一形式结构）也可

以掌握非器具性的存在者，即物和作品，甚至一切存在者。

不过，把质料一形式结构视为任何一个存在者的这种状态的

倾向，还受到了一个特殊的推动，这就是 ：事先根据一种信仰，即圣

经的信仰，把存在者整体表象为受造物，在这里也就是被制作出来

的东西。 虽然这种信仰的哲学能使我们确信上帝的全部创造作用

完全不同于工匠的活动，但如果同时甚或先行就根据托马斯主义

哲学对于圣经解释的信仰的先行规定，从 materia［质料］和 forma 

① 原文为 Eigenwuchsige，或可译为“自身构形特性”。 一一译注

② 1960 年富克拉姆版·（走向其）进入其在场状态（Anwesenheit ） 。 作者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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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统一方面来思考 ens creatun ［受造物］，那么，这种信仰

就是从一种哲学那里得到解释的，而这种哲学的真理乃基于存在

15 者的一种无蔽状态，后者不同于信仰所相信的世界 。①

建基于信仰的创造观念，虽然现在可能丧失了它在认识存在

者整体这回事情上的主导力量，但是一度付诸实行的、从一种外来

哲学中移植过来的对一切存在者的神学解释，亦即根据质料和形

式的世界观，却仍然保持着它的力量。 这是在中世纪到近代的过

技期发生的事情。 近代形而上学也建基于这种具有中世纪特征的

形式一质料结构之上，只是这个结构本身在字面上还要回溯到e18os

［外观、爱多斯］和v＞.η［质料］的已被掩埋起来的本质那里。因此，

根据质料和形式来解释物，不论这种解释仍旧是中世纪的还是成

为康德先验论的，总之它已经成了流行的自明的解释了。但正因

为如此，它便与上述的另外两种物之物性的解释毫无二致，也是对

物之物存在（Dingsein）的扰乱 。

光是由于我们把本真的物称为纯然物，就已经泄露了实情 。

“纯然”毕竟意味着对有用性和制作特性的排除 。 纯然物是一种器

具，尽管是被剥夺了真器具存在的器具。物之存在就在于此后尚

留剩下来的东西 。 但这种剩余没有在其存在特性方面得到专门规

定 。 物之物因素是否在排除所有器具因素的过程中有朝一日显露

出来，这还是一个疑问 。 因此，物之解释的第三种方式，亦即以质

料一形式结构为线索的解释方式，也终于表现为对物的一种扰乱 。

① 1950 年第一版 1. 圣经的创世信仰；2 因果性的和存在者状态上的托马斯主

义解释； 3. 对凸v［存在者］的原始的亚里士多德解释．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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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三种对物性的规定方式把物理解为特征的载体、感觉多

样性的统一体和具有形式的质料。 在关于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进

程中，这三种解释还有互相重合的时候，不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 16

按下不表。在这种重合中，它们加强了各自固有的扩张过程，以至

于它们同样地成了对物、器具和作品有效的规定方式。 于是，从中

产生出一种思维方式，我们不仅特别地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

物、器具和作品，而且也一般地根据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一切存在

者。这种久已变得流行的思维方式抢先于一切有关存在者的直接

经验，这种先入之见阻碍着对当下存在者之存在的沉思。这样一

来，流行的关于物的概念既阻碍了人们去发现物之物因素，也阻碍

了人们去发现器具之器具因素，尤其是阻碍了人们对作品之作品

因素的探究。

这一事实说明为什么我们必须知道上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为

的是在这种知道中思索这些关于物的概念的来源以及它们无度的

懵越，但也是为了思索它们的自明性的假象。 而当我们冒险一试，

尝试考察和表达出物之物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作品之作品因素

时，这种知道就愈加必须了 。 但为此只需做到一点，那就是 ： 防止

上述思维方式的先入之见和无端滥用，比如，让物在其物之存在中

理息于自身。 还有什么比让存在者保持原样的存在者显得更轻松

的呢？抑或，以这样一个任务，我们是不是面临着最为艰难的事

情，尤其是当这样一个意图一一即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一一

与那种为了一个未经检验的存在概念而背弃存在者的漠然态度相

对立时？我们应该回归到存在者那里，根据存在者之存在来思考

存在者本身，而与此同时通过这种思考又使存在者想息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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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在对物之物性的规定中，上面这种思想的运用遇到了

17 最大的阻力；因为上述种种尝试失败的原因不就在这里吗？毫不

显眼的物最为顽强地躲避思想 。 或者，纯然物的这样一种自行抑

制，这样一种理息于自身中的无所促逼的状态，恰恰就应当属于物

的本质吗？那么，难道物之本质中那种令人诧异的和封闭的东

西，对于一种试图思考物的思想来说就必定不会成为亲信的东

西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不可强求一条通往物之物因素的

道路了 。

对物之物性的道说特别艰难而稀罕。 对于这一点，我们前面

挑明的对物之物性的解释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可靠的证据了。这一

历史也就是那种命运（Sch icksal) ，西方思想迄今都是依此命运去

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不过，我们现在不仅要确定这一点。我们

同时要在这种历史中获取一种暗示。在物之解释中，那种以质料

与形式为引线的解释具有一种特殊的支配地位，这难道是偶然的

吗？这种物之规定起于一种对器具之器具存在的解释。 器具这种

存在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靠近于人的表象，因为它是通过我们自

己的制作而进入存在的 。 同时，这种以其存在而更显亲密的存在

者，即器具，就在物与作品之间具有一个特别的中间地位 。 我们将

循着这一暗示，首先寻找器具之器具因素 。 也许我们由此可以对

物之物因素和作品之作品因素有所领悟 。 我们只是须得避免过早

地使物和作品成为器具的变种 。 但我们也要撇开这样一种可能

性，即，甚至在器具的存在方式中也还有本质性的差异起着支配

作用 。

然而，哪条道路通向器具之器具因素呢？我们应当如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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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事实上是什么？现在必需的做法显然是必须消除那些立即又

会带来通常解释的无端滥用的企图。对此，如果我们不用某种哲 18

学理论而径直去描绘一个器具，那就最为保险了。

作为例子，我们选择一个常见的器具 ：一双农鞋。为了对它作

出描绘，我们甚至无需展示这样一种用具的实物，人人都知道它。

但由于在这里事关一种直接描绘，所以可能最好是为直观认识提

供点方便。 为了这种帮助，有一种形象的展示就够了。为此我们

选择了凡 · 高的一幅著名油画 。 凡 · 高多次画过这种鞋具。但鞋

具有什么看头呢？人人都知道鞋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木鞋或者

树皮鞋的话，我们在鞋上就可以看到用麻线和钉子连在一起的牛

皮鞋底和鞋帮 。 这种器具是用来裹脚的 。 鞋或用于田间劳动，或

用于翩翩起舞，根据不同的有用性，它们的质料和形式也不同。

此类正确的说明只是解说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而已 。 器具

的器具存在就在于它的有用性。 可是，这种有用性本身的情形又

怎样呢？我们已经用有用性来把握器具之器具因素吗？为了做到

这一点，难道我们不必从其用途上查找有用的器具吗？田间农妇

穿着鞋子。 只有在这里，鞋才成其所是。农妇在劳动时对鞋思量

越少，或者观看得越少，或者甚至感觉得越少，它们就越是真实地

成其所是。 农妇穿着鞋站着或者行走。鞋子就这样现实地发挥用

途 。 必定是在这样一种器具使用过程中，我们真正遇到了器具

因素。

与此相反，只要我们仅仅一般地想象一双鞋，或者甚至在图像

中观看这双只是摆在那里的空空的无人使用的鞋，那我们将决不

会经验到器具的器具存在实际上是什么。根据凡 · 高的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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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甚至不能确定这双鞋是放在哪里的。① 这双农鞋可能的用处和归

属毫无透露，只是一个不确定的空间而已。上面甚至连田地里或

者田野小路上的泥浆也没有粘带一点，后者本来至少可以暗示出

这双农鞋的用途的。只是一双农鞋，此外无他。然而一一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

辛。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

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

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鞋底在田野小径上踊踊而行 。

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

静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

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

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战栗。这器具属于

大地（ Erde ） ，它在农妇的世界 （ Welt ）里得到j保存。正是由于这种

保存的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得以自持。②

然而，我们也许只有在这个画出来的鞋具上才能看到所有这

一切。相反，农妇就径直穿着这双鞋。 倘若这种径直穿着果真如

此简单就好了。暮色黄昏，农妇在一种滞重而健康的疲惫中脱下

鞋子；晨曦初露，农妇又把手伸向它们；或者在节日里，农妇把它们

弃于一旁。每当此时，未经观察和打量，农妇就知道那一切。虽然

器具的器具存在就在其有用性中，但这种有用性本身又植根于器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以及它们是属于谁的 ． 一一作者边注

② 此段译文引自 :XJJ小枫：《诗化哲学》，济南 1986 年，第 229 页，稍有改动．也参

看中文节译本，载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北京 1986 年，第 385 页以下 ．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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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一种本质性存在的丰富性中。我们称之为可靠性

(YerlaBlichkeit ） 。 借助于这种可靠性，农妇通过这个器具而被置

入大地的无声召唤之中；借助于器具的可靠性，农妇才对自己的世

界有了把握。世界和大地为她而在此，也为与她相随以她的方式

存在的人们而在此，只是这样在此存在：①在器具中。我们说“只 20

是”，在这里是令人误解的；因为器具的可靠性才给这单朴的世界

带来安全，并且保证了大地无限延展的自由 。

器具之器具存在，即可靠性，按照物的不同方式和范围把一切

物聚集于一体。不过，器具的有用性只不过是可靠性的本质后果。

有用性在可靠性中漂浮。 要是没有可靠性就没有有用性。 具体的

器具会用旧用废；而与此同时，使用本身也变成了无用，逐渐损耗，

变得寻常无妹。于是，器具之存在进入萎缩过程中，沦为纯然的器

具。器具之存在的这样一种萎缩过程也就是可靠性的消失过程。

也正是由于这一消失过程，用物才获得了它们那种无聊而生厌的

惯常性，不过，这一过程更多地也只是对器具存在的原始本质的一

个证明 。 器具的磨损的惯常性作为器具惟一的、表面上看来为其

所特有的存在方式突现出来。 现在，只还有枯燥无味的有用性才

是可见的。它唤起一种假象，即，器具的本源在于纯然的制作过程

中，制作过程才赋予某种质料以形式。 可是，器具在其真正的器具

存在中远不只是如此。 质料与形式以及两者的区别有着更深的

本源。

自持的器具的宁静就在可靠性之中 。 只有在可靠性之中，我

① 1960 年窗克拉姆版·“在此……存在”等于：在场（anwesend ） 。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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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能发现器具实际上是什么 。 但对于我们首先所探寻的东西，

即物之物因素，我们仍然茫然无知 。 尤其对于我们真正的、惟一的

探索目的，即艺术作品意义上的作品的作品因素，我们就更是一无

所知了 。

或者，是否我们眼下在元意间，可说是顺带地，已经对作品的

作品存在有了一鳞半爪的经验呢？

我们已经寻获了器具的器具存在 。 但又是如何寻获的呢？ 不

21 是通过对一个真实摆在那里的鞋具的描绘和解释，不是通过对制

鞋工序的讲述，也不是通过对张三李四实际使用鞋具过程的观察，

而只是通过对凡 · 高的一幅画的观赏 。 这幅画道出了一切 。 走近

这个作品，我们突然进入了另一个天地，其况味全然不同于我们惯

常的存在 。

艺术作品使我们懂得了鞋具实际上是什么 。 倘若我们以为我

们的描绘是一种主观活动，已经如此这般句勒好了一切，然后再把

它置于画上，那就是最为糟糕的自欺了 。 如果说这里有什么值得

起疑的地方的话，那就只有一点，即，我们站在作品近处经验得太

过肤浅了，对自己的经验的言说太过粗陋和简单了 。 但首要地，这

部作品并不像起初使人感觉的那样，仅只为了使人更好地目睹一

个器具是什么 。 倒不如说，通过这个作品，也只有在这个作品中，

器具的器具存在才专门显露出来了 。

在这里发生了什么呢？在这作品中有什么东西在发挥作用

呢？凡 · 高的油画揭开了这个器具即一双农鞋实际上是什么 。 这

个存在者进入它的存在之无蔽之中。希腊人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

命名为aAfi8Etα 。 我们说真理，但对这个词语少有足够的思索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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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要是存在者是什么和存在者是如何被开启出来，也就有了

作品中的真理的发生。

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已经自行设置人作品中了 。 在

这里，“设置”（Setzen）说的是 ：带向持立。一个存在者，一双农鞋，

在作品中走进了它的存在的光亮中 。 存在者之存在进入其闪耀的

恒定中了 。

那么，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人作

品 。① 可是迄今为止，人们都一直认为艺术是与美的东西或美有

关的，而与真理毫不相干。 产生这类作品的艺术，亦被称为美的艺 22

术，以区别于生产器具的手工艺。 在美的艺术中，并不是说艺术就

是美的，它之所以被叫做美的，是因为它产生美。 相反，真理归于

逻辑，而美留给了美学。

抑或，艺术即真理自行设置人作品这一命题竟会使那个已经

过时的观点，即那个认为艺术是现实的模仿和反映的观点，卷土重

来么？ 诚然，对现存事物的再现要求那种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要

求以存在者为衡度；在中世纪，人们说的是 adaequatio［符合］；而

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句o[c.vσis ［ 肖似］。 长期以来，与存在者的符

合一致被视为真理的本质。 但我们是不是认为凡 · 高的那幅画描

绘了一双现存的农鞋，而且是因为把它描绘得惟妙惟肖，才成为一

件作品的呢？ 我们是不是认为这幅画把现实事物描摹下来，并且

把现实事物移置到艺术家生产的一个产品中去呢？绝对不是。

也就是说，作品绝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于边的个别存在者的

① 德语原文为： 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 des Seienden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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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 但这个普遍本质究

竟何在，又如何存在，使得艺术作品能与之符合一致呢？ 一座希腊

神庙竟与哪个物的何种本质相符合呢？谁敢断言神庙的理念在这

个建筑作品中得到表现是不可能的呢？而且实际上，只要它是一

件艺术作品，那么在这件艺术作品中，真理就已设置入其中了 。 或

者让我们来想一想荷尔德林的赞美诗《莱茵河》吧 。 诗人在此事先

得到了什么，又是如何得到的，使得他进而能在诗中把它再现出来

呢？要是荷尔德林这首赞美诗或其他类似的诗作仍不能说明现实

与艺术作品之间的描摹关系，那么，另一部作品，即迈耶尔①的《罗

23 马喷泉》一诗，证明那种认为作品描摹现实的观点似乎最好不

过了。

罗马喷泉

水柱升腾又倾注

盈盈充满大理石圆盘，

渐渐消隐又流溢

落λ第二层圆盘；

第二层充盈而给子，

更有第三层沸扬涌流，

层层圆盘，同时接纳又奉献

激流不止又泰然伫息

① 迈耶尔（Conrad Ferdinand Mey町， 1825-1898 年）．瑞士德语作家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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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首诗既不是对实际现存的喷泉的诗意描画，也不是对罗

马喷泉的普遍本质的再现。但真理却已经设置入作品中了。何种

真理在作品中发生呢？真理当真能发生并且如此历史性地存在

吗？而人们倒是说，真理乃是某种元时间的和超时间的东西。

我们寻求艺术作品的现实性，是为了实际地找到在其中起支

配作用的艺术。物性的根基已经被表明为作品最切近的现实。而

为了把握这种物性因素，传统的物的概念却是不够的；因为这些概

念本身就错失了物因素的本质。流行的物的概念把物规定为有形

式的质料，这根本就不是出自物的本质，而是出于器具的本质。我

们也已经表明，长期以来，在对存在者的解释中，器具存在一直占

据着一种独特的优先地位。这种过去未得到专门思考的器具存在

的优先地位暗示我们，要在避开流行解释的前提下重新追问器具

因素 。

我们曾通过一件作品告诉自己器具是什么。由此，在作品中

发挥作用的东西也几乎不露痕迹地显现出来，那就是在其存在中 24

的存在者的开启，亦即真理之生发。① 而现在，如果作品的现实性

只能通过在作品中起作用的东西来规定的话，那么，我们在艺术作

品的现实性中寻获现实的艺术作品这样一个意图的情形如何呢？

只要我们首先在那种物性的根基中猜度作品的现实性，那我们就

误入歧途了。现在，我们站在我们的思索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成果

① 此处名词 Geschehnis 在日常德语中意谓“事件、事变”，其动词形式 geschehen

意谓“发生、出现”。海德格尔在此强调的是“存在之真理”的动词性生成和展开。为从

字面区别起见，我们且以“生发”译 das Geschehnis；而动词 geschehen 和动名词 Ge

sch eh en 则被译为“发生”。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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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前 如果我们还可以称之为成果的话。有两点已经清楚了：

第一，把握作品中的物因素的手段，即流行的物概念，是不充

分的。

第二，我们意图借此当作作品最切近的现实性来把握的东西，

即物性的根基，并不以此方式归属于作品 。

一旦我们在作品中针对这样一种物性的根基，我们实际上已

经不知不觉地把这件作品当作一个器具了，我们此外还在这个器

具上准予建立一座包含着艺术成分的上层建筑。不过，作品并不

是一个器具，一个此外还配置有某种附着于其上的审美价值的器

具。作品丝毫不是这种东西，正如纯然物是一个仅仅缺少真正的

器具特征即有用性和制作过程的器具。

我们对于作品的追问已经受到了动摇，因为我们并没有追问

作品，而是时而追问一个物时而追问一个器具。不过，这并不是才

由我们发展出来的追问。它是美学的追问态度 。 美学预先考察艺

术作品的方式服从于对一切存在者的传统解释的统治。然而，动

摇这种习惯的追问态度并不是本质性的。关键在于我们首先要开

启一道眼光，看到下面这一点，即：只有当我们去思考存在者之存

在之际，作品之作品因素、器具之器具因素和物之物因素才会接近

25 我们 。为此就必须预先拆除自以为是的障碍，把流行的虚假概念

置于一边。因此我们不得不走了一段弯路。但这段弯路同时也使

我们上了路，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种对作品中的物因素的规定 。

作品中的物因素是不能否定的，但如果这种物因素归属于作品之

作品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根据作品因素来思考它 。 如果是这

样，则通向对作品的物性现实性的规定的道路，就不是从物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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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是从作品到物了 。

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之存在。 在作品中发生着

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蔽 CEntbergen），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 在

艺术作品中，存在者之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中了 。 艺术就是真理

自行设置入作品中 。 那么，这种不时作为艺术而发生（ereignet ） ① 

的真理本身是什么呢？ 这种“自行设置入作品” （ Sich-ins” Werk

Setzen）又是什么呢？

作品与真理

艺术作品的本源是艺术。 但什么是艺术呢？在艺术作品中，

艺术是现实的 。 因此，我们首先要寻求作品的现实性。 这种现实

性何在呢？ 艺术作品概无例外地显示出物因素，虽然方式各不相

同 。 借助于惯常的物概念来把握作品的这样一种物之特征的尝

试，已经失败了 。 这不光是因为此类物概念不能把捉物因素，而且

是因为我们通过对其物性根基的追问，把作品逼人了一种先入之

见，从而阻断了我们理解作品之作品存在的通路。 只要作品的纯

粹自立还没有清楚地得到显示，则作品的物因素是决不能得到判

定的 。

然而，作品本身在某个时候是可通达的吗？ 为了成功地做到 26

这一点，或许就有必要使作品从它与自身以外的东西的所有关联

中解脱出来，从而让作品仅仅自为地依据于自身。 而艺术家最本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来自本有的真理（ Wahrheit aus Ereignis ) ！ 一一作者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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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意旨就在于此。 作品要通过艺术家而释放出来，达到它纯粹

的自立 。 正是在伟大的艺术中（我们在此只谈论这种艺术），艺术

家与作品相比才是某种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就像一条为了作品的

产生而在创作中自我消亡的通道。

作品本身就这样摆和挂在陈列馆和展览厅中 。 然而，作品在

那里自在地就是它们本身所是吗？或者，它们在那里倒不如说是

艺术行业的对象？作品乃是为了满足公众和个人的艺术享受的 。

官方机构负责照料和保护作品 。 鉴赏家和批评家也忙碌于作品 。

艺术交易操劳于市场。 艺术史研究把作品当作科学的对象。然

而，在所有这些繁忙折腾中，我们能遇到作品本身吗？

在慕尼黑博物馆里的《埃吉纳 》群雕，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

涅》的最佳校勘本，作为其所是的作品已经脱离了它们自身的本质

空间。不管这些作品的名望和感染力还是多么巨大，不管它们被

保护得多么完好，人们对它们的解释是多么准确，它们被移置到一

个博物馆里，它们也就远离了其自身的世界 。 但即使我们努力中

止和避免这种对作品的移置，例如在原地探访波塞冬神庙，在原处

探访班贝克大教堂，现存作品的世界也已经颓落了 。

世界之抽离和世界之颓落再也不可逆转 。 作品不再是原先曾

是的作品。虽然作品本身是我们在那里所遇见的，但它们本身却

27 是曾在之物（die Gewesenen）。作为曾在之物，作品在承传和保存

的领域内面对我们 。 从此以后，作品就一昧地只是这种对象 。 它

们面对我们，虽然还是先前自立的结果，但不再是这种自立本身

了 。 这种自立已经从作品那里逃逸了 。 所有艺术行业，哪怕它被

抬高到极致，哪怕它的一切活动都以作品本身为轴心，它始终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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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作品的对象存在。 但这种对象存在并不构成作品之作品

存在。

然而，如果作品处于任何一种关系之外，那它还是作品吗？作

品处于关系之中，这难道不是作品的本性吗？当然是的 。 只是还

要追问：作品处于何种关系之中。

一件作品何所属？ 作品之为作品，惟属于作品本身开启出来

的领域。 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是在这种开启中成其本质的，而且

仅只在这种开启中成其本质（wesen ） 。① 我们曾说，真理之生发在

作品中起作用 。 我们对凡 · 高的油画的提示试图道出这种真理的

生发。有鉴于此，才出现了什么是真理和真理如何可能发生这样

的问题。

现在，我们在对作品的观照中来追问真理问题。 但为了使我

们对处于问题中的东西更熟悉些，有必要重新澄清作品中的真理

的生发。 针对这种意图，我们有意选择了一部不属于表现性艺术

的作品 。

一件建筑作品并不描摹什么，比如一座希腊神庙。 它单朴地

置身于巨岩满布的岩谷中 。 这个建筑作品包含着神的形象，并在

这种隐蔽状态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象进入神圣的

领域。贯通这座神庙，神在神庙中在场。神的这种现身在场是在

自身中对一个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但神庙及其领域却并非漂

浮于不确定性中。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 28

① 后期海德格尔经常把德文名词“本质”C das Wesen）作动词化处理，以动词 wes

en 来表示存在（以及其理、语言等）的现身、出场、运作． 我们译之为“成其本质”，亦可

作“现身”或“本质化”。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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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

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一一－从人类存在

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

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这个

民族才回归到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

这个建筑作品阅然无声地屹立于岩地上 。 作品的这一屹立道

出了岩石那种笨拙而无所促迫的承受的幽秘。 建筑作品闺然无声

地承受着席卷而来的猛烈风暴，因此才证明了风暴本身的强力 。

岩石的璀琛光芒看来只是太阳的恩赐，然而它却使得白昼的光明、

天空的辽阔、夜的幽暗显露出来 。 神庙坚固的耸立使得不可见的

大气空间昭然可睹了。作品的坚固性遥遥面对海潮的波涛起伏，

由于它的泰然宁静才显出了海潮的凶猛 。 树木和草地，兀鹰和

公牛，长蛇和蟠、蝉才进入它们突出鲜明的形象中，从而显示为它

们所是的东西 。 希腊人很早就把这种露面、涌现本身和整体叫

做。巾l） 。① φvms［涌现、自然］同时也照亮了人在其上和其中赖

以筑居的东西 。 我们称之为大地（Erd的 。 在这里，大地一词所说

的，既与关于堆积在那里的质料体的观念相去甚远，也与关于一个

行星的宇宙观念格格不入。 大地是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

并且是作为这样一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在涌现

者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das Bergende）。

神庙作品阅然无声地开启着世界，同时把这世界重又置回到

① 希腊文。VOi~通译为“自然”，而依海德格尔之见，φ归IS是生成性的，本意应解

作“出现”、“涌现” （ aufgehen）等．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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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中 。 如此这般，大地本身才作为家园般的基地而露面。但

人和动物、植物和物，从来就不是作为恒定不变的对象，不是现成

的和熟悉的，从而可以附带地把对神庙来说适宜的周遭表现出来。 29

此神庙有朝一日也成为现身在场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一切倒转过

来①思考一切，我们倒是更切近于所是的真相；当然，这是有前提

的，即，我们要事先看到一切如何不同地转向我们。纯然为倒转而

倒转，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

神庙在其间然无声的矗立中才赋予物以外貌，才赋予人类以

关于他们自身的展望。只要这个作品是作品，只要神还没有从这

个作品那里逃逸，那么，这种视界就总是敞开的。② 神的雕像的情

形亦然，这种雕像往往被奉献给竞赛中的胜利者。它并非人们为

了更容易认识神的形象而制作的肖像；它是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使

得神本身现身在场，因而就是C ist ）神本身。 相同的情形也适合于

语言作品。在悲剧中并不表演和展示什么，而是进行着新神反抗

旧神的斗争。 由于语言作品产生于民众的言语，因而它不是谈论

这种斗争，而是改换着民众的言说，从而使得每个本质性的词语都

从事着这种斗争并且作出决断：什么是神圣，什么是凡俗；什么是

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高贵，什么是

粗俗；什么是主人，什么是奴隶（参看赫拉克利特，残篇第 53）。

那么，作品之作品存在何在呢？在对刚才十分粗略地揭示出

来的东西的不断展望中，我们首先对作品的两个本质特征该是较

① 1960 年富克拉姆版倒转过来一一往何处呢？ 一一作者边注

② 注意此处“外貌”（Gesicht）、··展望”（ Aussicht）和“视界” C Sicht）之间的字面的

和意义的联系． i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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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晰了。这里，我们是从早就为人们所熟悉了的作品存在的表

面特征出发的，亦即是从作品存在的物因素出发的；我们通常对付

作品的态度就是以物因素为立足点的 。

要是一件作品被安放在博物馆或展览厅里，我们会说，作品被

建立（aufstel len）了。但是，这种建立与一件建筑作品的建造意义

30 上的建立，与一座雕像的树立意义上的建立，与节日庆典中悲剧的

表演意义上的建立，是大相径庭的 。 这种建立乃是奉献和赞美意

义上的树立。这里的“建立”不再意味着纯然的设置。在建立作品

时，神圣者作为神圣者开启出来，神被召唤入其现身在场的敞开之

中；在此意义上，奉献就是神圣者之献祭（ heiligen）。赞美属于奉

献，它是对神的尊严和光辉的颂扬。尊严和光辉并非神之外和神

之后的特性，不如说，神就在尊严中，在光辉中现身在场 。 我们所

谓的世界，在神之光辉的反照中发出光芒，亦即光亮起来 。 树立

(Er-rich ten）意味着：把在指引尺度意义上的公正性开启出来；而

作为指引尺度，是本质性因素给出了指引 。 但为什么作品的建立

是一种奉献着 赞美着的树立呢？因为作品在其作品存在中就要

求如此。作品是如何要求这样一种建立的呢？因为作品本身在其

作品存在中就是有所建立的 。 而作品之为作品建立什么呢？作品

在自身中突现着，开启出一个世界，并且在运作中永远守持这个

世界 。

作品存在就是建立一个世界 。 但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其实，

当我们谈论神庙时，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 只有在我们这里

所走的道路上，世界之本质才得以显示出来。甚至这种显示也局

限于一种抵制，即抵制那种起初会把我们对世界之本质的洞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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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迷途的东西。

世界并非现成的可数或不可数的、熟悉或不熟悉的物的单纯

聚合。但世界也不是一个加上了我们对现成事物之总和的表象的

想象框架 。 世界世界化，①它比我们自认为十分亲近的可把握和

可觉知的东西更具存在特性。 世界绝不是立身于我们面前、能够

让我们细细打量的对象。 只要诞生与死亡、祝福与诅咒的轨道不

断地使我们进入存在，②世界就始终是非对象性的东西，而我们人 3 1

始终隶属于它。 在我们的历史的本质性决断发生之处，在这些本

质性决断为我们所采纳和离弃，误解和重新追问的地方，世界世界

化。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同样也是没有世界的；它们落

入一个环境，属于一个环境中掩蔽了的涌动的杂群。与此相反，农

妇却有一个世界，因为她逗留于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 。 器具以其

可靠性给予这个世界一种自身的必然性和切近。 由于一个世界敞

开出来，所有的物都获得了自己的快慢、远近、大小。在世界化中，

那种广袤（Geriiumigkeit）聚集起来；由此广袤而来，诸神有所保存

的恩宠得到了赠予或者拒绝。甚至那上帝缺席的厄运也是世界世

界化的一种方式。

因为一件作品是作品，它就为那种广袤设置空间。“为……设

置空间”（einriiumen）在此特别意味着：开放敞开领域之自由，井

① ··世界世界化”（ Welt weltet）是海德格尔的一个独特表述，也可译为“世界世界

,(f”或者··世界世界起来”。相类的表述还有：“存在是、存在存在”（Sein ist ）、“无不、无

元化”（ Nichts nichtel）、“时间 H才间化”（ Zci t zei ti gt）和“空 间空间化”（ Raum raumt) 

等。 译注

② 1960 年富克拉姆版·此之在 （ Da-sein) . 1957 年 第 三 版．本有 （ Er-

eignis) . 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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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其结构中设置这种自由 。 这种设置出于上面所说的树立 。 作

品之为作品建立一个世界。 作品张开了世界之敞开领域。 但是，

建立一个世界仅仅是这里要说的作品之作品存在的本质特性之

一 。 至于另一个与此相关的本质特性，我们将用同样的方式从作

品的显突因素那里探个明白 。

一件作品从这种或者那种作品材料那里，诸如从石头、木料、

铁块、颜料、语言、声音等那里，被创作出来，我们也说，它由此被置

造（ hers te ll e n）出来 。 然而 ，正如作品要求一种在奉献着一赞美着

的树立意义上的建立，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就在于建立一个世界，

同样地，置造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作品的作品存在本身就具有置

造的特性。 作品之为作品，本质上是有所置造的 。 但作品置造什

32 么呢？关于这一点，只有当我们追究了作品的表面的、通常所谓的

置造，我们才会有所了解 。

作品存在包含着一个世界的建立。 在此种规定的视界内来

看，在作品中哪些本质是人们通常称之为作品材料的东西呢？器

具由有用性和适用性所决定，它选取适用的质料并由这种质料组

成。 石头被用来制作器具，比如制作一把石斧 。 石头于是消失在

有用性中 。 质料愈是优良愈是适宜，它也就愈无抵抗地消失在器

具的器具存在中 。 而与此相反 ，神庙作品由于建立一个世界，它并

没有使质料消失，倒是才使质料出现 ，而且使它出现在作品的世界

的敞开领域之中：岩石能够承载和持守，并因而才成其为岩石；金

属闪烁，颜料发光，声音朗朗可昕，词语得以言说。① 所有这一切

① 1960 年窗克拉姆版．吐露、言说．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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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出现，都是由于作品把自身置回到石头的硕大和沉重、木头的

坚硬和韧性、金属的刚硬和光泽、颜料的明暗、声音的音调和词语

的命名力量之中。

作品回归之处，作品在这种自身回归中让其出现的东西，我们

曾称之为大地。大地乃是涌现着 庇护着的东西。大地是无所促

迫的无碍无累和不屈不挠的东西。立于大地之上并在大地之中，

历史性的人类建立了他们在世界之中的栖居。由于建立一个世

界，作品置造大地。① 在这里，我们应该从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来

思置造。② 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

保持于其中。作品让③大地是＠大地。⑤

作品把自身置回到大地中，大地被置造出来。但为什么这种 33

置造必须这样发生呢？什么是大地一一恰恰以这种方式进入无蔽

领域的大地呢？石头负荷并且显示其沉重。这种沉重向我们压

来，它同时却拒绝我们向它穿透。要是我们砸碎石头而试图穿透

它，石头的碎块却绝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和被开启的东西。石
头很快就又隐回到其碎块的负荷和硕大的同样的阴沉之趣中去

了。要是我们把石头放在天平上面，试图以这种不同的方式来把

捉它，那么，我们只不过是把石头的沉重带入重量计算之中而已。

① 显然 ．海德格尔这里所谓“置造”（ Herstellen）不是指对象性的对事物的110工制

作 ． 译注

② 1960 年宙克拉姆版：不充分。－一一作者边注

③ 1960 年富克拉姆版·叫＜ heiBt）？参看拙文“物”四 11! 整体（ Ge-Vier！ ）。 一－←

作者边注

© 1960 年·;M克拉姆版．本有（ Ereignis) . 作者边注

③ 此句原文为： Das Werk liiBt die Erde eine Erde sein.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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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石头的规定或许是很准确的，但只是数字而已，而负荷却从

我们这里逃之夭夭了 。 色彩闪烁发光而且惟求闪烁。 要是我们自

作聪明地加以测定，把色彩分解为波长数据，那色彩早就杳无踪迹

了 。 只有当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释之际，它才显示自身 。 因此，

大地让任何对它的穿透在它本身那里破灭了 。 大地使任何纯粹计

算式的胡搅蛮缠彻底幻灭了 。 虽然这种胡搅蛮缠以科学技术对自

然的对象化的形态给自己罩上统治和进步的假象，但是，这种支配

始终是意欲的昏晕无能 。 只有当大地作为本质上不可展开的东西

被保持和保护之际一一大地退遁于任何展开状态，亦即保持永远

的锁闭一一大地才敞开地澄亮了，才作为大地本身而显现出来 。

大地上的万物，亦即大地整体本身，汇聚于一种交响齐奏之中 。 不

过，这种汇聚并非消逝 。 在这里流动的是自身持守的河流，这条河

流的界线的设置，把每个在场者都限制在其在场中 。 因此，在任何

一个自行锁闭的物中，有着相同的自不相识（ Sichnicht-Ken

nen ） 。 大地是本质上自行锁闭者 。 置造大地意思就是：把作为自

行锁闭者的大地带入敞开领域之中 。

34 这种对大地的置造由作品来完成，因为作品把自身置回到大

地之中 。 但大地的自行锁闭并非单一的、僵固的遮盖，而是自身展

开到其质朴方式和形态的无限丰富性之中 。 虽然雕塑家使用石头

的方式，仿佛与泥瓦匠与石头打交道并无二致 。 但雕塑家并不消

耗石头；除非出现败作时，才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消耗了石头 。

虽然画家也使用颜料，但他的使用并不是消耗颜料，倒是使颜料得

以闪耀发光。 虽然诗人也使用词语，但他不像通常讲话和书写的

人们那样不得不消耗词语，倒不如说，词语经由诗人的使用，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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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并且保持为词语。

在作品中根本就没有作品质料的痕迹 。 甚至，在对器具的本

质规定中，通过把器具标识为在其器具性本质之中的质料，这样做

是否就切中了器具的构成因素，这一点也还是值得怀疑的。

建立一个世界和置造大地，乃是作品之作品存在的两个基本

特征。 当然，它们是休戚相关的，处于作品存在的统一体中。① 当

我们思考作品的自立，力图道出那种自身持守 CAufsichberuhen)

的紧密一体的宁静时，我们就是在寻找这个统一体 。

可是，凭上述两个基本特征，即使有某种说服力，我们却毋宁

说是在作品中指明一种发生（Geschehen），而绝不是一种宁静；因

为宁静不是与运动对立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但它绝不是排除了自

身运动的那种对立，而是包含着自身运动的对立。惟有动荡不安

的东西才能宁静下来。 宁静的方式随运动的方式而定。 在物体的

单纯位移运动中，宁静无疑只是运动的极限情形 。 要是宁静包含

着运动，那么就会有一种宁静，它是运动的内在聚合，也就是最高 35

的动荡状态一一假设这种运动方式要求这种宁静的话。 而自持的

作品就具有这种宁静。 因此，当我们成功地在整体上把握了作品

存在中的发生的运动状态，我们就切近于这种宁静了。我们要问 ：

建立一个世界和置造大地在作品本身中显示出何种关系？

世界是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即在一个历史性民族的命运中

单朴而本质性的决断的宽阔道路的自行公开的敞开状态（Offen

heit ） 。 大地是那永远自行锁闭者和如此这般的庇护者的无所促

① 1957 年第三版 ·惟在此？或者这里只以被建造的方式。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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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的涌现。 世界和大地本质上彼此有别，但却相依为命。 世界建

基于大地，大地穿过世界而涌现出来 。 但是，世界与大地的关系绝

不会萎缩成互不相干的对立之物的空洞的统一体 。 世界立身于大

地；在这种立身中，世界力图超升于大地。 世界不能容忍任何锁

闭，因为它是自行公开的东西 。 而大地是庇护者，它总是倾向于把

世界摄入它自身并且扣留在它自身之中 。

世界与大地的对立是一种争执（ Streit ）。 但由于我们老是把

这种争执的本质与分歧、争辩混为一谈，并因此只把它看作紊乱和

破坏，所以我们轻而易举地歪曲了这种争执的本质 。 然而，在本质

性的争执中，争执者双方相互进入其本质的自我确立中 。 而本质

之自我确立从来不是固执于某种偶然情形，而是投入本己存在之

渊源的遮蔽了的原始性中 。 在争执中，一方超出自身包含着另一

方 。 争执于是总是愈演愈烈，愈来愈成为争执本身 。 争执愈强烈

地独自夸张自身，争执者也就愈加不屈不挠地纵身于质朴的恰如

其分的亲密性(lnnigkeit）之中 。 大地离不开世界之敞开领域，因

36 为大地本身是在其自行锁闭的被解放的涌动中显现的 。 而世界不

能飘然飞离大地，因为世界是一切根本性命运的具有决定作用的

境地和道路，它把自身建基于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 。

由于作品建立一个世界并置造大地，故作品就是这种争执的

诱因。但是，争执的发生并不是为了使作品把争执消除和平息在

一种空泛的一致性中，而是为了使争执保持为一种争执。 作品建

立一个世界并置造大地，同时就完成了这种争执。 作品之作品存

在就在于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实现过程中 。 因为争执在亲密性之

单朴性中达到其极致，所以在争执的实现过程中就出现了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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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体。 争执的实现过程是作品运动状态的不断自行夸大的聚

集。因而在争执的亲密性中，自持的作品的宁静就有了它的本质。

只有在作品的这种宁静中，我们才能看到，什么在作品中发挥

作用。迄今为止，认为在艺术作品中真理被设置入作品的看法始

终还是一个先入为主式的断言。真理究竟怎样在作品之作品存在

中发生呢？也就是说 ：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的实现过程中，真理究

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什么是真理呢？

我们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知识是那样微乎其微，愚钝不堪。 这

已经由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所证明了；我们正是凭着这种漫不经

心而肆意沉洒于对这个基本词语的使用 。 对于真理这个词，人们

通常是指这个真理和那个真理，它意味着：某种真实的东西。 这类

东西据说是在某个命题中被表达出来的知识。可是，我们不光称

一个命题是真的，我们也把一件东西叫做真的，譬如，与假金相区

别的真金。在这里，“真的”（wahr）意指与真正的、实在的黄金一

样多。 而在此关于“实在之物”（dasWirkliche）的谈论意指什么

呢？在我们看来，“实在之物”就是在真理中的存在者。①真实就

是与实在相符；而实在就是处于真理之中。这一循环又闭合了。

何谓“在真理之中”呢？真理是真实之本质。我们说“本质”， 37

我们想的是什么呢？“本质”通常被看作是所有真实之物所共同拥

有的特征。本质出现在类概念和普遍概念中，类概念和普遍概念

表象出一个对杂多同样有效的“一”（ das Eine ） 。 但是，这种同样

① 此处“在真理中的存在者”原文为 <las in Wahrheit Seiende，或可译为“实际存

在着的东西’＼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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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本质（在 essentia ［本质］意义上的本质性）却不过是非本质

性的本质 。 那么，某物的本质性的本质何在？大概它只在于在真

理中的存在者的所是之中。一件东西的真正本质由它的真实存在

所决定，由每个存在者的真理所决定 。 可是，我们现在要寻找的并

不是本质的真理，而是真理的本质 。 这因此表现为一种荒谬的纠

缠。这种纠缠仅只是一种奇怪现象吗？甚或，它只是概念游戏的

空洞的诡辩？或者一一竟是一个深渊么？

真理意指真实之本质。 我们要通过回忆一个希腊词语来思这

一点 。 ’ A/d16Etα［元蔽］意味着存在者之元蔽状态。但这就是一

种对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吗？我们难道不是仅只做了一种词语用法

的改变，也即用无蔽代替真理，以此标明一件实事吗？当然，只要

我们不知道究竟必定发生了什么，才能迫使真理之本质必得在“无

蔽”一词中道出，那么，我们确实只是变换了一个名称而已 。

为此需要革新希腊哲学吗？绝对不是的 。 哪怕这种不可能的

革新竟成为可能，对我们也毫无助益；因为自其发端之日起，希腊

哲学隐蔽的历史就没有保持与 CxAtl6Etα［无蔽］一词中赫然闪现的

真理之本质相一致，同时．不得不把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知识和道说

越来越置人对真理的一个派生本质的探讨中 。 作为 aAfi6Etα ［无

蔽］的真理之本质在希腊思想中未曾得到思考，在后继时代的哲学

38 中就更是理所当然地不受理会了 。 对思想而言，无蔽乃希腊式此

在中遮蔽最深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早就开始规定着一切在场者之

在场的东西 。

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停留在千百年来我们已十分熟悉的真理

之本质那里就算了呢？长期以来，一直到今天，真理便意味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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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实的符合一致。 然而，要使认识以及构成并且表达知识的命

题能够符合于事实，以便因此使事实事先能约束命题，事实本身却

还必须显示出自身来。 而要是事实本身不能出于遮蔽状态，要是

事实本身并没有处于无蔽领域之中，它又如何能显示自身呢？命

题之为真，乃是由于命题符合于无蔽之物，亦即与真实相一致 。 命

题的真理始终是正确性（Richtigkeit），而且始终仅仅是正确性。

自笛卡尔以降，真理的批判性概念都是以作为确定性

(GewiBheit） 的真理为出发点的，但这也只不过是那种把真理规

定为正确性的真理概念的变形。 我们对这种真理的本质十分熟

悉，它亦即表象（Vorstellen）的正确性，完全与作为存在者之无蔽

状态的真理一起沉浮。

如果我们在这里和在别处将真理把握为无蔽，我们并非仅仅

是在对古希腊词语更准确的翻译中寻找避难之所。 我们实际上是

在思索流行的、因而也被滥用的那个在正确性意义上的真理之本

质的基础是什么；这种真理的本质是未曾被经验和未曾被思考过

的东西。 偶尔我们只得承认，为了证明和理解某个陈述的正确性

（即真理） ，我们自然要追溯到已经显而易见的东西那里。 这种前

提实在是无法避免的。 只要我们这样来谈论和相信，那么，我们就

始终只是把真理理解为正确性，它却还需要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

就是我们自己刚才所做的一一天知道如何又是为何。

但是，并不是我们把存在者之无蔽状态设为前提，而是存在者 39

之无蔽状态（即存在的把我们置入这样一种本质之中，以至于我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 ：亦即本有（Ereignis）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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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我们的表象中总是已经被投入元蔽状态之中并且与这种无蔽

状态亦步亦趋 。 不仅知识自身所指向的东西必须已经以某种方式

是无蔽的，而且这一“指向某物”（Sichric h ten nach etwas）的活动

发生于其中的整个领域，以及同样地一种命题与事实的符合对之

而公开化的那个东西，也必须已经作为整体发生于无蔽之中了 。①

倘若不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已经把我们置入一种光亮领域②，而

一切存在者就在这种光亮中站立起来，又从这种光亮那里撤回自

身，那么，我们凭我们所有正确的观念，就可能一事无成，我们甚至

也不能先行假定，我们所指向的东西已经显而易见了 。

然而这是怎么回事呢？真理作为这种无蔽状态是如何发生的

呢？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更清晰地说明这种无蔽状态究竟是什么 。

物存在，人存在；礼物和祭品存在；动物和植物存在；器具和作

品存在 。 存在者处于存在之中。一种注定在神性与反神性之间的

被掩蔽的厄运贯通着存在 。 存在者的许多东西并非人所能掌握

的，只有少量为人所认识。 所认识的也始终是一个大概，所掌握的

也始终不可靠。一如存在者太易于显现出来，它从来就不是我们

的制作，更不是我们的表象 。 要是我们思考一个统一的整体，那

么，看来好像我们就把握了一切存在者，尽管只是粗糙有余的

把握 。

然而，超出存在者之外，但不是离开存在者，而是在存在者之

① 此句中的“指向某物” （ Sichrichten nach etwa s ） 也可译为“与某物符合一致” ，

与“正确性” CRichtigkeit ）有着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一一译注

② 1960 年雷 克拉姆版 ， 倘 若澄 明 不发生，亦即 没有本有之发生（ Er 

eigne n ）。 ←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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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在那里还发生着另一回事情。① 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 40

开的处所。一种橙明（ Lichtung）在焉 。 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此

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存在者特性。 因此，这个敞开的中心并非由

存在者包围着，而不如说，这个光亮中心本身就像我们所不认识的

无（Nichts ）一样，围绕一切存在者而运行。

惟当存在者进入和出离这种橙明的光亮领域之际，存在者才

能作为存在者而存在。 惟有这种渣明才允诺、井且保证我们人通

达非人的存在者，走向我们本身所是的存在者。由于这种澄明，存

在者才在确定的和不确定的程度上是无蔽的。就连存在者的遮蔽

也只有在光亮的区间内才有可能。 我们遇到的每一存在者都遵从

在场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对立，因为存在者同时总是把自己抑制在

一种遮蔽状态中 。 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澄明，同时也是一种遮蔽。

但遮蔽以双重方式在存在者中间起着决定作用 。

要是我们关于存在者还只能说“它存在”，那么，存在者就拒绝

我们，直至那个“一”和我们最容易切中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东

西。作为拒绝的遮蔽不只是知识的一向的界限，而是光亮领域之

澄明的开端。但遮蔽也同时存在于光亮领域之中，当然是以另一

种方式。 存在者蜂拥而动，彼此遮盖，相互掩饰，少量隔阻大量，个

别掩盖全体。 在这里，遮蔽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存在者虽然显

现出来，但它显现的不是自身而是它物。

这种遮蔽是一种伪装（Verstellen ） 。倘若存在者并不伪装存

在者，我们又怎么会在存在者那里看错和搞错，我们又怎么会误入

① 1957 年第三版．本有（Ereignis）。 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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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途，晕头转向，尤其是如此狂妄自大呢？存在者能够以假象迷

惑，这就决定了我们会有差错误会，而非相反 。

41 遮蔽可能是一种拒绝，或者只不过是一种伪装 。 遮蔽究竟是

拒绝呢，抑或伪装，对此我们简直无从确定 。 遮蔽遮蔽着自身，伪

装着自身 。 这就是说：存在者中间的敞开的处所，也就是澄明，绝

非一个永远拉开帷幕的固定舞台，好让存在者在这个舞台上演它

的好戏。 恰恰相反，澄明惟作为这种双重的遮蔽才发生出来。存

在者之无蔽从来不是一种纯然现存的状态，而是一种生发 CGe

schehnis ） ①。 无蔽状态（即真理）既非存在者意义上的事物的一个

特征，也不是命题的一个特征。

我们相信我们在存在者的切近的周围中是游刃有余的 。 存在

者是熟悉的、可靠的、亲切的 。 可是，具有拒绝和伪装双重形式的

持久的遮蔽仍然穿过澄明 。 亲切根本上并不亲切，而倒是阴森森

的（ un-geheuer ） 。真理的本质，亦即无蔽，是由一种否定而得到彻

底贯彻的 。 但这种否定并非匮乏和缺憾，仿佛真理是摆脱了所有

遮蔽之物的纯粹无蔽似的；倘若果真能如此，那么真理就不再是真

理本身了。这种以双重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作为无蔽的真理之本

质。真理在本质上即是非真理（Un-Wahrhe it ） 。 为了以一种也许

令人吃惊的尖刻来说明，我们可以说，这种以遮蔽方式的否定属于

作为澄明的元蔽。 相反，真理的本质就是非真理。 但这个命题却

不能说成：真理根本上是谬误。 同样地，这个命题的意思也不是

说 ：真理从来不是它自身，辩证地看，真理也总是其对立面。

① 1950 年第一版：本有（ Ereignis ） 。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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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遮蔽着的否定（ Verweigern）作为拒绝（ Versagen）首先

把永久的渊源归于一切澄明，而作为伪装的否定却把难以取消的

严重迷误归于一切橙明，那么，真理就作为它本身而成其本质。就 42

真理的本质来说，那种在真理之本质中处于橙明与遮蔽之间的对

抗，可以用遮蔽着的否定来称呼它。 这是原始的争执的对立。 就

其本身而言，真理之本质即是原始争执（ U0rstreit ） ①，那个敞开的

中心就是在这一原始争执中被争得的；而存在者站到这个敞开中

心中去，或离开这个中心，把自身置回到自身中去。

这种敞开领域（ das Offene）发生于存在者中间 。 它展示了一

个我们已经提到过的本质特征。 世界和大地属于敞开领域，但是

世界并非直接就是与澄明相应的敞开领域，大地也不是与遮蔽相

应的锁闭。而毋宁说，世界是所有决断与之相顺应的基本指引的

道路的澄明 。 但任何决断都是以某个没有掌握的、遮蔽的、迷乱的

东西为基础的；否则它就决不是决断。 大地并非直接就是锁闭，而

是作为自行锁闭者而展开出来的。按其自身各自的本质而言，世

界与大地总是有争执的，是好争执的。惟有这样的世界和大地才

能进入橙明与遮蔽的争执之中 。

只要真理作为澄明与遮蔽的原始争执而发生，大地就一昧地

通过世界而凸现，世界就一昧地建基于大地中 。 但真理如何发生

呢？ 我们回答说：②真理以几种根本性的方式发生。真理发生的

方式之一就是作品的作品存在。 作品建立着世界并且置造着大

① 1960 年富克拉姆版本有。 一一作者边注

② 1960 年雷克拉姆版．没有答案，因为问题依然这是什么，什么以这些方式发

生？ －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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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品因之是那种争执的实现过程，在这种争执中，存在者整体

之无蔽状态亦即真理被争得了 。

在神庙的矗立中发生着真理。这并不是说，在这里某种东西

被正确地表现和描绘出来了，而是说，存在者整体被带入无蔽状态

43 并且保持于无蔽状态之中。保持原本就意味着守护。① 在凡·高

的油画中发生着真理。 这并不是说，在此画中某种现存之物被正

确地临摹出来了，而是说，在鞋具的器具存在的敞开中，存在者整

体，亦即在冲突中的世界和大地，进入无蔽状态之中 。

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是真理，而不只是一种真实 。 刻画农鞋

的油画，描写罗马喷泉的诗作，不光是显示一一如果它们总是有所

显示的话一一这种个别存在者是什么，而是使得无蔽状态本身在

与存在者整体的关涉中发生出来。② 鞋具愈单朴、愈根本地在其

本质中出现，喷泉愈不假修饰、愈纯粹地以其本质出现，伴随它们

的所有存在者就愈直接、愈有力地变得更具有存在者特性 。 于是，

自行遮蔽着的存在便被澄亮了 。 如此这般形成的光亮，把它的闪

耀嵌入作品之中 。 这种被嵌入作品之中的闪耀（Scheinen）就是

美。美是作为元蔽的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③
现在，虽然我们从几个方面对真理之本质有了较为清晰的把

握，因而对在作品中在起作用的东西该是比较清楚了，但是，眼下

① 海德格尔显然在此强调德文“保持” （ halten ） 与“守护” （ hiiten ） 的词源、联

系 ． 译注

② 1960 年雷克拉姆版：本有（ Ereignis） 。 作者边注

③ 德语原文为： Schonheit ist eine Weise. wie Wahrheit als Unverborgenheit 

west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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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可见的作品之作品存在依然还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作品的

最切近、最突出的现实性和作品中的物因素。甚至看来几乎是，在

我们追求尽可能纯粹地把握作品自身的自立时，我们完全忽略了

一件事情，即作品始终是作品－一一宁可说是一个被创造的东西。

如果说有某某东西能把作品之为作品显突出来的话，那么，它只能

是作品的被创作存在（Geschaffensein ） 。 因为作品是被创作的，

而创作需要一种它借以创造的媒介物，那种物因素也就进入了作

品之中 。 这是无可争辩的。 不过，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是：被创作存

在如何属于作品？对此问题的澄清要求弄清下面两点 ： 44 

一、在此何谓区别于制造和被制造存在的被创作存在和创

作呢？

二、惟从作品本身的最内在本质出发，才能确定被创作存在如

何属于作品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作品存在。 作品的

这种最内在本质是什么呢？

在这里，创作始终被认为是关涉于作品的 。 作品的本质就包

含着真理的发生。我们自始就从它与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

理的本质的关系出发，来规定创作的本质。 被创作存在之属于作

品，只有在一种更其原始的对真理之本质的、澄清中才能得到揭示 。

这就又回到了对真理及其本质的追问上来了 。

倘若“在作品中真理起着作用”这一命题不该是一个纯粹的论

断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再次予以追问 。

于是，我们现在必须更彻底地发问：一种与诸如某个作品之类

的东西的牵连，如何处于真理之本质中？为了能成为真理，那种能

够被设置入作品中的真理，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必须被设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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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的真理，到底具有何种本质呢？而我们曾把“真理之设置入

作品”规定为艺术的本质。因此，最终提出的问题就是：

什么是能够作为艺术而发生，甚或必须作为艺术而发生的真

理？何以有艺术呢？①

真理与艺术

艺术作品和艺术家的本源是艺术。 本源即是存在者之存在现

45 身于其中的本质来源。什么是艺术？我们在现实的作品中寻找艺

术之本质。 作品之现实性是由在作品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即真理

的发生，来规定的。此种真理之生发，我们思之为世界与大地之间

的争执的实现。在这种争执的被聚合起来的动荡不安（ Beweg

nis）中有宁静。作品的自持就建基于此。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发挥作用。但这样发挥作用的东西却在

作品中。因而在这里就已经先行把现实的作品设定为那种发生的

载体。对现存作品的物因素的追问又迫在眉睫了。于是，下面这

一点终于清楚了 ：无论我们多么热诚地追问作品的自立，只要我们

还没有领会艺术作品是一个制成品，我们就找不到它的现实性 。

其实这种看法是最切近而明显的；因为在“作品”一词中我们就听

出制成品的意思。作品的作品因素，就在于它由艺术家所赋予的

被创作存在之中。我们直到现在才提到这个最显而易见而又说明

① 这里加;/Jr童号的“有”（ es gibt）的含义比较特别，含“给出”、“呈现”之意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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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对作品的规定，看来可能是令人奇怪的。

然而，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显然只有根据创作过程才可能得到

把握。 因此，在这个事实的强迫下，我们就不得不懂得去深入领会

艺术家的活动，才能切中艺术作品的本源。纯粹根据作品本身来

规定作品的作品存在，①这种尝试业已证明是行不通的。

如果我们现在撇开作品不管，而去追踪创作的本质，那么，我

们无非是想坚持我们起初关于农鞋的油画、继之关于希腊神庙所

说出的看法。

我们把创作思为一种生产（ Hervorbingen ） 。 但器具的制作 46

也是一种生产。手工业却无疑并不创作作品一一－这是一个奇特的

语言游戏；②哪怕我们有必要把手工艺产品和工厂制品区别开来，

手工业也没有创作作品 。 但是，创作的生产又如何与制作方式的

生产区别开来呢？按照字面，我们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区分作品创

作与器具制作，而要按照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探究生产的两种方

式，又是多么举步维艰。依最切近的印象，我们在陶匠和雕塑家的

活动中，在木工和画家的活动中，发现了相同的行为。作品创作本

身需要手工艺行动。 伟大的艺术家最为推崇手工艺才能了。他们

首先要求出于娴技熟巧的细心照料的才能。最重要的是，他们努

力追求手工艺中那种水碟青春的训练有素 。 人们已经充分看到，

对艺术作品有良好领悟的希腊人用同一个词TEχVT] ［技艺］来表示

手艺和艺术，并且用同一个名称TEXVlTT] ）［艺人］来称呼手工技艺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什么叫“作品存在”？多义．一一作者边注

② 在德文中 ．“手工艺”（das Handwerk）一词由 “手”（ Hand）和“作品”（ Werk）合

成 ．而··予工艺”实际上并不创作··作品” 是为“语言游戏”．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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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艺术家。

因此，看来最好是从创作的手工技艺方面来确定创作的本质 。

但上面提到的希腊人的语言用法以及它们对事情的经验却迫使我

们深思。不管我们多么普遍、多么清楚地指出希腊人常用相同的

词TEXVη来称呼手艺和艺术，这种指示依然是肤浅的和有失偏颇

的；因为TEXVTJ并非指手艺也非指艺术，也不是指我们今天所谓的

技术，根本上，它从来不是指某种实践活动 。

希腊文的TEXVTJ这个词毋宁说是知道（ Wissen ）的一种方式。

知道意味着：已经看到（ gesehen ha ben ），而这是在“看”的广义上

47 说的，意思就是 ： 对在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觉知（ verneh

men）。对希腊思想来说，知道的本质在于CxArJ8Etα［无蔽］，亦即存

在者之解蔽。它承担和引导任何对存在者的行为 。 由于知道使在

场者之为这样一个在场者出于遮蔽状态，而特地把它带入其外观

(Ausseh en）的无蔽状态中，因此 ， TEXVTJ［技艺］作为希腊人所经验

的知道就是存在者之生产；TEXVTJ从来不是指制作活动。

艺术家之为一个TEXVlTT] ） ［艺人］ ，并非因为他也是一个工匠，

而是因为，无论是作品的置造（ Her-stellen），还是器具的置造，都

是在生产（ Her-vov-bringen）中发生的，这种生产自始就使得存在

者以其外观而出现于其在场中 。 但这一切都发生在自然而然地展

开的存在者中间，也即是在φVOl）〔涌现、自然］中间发生的 。 把艺

术称为TEXVη［技艺］，这绝不是说对艺术家的活动应从手工技艺

方面来了解 。 在作品制作中看来好像手工制作的东西却有着不同

的特性。艺术家的活动由创作之本质来决定和完成，并且也始终

被扣留在创作之本质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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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以手工艺为引线去思考创作的本质，那么，我们应当

依什么线索去思考创作的本质呢？莫非除了根据那被创作的东西

即作品外，还有别的办法吗？尽管作品首先是在创作之实行中才

成为现实的，因而就其现实性来说取决于创作，但创作的本质却是

由作品的本质来规定的 。 尽管作品的被创作存在与创作相关联，

但被创作存在和创作都得根据作品的作品存在来规定。 现在，为

什么我们起初只是讨论作品，直到最后才来考察被创作存在，也就

不会令人奇怪了 。 如果说被创作存在本质上属于作品，正如从“作

品”一词中即可昕出被创作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努力进一步更

本质性地去领会迄今为止可以被规定为作品的作品存在的东西。

根据我们已获得的对作品的本质界定，在作品中真理之生发 48

起着作用；由于这种考虑，我们就可以把创作规定为 ：让某物出现

于被生产者之中（das Hervorgehenlassen in ein Hervorgebrach tes）。

作品之成为作品，是真理之生成和发生的一种方式。一切全然

在于真理的本质中。但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必定在这样一种被

创作的东西中发生的真理呢？真理何以出于其本质的基础而牵

连于一作品？我们能从上面所揭示的真理之本质来理解这一

点吗？

真理是非真理，因为在遮蔽意义上的尚未被解蔽的东西的淋｜

惊范围就属于真理。 在作为真理的非一遮蔽中，同时活动着另一

个双重禁阻（Verwehren）的“非”。①真理之为真理，现身于澄明

① 这个··非”，即“无蔽气Un-verborgenheit ，非一遮蔽）中的“非气Un－） .应作动词

解．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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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重遮蔽的对立中。真理是原始争执，在其中，敞开领域一向以

某种方式被争得了，于是，显示自身和退隐自身的一切存在者进入

敞开领域之中或离开敞开领域而固守自身 。 无论何时何地发生这

种争执，争执者， 即澄明与遮蔽，都由此而分道扬辘 。 这样就争得

了争执领地的敞开领域。 这种敞开领域的敞开性也即真理；当且

仅当真理把自身设立在它的敞开领域中，真理才是它所是，亦即是

这种敞开性 。 因此，在这种敞开领域中始终必定有存在者存在，好

让敞开性获得栖身之所和坚定性。 由于敞开性占据着敞开领域，

因此敞开性开放并且维持着敞开领域。 在这里，设置和占据都是

从aeσis［置立］的希腊意义出发得到思考的，后者意谓：在无蔽领

域中的一种建立（Aufs te ll e n ） 。

由于指出敞开性自行设立于敞开领域之中，①思想就触及了

49 一个我们在此还不能予以说明的区域。 所要指出的只是，如果存

在者之无蔽状态的本质以某种方式属于存在本身（参看拙著《存在

与时间 》，第 44 节），那么，存在就从其本质而来让敞开性之领地亦

即此之渣明（Lichtung des Da）得以出现，并引导这个领地成为任

何存在者以各自方式展开于其中的领地。

真理之发生元非是它在通过它本身而公开自身的争执和领地

中设立自身 。 由于真理是澄明与遮蔽的对抗，因此真理包含着此

处所谓的设立（E inrich tung ） 。 但是，真理并非事先在某个不可预

料之处自在地现存着，然后再在某个地方把自身安置在存在者中

① 1960 年富克拉姆版：此处“存在学差异” ， 参看《 同一与差异 》，第 37 页以

下．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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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 这是绝无可能的，因为是存在者的敞开性才提供出某个

地方的可能性和一个充满在场者的场所的可能性。敞开性之澄明

和在敞开中的设立是共属一体的。它们是真理之发生的同一个本

质。真理之发生以其形形色色的方式是历史性的。

真理把自身设立于由它开启出来的存在者之中，一种根本性

方式就是真理的自行设置人作品。真理现身运作的另一种方式是

建立国家的活动。真理获得闪耀的又一种方式是邻近于那种并非

某个存在者而是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真理设立自身的

再一种方式是本质性的牺牲。真理生成的又一种方式是思想者的

追问，这种作为存在之思的追问命名着大可追问的存在。相反，科

学却决不是真理的原始发生，科学无非是一个已经敞开的真理领

域的扩建，而且是通过把握和论证在此领域内显现为可能和必然

的正确之物来扩建的。①当且仅当科学超出正确性之外而达到一

种真理，也即达到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彻底揭示，它便成为哲 50

学了。

因为真理的本质在于把自身设立于存在者之中从而才成其为

真理，所以，在真理之本质中就包含着那种与作品的牵连（Zug

zum Werk），后者乃是真理本身得以在存在者中间存在的一种突

出可能性 。

真理之进入作品的设立是这样一个存在者的生产，这个存在

者先前还不曾在，此后也不再重复。生产过程把这种存在者如此

① 海德格尔在这电罗列了真理发生的几种原始方式 ：艺术、建国、牺牲（宗教〉和

思想等；科学则不是真理的原始的发生方式，而是一种“扩建”（Ausbau）.是对已经敞开

的领域的“扩建”．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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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地置入敞开领域之中，从而被生产的东西才照亮了它出现于

其中的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当生产过程特地带来存在者之敞开性

亦即真理之际，被生产者就是一件作品 。 这种生产就是创作 。 作

为这种带来，创作毋宁说是在与无蔽状态之关联范围内的一种接

收和获取。① 那么，被创作存在何在呢？我们可以用两个本质性

的规定来加以说明。

真理把自身设立在作品中。真理惟独作为在世界与大地的对

抗中的澄明与遮蔽之间的争执而现身。真理作为这种世界与大地

的争执被置入作品中 。 这种争执不会在一个特地被生产出来的存

在者中被解除，也不会单纯地得到安顿，而是由于这个存在者而被

开启出来的。因此，这个存在者自身必具备争执的本质特性 。 在

争执中，世界与大地的统一性被争得了。由于一个世界开启出来，

世界就对一个历史性的人类提出胜利与失败、祝祷与亵读、主宰与

奴役的决断。涌现着的世界使得尚未决断的东西和无度的东西显

露出来，从而开启出尺度和决断的隐蔽的必然性 。

另一方面，当一个世界开启出来，大地也耸然突现。 大地显示

5 1 自身为万物的载体，入于其法则中被庇护和持久地自行锁闭着的

东西。世界要求它的决断和尺度，并让存在者进入它的道路的敞

开领域之中。大地力求承载着一凸现着保持自行锁闭，并且力求

把万物交付给它的法则 。 争执并非作为一纯然裂缝之撕裂的裂隙

(RilD ，而是争执者相互归属的亲密性。 这种裂隙把对抗者一道

① 此处译为“生产”的德语 Herv-or-bringen 含义较广，不是技术制造；其字面含

义为h带出来’＼故海德格尔说作为“生产”的创作是一种··带来”（ Bringen)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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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扯到它们出自统一基础的统一体的渊源之中 。 争执之裂隙乃是

基本图样，是描绘存在者之渣明的涌现的基本特征的剖面图。这

种裂隙并不是让对抗者相互破裂开来，它把尺度和界限的对抗带

入共同的轮廓之中。①

只有当争执在一个有待生产的存在者中被开启出来，亦即这

种存在者本身被带入裂隙之中，作为争执的真理才得以设立于这

种存在者中。裂隙乃是剖面图和基本图样、裂口和轮廓的统一牵

联（Gez阔的。真理在存在者中设立自身，而且这样一来，存在者

本身就占据了真理的敞开领域。但是，惟当那被生产者即裂隙把

自身交付给在敞开领域中凸现的自行锁闭者，这种占据才能发生。

这裂隙必须把自身置回到石头吸引的沉重，木头缄默的坚固，色彩

幽深的热烈之中 。 大地把裂隙收回到自身之中，裂隙于是才进入

敞开领域而被制造，从而被置入亦即设置入那作为自行锁闭者和

保护者进入敞开领域而凸现的东西中。

争执被带入裂隙之中，因而被置回到大地之中并且被固定起

来，这种争执乃是形态（Gesta l t ） 。 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意味着 ：真

理之被固定于形态中。形态乃是构造（Gef岖的，裂隙就作为这个

构造而自行嵌合。 被嵌合的裂隙乃是真理之闪耀的嵌合（Fuge） 。

这里所谓的形态，始终必须根据那种摆置（Stellen）和集置（ Ge

Stell)来理解；作品作为这种摆置和集置而现身，因为作品建立自

① 此处 RiB 一词有“裂隙、裂口 、平面图、图样”等意思，我们译之为“裂隙”；此处

出现的 GrundriB 、AufriB、 UmriB 等均以 RiB 为词干，儿不可译解．我们权译 GrundriB

为“基本图样”．译 Auf-riB 为“剖面”，译 Umrif3 为“轮廓’＼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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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和置造自身。①

52 在作品创作中，作为裂隙的争执必定被置回到大地中，而大地

本身必定作为自行锁闭者被生产和使用 。 不过，这种使用并不是

把大地当作一种材料加以消耗甚或肆意滥用，而倒是把大地解放

出来，使之成为大地本身 。 这种对大地的使用实乃对大地的劳作，

虽然看起来这种劳作如同工匠利用材料，因而给人这样一种假象，

似乎作品创作也是手工技艺活动 。 其实绝非如此。 作品创作始终

是在真理固定于形态中的同时对大地的一种使用 。 与之相反，器

具的制作却绝非直接是对真理之发生的获取。当质料被做成器具

形状以备使用时，器具的生产就完成了 。 器具的完成意味着器具

已经超出了它本身，并将在有用性中消耗殆尽 。

作品的被创作存在却并非如此。 这一点从我们下面就要谈到

的第二个特点来看，就一 目了然了 。

器具的完成状态与作品的被创作存在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

是它们都构成了一种被生产存在 。 但与其他一切生产不同，作品

的被创作存在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一道被带人被创作品中而被创

作出来的。可是，难道所有生产品以及无论何种形成品不都这样

吗？任何一个生产品，如果向来是某个东西，肯定会被赋予一种被

生产存在。确实如此。不过在作品中，被创作存在是特别地被带

入创作品中而创作出来的，以至于它专门从创作品中，也即从如此

① “集置气Ge-stell）是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基本词语 ．在日常德语中有 Ges

tell（框架〉一词。海德格尔把技术的本质思为“集置”，意指技术通过各种“摆置”

(stellen）活动，如表象（ vorstellen）、宣造（ herstellen ） 、订置 （ bestellen）、伪置（ verstellen ) 

等，对人类产生着一种不无神秘的控制和支配力盘。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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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般的生产品中突现出来。如若情形如此，那我们也就必然能够

特别地在作品中经验这种被创作存在。

从作品中浮现出来的被创作存在并不意味着，根据作品就可

以发现它出自某个艺术大师之手。创作品不可作为某位高手的成

就来证明，其完成者也不能因此被提升到公共声望中去。要公布

出来的并不是姓名不详的作者，而不如说，这个单纯的“factum 53 

est”［存在事实］要在作品中被带入敞开领域之中；也就是说，存在

者之无蔽状态在此发生了，而且是首先作为这种发生事件而发生

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作品存在着，而不是不存在。 作品作为这种

作品而存在所造成的冲击，以及这种毫不显眼的冲力的连续性，构

成了作品的自持的稳固性。在艺术家以及作品形成的过程和条件

都尚不为人知的时候，这种冲力，被创作存在的这个“如此”

(DaB），①就最纯粹地从作品中出现了。

诚然，每一件可供支配的、处于使用中的器具也包含着它被制

作出来的这一“如此”。但这一“如此”在器具那里并没有凸现出

来，它消失于有用性中了。一件器具越是凑手，它的“如此”就越是

不引人注目（例如，一把挪头就是如此），器具就越是独一地保持在

其器具存在中。一般说来，我们在每个现成事物中都能发现它存

在的事实；但即使注意到这一点，也很快就以惯常的方式忘掉了。

不过，还有什么比存在者存在这回事情更为寻常的呢？与之相反，

在作品中，它作为这样一个作品而存在，这是非同寻常的事情。它

① 此处 DaB在德语中是从句引导词 daBC相当于英文的 that）的大写 . daB 独立

用为名词的 DaB，实难以译成中文．我们权译之为“如此”或“如此实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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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创作存在这一发生事件（Ereignis）并没有简单地在作品中得

到反映；而不如说，作品作为这样一件作品而存在，这一事件把作

品在自身面前投射出来，并且已经不断地在自身周围投射了作品 。

作品越是本质性地开启自身，那种惟一性，即它存在而不是不存在

这一如此实情的惟一性，也就越是显赫明朗 。 这种冲力越是本质

性地进入敞开领域中，作品也就变得越是令人意外，越是孤独 。 在

作品的生产中，包含着这样一种对“如此存在”（ daB es sei ）的

呈献。

对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追问应把我们带到了作品的作品因素

以及作品的现实性的近处 。 被创作存在显示自身为：通过裂隙进

入形态的争执之被固定存在 。 在这里，被创作存在本身以特有的

方式被寓于作品中，而作为那个“如此”的无声的冲力进入敞开领

54 域中 。 但作品的现实性并非仅仅限于被创作存在。不过，正是对

作品的被创作存在的本质的考察，使得我们现在有可能迈出一步 ，

去达到我们前面所道出的一切的目标 。

作品愈是孤独地被固定于形态中而立足于自身，愈纯粹地显

得解脱了与人的所有关联，那么，冲力，这种作品存在着的这个“如

此”，也就愈单朴地进入敞开领域之中，阴森惊人的东西就愈加本

质性地被冲开，而以往显得亲切的东西就愈加本质性地被冲翻 。

然而，这形形色色的冲撞却不具有什么暴力的意味；因为作品本身

愈是纯粹进入存在者由它自身开启出来的敞开性中，作品就愈容

易把我们移入这种敞开性中，并同时把我们移出寻常平庸 。 服从

于这种移挪过程意味着：改变我们与世界和大地的关联，然后抑制

我们的一般流行的行为和评价，认识和观看，以便逗留于在作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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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真理那里。 惟有这种逗留的抑制状态才让被创作的东西成

为所是之作品 。 这种“让作品成为作品”，我们称之为作品之保

存。① 惟有这种保存，作品在其被创作存在中才表现为现实的，现

在来说也即 ： 以作品方式在场着的。

要是作品没有被创作便无法存在，因而本质上需要创作者，同

样地，要是没有保存者，被创作的东西也将不能存在。

然而，如果作品没有寻找保存者，没有直接寻找保存者从而使

保存者应合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没有

保存者作品也能成为作品 。 只要作品是一件作品，它就总是与保

存者相关涉，甚至在（也正是在）它只是等待保存者，恳求和期冀它

们进入其真理之中的时候。 甚至作品可能碰到的被遗忘状态也不

是一无所有；它仍然是一种保存。 它乞灵于作品 。 作品之保存意

味着：置身于在作品中发生的存在者之敞开性中 。 可是，保存的这

种“置身于其中”Clnstiindigkei t）乃是一种知道（Wissen ） 。 知道却

并不在于对某物的单纯认识和表象。 谁真正地知道存在者，他也 55

就知道他在存在者中间意愿什么 。

这里所谓的意愿（Wollen）既非仅仅运用一种知道，也并不事

先决定一种知道；它是根据《存在与时间》的基本思想经验而被思

考的 。 保持着意愿的知道和保持着知道的意愿，乃是实存着的人

类绽出地进入存在之无蔽状态之中。在《存在与时间 》中思考的

决心（Ent-schlossenheit）并不是一个主体的深思的行动，而是此

在摆脱存在者的困固向着存在之敞开性的开启。然而，在实存

① 德语原文为 Bewahrung，或可译为..保藏”．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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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stenz）中，人并非出于一内在而到达一外在，而不如说，实存

之本质乃是悬欠着（ausstehend）置身于存在者之澄明的本质性分

离中 。 在先己说明的创作中也好，在现在所谓的意愿中也好，我们

都没有设想一个以自身为目的来争取的主体的活动和行为 。

意愿乃是实存着的自我超越的冷静的决心，这种自我超越委

身于那种被设置入作品中的存在者之敞开性 。 这样，那种“置身于

其中”也被带入法则之中 。 作品之保存作为知道，乃是冷静地置身

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阴森惊人的东西中 。

这种知道作为意愿在作品之真理中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并且

只有这样，它才是一种知道；它没有剥夺作品的自立性，并没有把

作品强行拉入纯然体验的领域，并不把作品贬低为一个体验的激

发者的角色。作品之保存并不是把人孤立于其私人体验，而是把

人推入与在作品中发生着的真理的归属关系之中，从而把相互共

同存在确立为出自与无蔽状态之关联的此之在（Da-sein）的历史

性悬欠（Ausstehen ） 。 再者，在保存意义上的知道与那种鉴赏家对

56 作品的形式、品质和魅力的鉴赏力相去甚远 。 作为已经看到，知道

乃是一种决心，是置身于那种已经被作品嵌入裂隙的争执中去。

作品本身，也只有作品本身，才能赋予和先行确定作品的适宜

的保存方式 。 保存发生在不同等级的知道中，这种知道具有各各

不同的作用范围、稳固性和清晰度 。 如若作品仅仅被提供给艺术

享受，这也还没有证明作品之为作品处于保存中 。

一旦那种进入阴森惊人的东西中的冲力在流行和鉴赏中被截

获了，则艺术行业就开始围着作品团团转了 。 就连作品的小心谨

慎的流传，力求重新获得作品的科学探讨，都不再达到作品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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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仅只是一种对它的回忆而已。但这种回忆也能给作品提

供一席之地，从中构成作品的历史。相反，作品最本己的现实性，

只有当作品在通过它自身而发生的真理中得到保存之际才起

作用 。

作品的现实性的基本特征是由作品存在的本质来规定的 。 现

在我们可以重新捡起我们的主导问题了：那个保证作品的直接现

实性的作品之物因素的情形究竟如何呢？情形是，我们现在不再

追问作品的物因素的问题了；因为只要我们作那种追问，我们即刻

而且事先就确定无疑地把作品当作一个现存对象了 。 以此方式，

我们从未能从作品出发来追问，而是从我们出发来追问 。 而这个

作为出发点的我们并没有让作品作为一个作品而存在，而是把作

品看成能够在我们心灵中引发此种或彼种状态的对象。

然而，在被当作对象的作品中，那个看来像是流行的物的概念

意义上的物因素的东西，从作品方面来了解，实际上就是作品的大 57

地因素（das Erdhafte ） 。 大地进入作品而凸现，因为作品作为其

中有真理起作用的作品而现身；而且因为真理惟有通过把自身设

立在某个存在者之中才得以现身。 但是，在本质上自行锁闭的大

地那里，敞开领域的敞开性得到了它最大的抵抗，并因此获得它永

久的立足之所，而形态必然被固定于其中。

那么，我们对物之物因素的追问竟是多余的吗？绝对不是的。

作品因素固然不能根据物因素来得到规定，但对作品之作品因素

的认识，却可能把我们对物之物因素的追问引人正轨。 这并非无

关紧要，只要我们回想一下那些自古以来流行的思维方式如何扰

乱物之物因素，如何使一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达到统治地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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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明白这一点的 。 这种对存在者整体的解释使我们对真理的原始

本质茫然无知，同样也无能于对器具和作品的本质的把握 。

为了规定物之物性，无论是对特性之载体的考察，还是对在其

统一性中的感性被给予物的多样性的考察，甚至那种对自为地被

表象出来的、从器具因素中获知的质料一形式结构的考察，都是元

济于事的 。 对于物之物因素的解释来说，一种正确而有分量的洞

察必须直面物对大地的归属性。 大地的本质就是它那无所迫促的

承荷和自行锁闭，但大地仅仅是在耸然进入一个世界之际，在它与

世界的对抗中，才自行揭示出来 。 大地与世界的争执在作品的形

态中固定下来，并且通过这一形态才得以敞开出来 。 我们只有特

别地通过作品才经验到器具之器具因素，这一点适用于器具，也适

用于物之物因素 。 我们决不能径直知道物因素，即使能知道，那也

只是不确定地，也需要作品的帮助 。 这一点间接地证明了，在作品

58 的作品存在中，真理之生发也即存在者之开启在起作用 。

然而，如果作品无可争辩地把物因素置入敞开领域之中，那

么，就作品方面来说，难道作品不是必须已经一一而且在它被创作

之前，并且为了这种被创作 被带入一种与大地中的万物的关

联，与自然的关联之中了吗？这正是我们最后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阿尔布雷希特 · 丢勒①想必是知道这一点的，他说了如下著名的

话 ： “千真万确，艺术存在于自然中，因此谁能把它从中取出，谁就

拥有了艺术 。”在这里，“取出”意味着画出裂隙，用画笔在绘画板上

① 阿尔布雷希特 · 丢勒 （ Albrecht Diirer,1471- 1 528 年）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

期油画家、版画家和雕塑家， 一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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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裂隙描绘出来。① 但是，我们同时要提出相反的问题：如果裂隙

并没有作为裂隙，也就是说，如果裂隙并没有事先作为尺度与无度

的争执而被创作的构思带入敞开领域之中，那么，裂隙何以能够被

描绘出来呢？诚然，在自然中隐藏着裂隙、尺度、界限以及与此相

联系的可能生产（Hervorbringen-konnen），亦即艺术 。 但同样确

凿无疑的是，这种隐藏于自然中的艺术惟有通过作品才能显露出

来，因为它原始地隐藏在作品之中 。

对作品的现实性的这一番刻意寻求乃是要提供出一个基地，

使得我们能够在现实作品中发现艺术和艺术之本质。 关于艺术之

本质的追问，认识艺术的道路，应当重新被置于某个基础之上。 如

同任何真正的回答，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只不过是一系列追问步

骤的最后一步的最终结果。 任何回答只要是植根于追问的回答，

就始终能够保持回答的力量。

从作品的作品存在来看，作品的现实性不仅更加明晰，而且根

本上也更加丰富了 。 保存者与创作者一样，同样本质性地属于作

品的被创作存在。 但作品使创作者的本质成为可能，作品由于其

本质也需要保存者。 如果说艺术是作品的本源，那就意味着：艺术

使作品的本质上共属一体的东西，即创作者和保存者，源出于作品 59

的本质 。 但艺术本身是什么呢？ 我们正当地称之为本源的艺术是

什么呢？

真理之生发在作品中起作用，而且是以作品的方式起作用。

① 动词··取出”（ reiBen）与“裂隙” C RiB）有着字面的和意义的联系，含“勾画裂隙”

之意．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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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艺术的本质先行就被规定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 。 但我

们自知，这一规定具有一种蓄意的模棱两可 。 它－方面说：艺术是

自身建立的真理固定于形态中，这种固定是在作为存在者之元蔽

状态的生产的创作中发生的 。 而另一方面，设置入作品也意味着 ：

作品存在进入运动和进入发生中 。 这也就是保存。于是，艺术就

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 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

发生。① 那么，难道真理源出于无么？的确如此，如果这个元

(das Nichts）意指的是对存在者的纯粹的不（ das Nicht），而存在

者则被看作是那个惯常的现存事物，后者进而通过作品的立身

实存（ das Dastehen）而显露为仅仅被设想为真的存在者，并且被

作品的立身实存所撼动 。 从现存事物和惯常事物那里是从来看

不到真理的 。 毋宁说，只有通过对在被抛状态（Geworfenheit）中

到达的敞开性的筹划，敞开领域之开启和存在者之橙明才发生

出来 。

作为存在者之澄明和遮蔽，真理乃是通过②诗意创造而发生

的 。③ 凡艺术都是让存在者本身之真理到达而发生；一切艺术本

质上都是诗 （ Dichtung ） 。 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都以艺术为基础；艺

术之本质乃真理之自行设置人作品 。 由于艺术的诗意创造本质，

艺术就在存在者中间打开了一方敞开之地，在此敞开之地的敞开

① 此句德语原文为： Dann ist die Kunst ein Werden und Geschehen der Wahr 

heit , 译注

② 1960 年富克拉姆版·“诗”的值得追问之处 作为道说之用 （ Brauch der 

Sage ） 。 对澄明与诗的关系的描述不充分。 作者边注

③ 此处I9J词“诗意创造”（ dichten），或可译为“作诗”。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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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一切存在遂有迥然不同之仪态。凭借那种被置入作品中的、

对自行向我们投射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筹划（Entwurf) ， 一切

惯常之物和过往之物通过作品而成为非存在者（ das U nseiende ）。 6。

这种非存在者已经丧失了那种赋予并且保持作为尺度的存在的能

力 。 在此令人奇怪的是，作品根本上不是通过因果关系对以往存

在者发生影响的 。 作品的作用并不在于某种制造因果的活动，而

在于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亦即存在的的一种源于作品而发生的

转变。

然而，诗并非对任意什么东西的异想天开的虚构，并非对非现

实领域的单纯表象和幻想的悠荡漂浮。作为澄明着的筹划，诗在

无蔽状态那里展开的东西和先行抛入形态之裂隙中的东西，是让

元蔽发生的敞开领域，并且是这样，即现在，敞开领域才在存在者

中间使存在者发光和鸣响。在对作品之本质和作品与存在者之真

理的生发的关系的本质性洞察中，出现了这样一个疑问：根据幻想

和想象力来思考诗之本质 同时也即筹划之本质一一是否已经

绰绰有余了 。

诗的本质，现在已得到了宽泛的、但并非因此而模糊的了解，

在此它无疑是大可追问的东西。我们眼下应该对之做一思

考了 。②

如果说一切艺术本质上皆是诗，那么，建筑艺术、绘画艺术、音

① 1960 年富克拉姆版：不充分←→元蔽与“存在”的关系；存在等于在场状态，参

看拙文”时间与存在”．一一作者边注

② 1960 年首克拉姆版．也就是说，艺术的固有特性也值得追问．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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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艺术就都势必归结为诗歌了。① 这纯粹是独断嘛！当然，只要

我们认为，上面所说的各类艺术都是语言艺术的变种一一如果我

们可以用语言艺术这个容易让人误解的名称来规定诗歌的话

那就是独断了。其实，诗歌仅只是真理之澄明着的筹划的一种方

61 式，也即只是宽泛意义上的诗意创造 CDichten）的一种方式；虽然

语言作品，即狭义的诗（Dichtung），在整个艺术领域中是占有突出

地位的 。

为了认识这一点，只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语言概念即可。流行

的观点把语言当作一种传达 。 语言用于会谈和约会，一般讲来就

是用于互相理解 。 然而，语言不只是、而且并非首先是对要传达的

东西的声音表达和文字表达。语言并非仅仅是把或明或暗如此这

般的意思转运到词语和句子中去，而不如说，惟语言才使存在者作

为存在者进入敞开领域之中。在没有语言的地方，比如，在石头、

植物和动物的存在中，便没有存在者的任何敞开性，因而也没有不

存在者和虚空的任何敞开性 。

由于语言首度命名存在者，这种命名才把存在者带向词语而

显现出来。 这一命名 CNennen）指派（巳rnennen）存在者，使之源于

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 。 这样一种道说乃橙明之筹划，它宣告出存

在者作为什么东西进入敞开领域。筹划②是一种投射的触发，作

① 海德格尔在这垦区分了诗（Dichtung）与诗歌（ Poesie），前者联系于动词“作

诗” Cdichten），后者则是体裁分类意义上的与散文相对的文学样式 ． 译注

② 1960 年雷克拉姆版：筹划（ Entwerfen ）一一不是澄明之为澄明，因为在其中只

是测定了计划（Entwurf) 的位置，不如说·对裂隙的筹划。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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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投射，①无蔽把自身发送到存在者本身之中 。 而筹划着的

宣告（Ansagen）即刻成为对一切阴沉的纷乱的拒绝（Absage）；在

这种纷乱中存在者蔽而不显，逃之夭夭了 。②

筹划着的远说就是诗 ：世界和大地的道说，世界和大地之争执

的领地的道说，因而也是诸神的所有远远近近的场所的道说。③

诗乃是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道说（die Sage ） 。 始终逗留着的语言

是那种垣说（das Sagen）之生发，在其中，一个民族的世界历史性

地展开出来，而大地作为锁闭者得到了保存。 在对可道说的东西

的准备中，筹划着的道说同时把不可道说的东西带给世界。 在这 62

样一种道说中，一个历史性民族的本质的概念，亦即它对世界历史

的归属性的概念，先行被赋形了 。

在这里，诗是在一种宽广意义上，同时也在与语言和词语的紧

密的本质统一性中被理解的，从而，就必定有这样一个悬而未决的

问题：艺术，而且是包括从建筑到诗歌的所有样式的艺术，是不是

就囊括 f诗之本质呢？

语言本身就是根本意义上的诗。 但由于语言是存在者之为存

在者对人来说向来首先在其中得以完全展开出来的那种生发，所

① 此处“筹划”（ Entwerfen）与··投射”（ Wurf)具有字面联系． 一一译注

1) 1 960 年需克位姆版 ：只是这样？ 式者作为命运．参照：集置 （ Ge-Stell ).

作者边注

③ 后期海德格尔以··道说” （ die Sage）一词指称他所思的非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语

Ff. 所训··道说”乃是“存在” 亦作“本有” （ Ereignis) 的运作和发生。 作为“道

说”的话辽乃是“寂静之音’＼元声之“大汗”． 海德格尔也以动词 sagen 标示合乎 die

Sage 的本J'i的人言（ l![l ..诗”与“思”｝．我们也译 das Sagen 为“道说”．参看海德格尔

《在通向i苔 ，τ的途中》 ．中译本 ．外周兴译，北京 1997 年．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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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诗歌，即狭义上的诗，才是根本意义上最原始的诗 。 语言是诗，

不是因为语言是原始诗歌（ U rpoesie) ；不如说，诗歌在语言中发

生，因为语言保存着诗的原始本质。相反地，建筑和绘画总是已

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敞开领域之中。它们为这

种敞开所贯穿和引导，所以，它们始终是真理把自身建立于作品中

的本己道路和方式。它们是在存在者之澄明范围内的各有特色的

诗意创作，而存在者之澄明早已不知不觉地在语言中发生了 。①

作为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艺术就是诗 。 不光作品的创作

是诗意的，作品的保存同样也是诗意的，只是有其独特的方式罢

了。因为只有当我们本身摆脱了我们的惯常性而进入作品所开启

出来的东西之中，从而使得我们的本质在存在者之真理达到恒

定②时，一个作品才是一个现实的作品 。

63 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之创建（ Stiftung ） 。 在

这里，我们所理解的“创建”有三重意义，即 ：作为赠予的创建，作为

建基的创建和作为开端的创建。③ 但是，创建惟有在保存中才是

现实的。因此，保存的样式吻合于创建的诸样式 。 对于艺术的这

种本质构造，我们眼下只能用寥寥数语的勾勒来加以揭示，甚至这

种勾勒也只是前面我们对作品之本质的规定所提供的初步线索 。

真理之设置人作品冲开了阴森惊人的东西，同时冲倒了寻常

① 1960 年窗克拉姆版·这说的是什么？澄明通过语言而发生，或者居有着的澄

明才允诺道说和弃绝（ Entsagen ）并且因而允诺了语言？语言与 肉身（语音与文

字λ 一一作者边注

② 1960 年雷克拉姆版 ·在笠身于用（ Brauch ） 的状态意义上。一一作者边注

③ 在此作为“创建”（ Stiften ）的 三 重意义的“赠予”（ Schenken ）、“建 基”

(Grunden）和“开端” （ Anfangen〕都是动词性的。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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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我们认为是寻常的东西 。 在作品中开启自身的真理决不可

能从过往之物那里得到证明并推导出来 。 过往之物在其特有的

现实性巾被作品所驳倒 。 因此艺术所创建的东西，决不能由现

存之物和可供便甩之物来抵消和弥补 。 创建是一种充溢，一种

赠予 。

真理的诗意创作的筹划把自身作为形态而置入作品中，这种

筹划也决不是通过进入虚空和不确定的东西中来实现的。而毋宁

说，在作品中，真理被投向即将到来的保存者，亦即被投向一个历

史性的人类。 但这个被投射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个任意懵越的要

求。真正诗意创作的筹划是对历史性的此在已经被抛入其中的那

个东西的开启 。 那个东西就是大地。 对于一个历史性民族来说就

是他的大地，是自行锁闭着的基础；这个历史性民族随着一切已然

存在的东西一一尽管还遮蔽着自身－一一而立身于这一基础之上。

但它也是他的世界，这个世界囱于此在与存在之无蔽状态的关联

而起着支配作用 。 因此，在筹划中人与之俱来的那一切，必须从其

锁闭的基础中引出并且特别地被置入这个基础之中 。 这样，基础

才被建立为具有承受力的基础 。

由于是这样一种引出（ Holen），所有创作（Schaffen）便是一

种、汲取（犹如从井泉中汲水）。毫无疑问，现代主观主义直接曲解 64

了创造 C das Schopferische），把创造看作是骄横跋届的主体的天

才活动 。 真理的创建不光是在自由赠予意义上的创建，同时也是

在铺设基础的建基意义上的创建。 它绝不从流行和惯常的东西那

里获得其赠品，从这个方面来说，诗意创作的筹划乃来源于无

( Nichts ） 。 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筹划也绝非来源于元，因为由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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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投射的东西只是历史性此在本身的隐秘的使命 。

赠予和建基本身就拥有我们所谓的开端的直接特性。 但开端

的这一直接特性，出于直接性的跳跃①的奇特性，并不是排除而是

包括了这样一点，即：开端久已悄然地准备着自身 。 真正的开端作

为跳跃始终都是一种领先，②在此领先中，凡一切后来的东西都已

经被越过了，哪怕是作为一种被掩敲的东西。 开端③已经隐蔽地

包含了终结。可是，真正的开端绝不具有原始之物的草创特性 。

原始之物总是无将来的，因为它没有赠予着和建基着的跳跃和领

先。它不能继续从自身中释放出什么，因为它只包含了把它固缚

于其中的那个东西，此外无他。

相反，开端总是包含着阴森惊人之物亦即与亲切之物的争执

的未曾展开的全部丰富性。作为诗的艺术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创

建，即真理之争执的引发意义上的创建；作为诗的艺术乃是作为开

端的创建。每当存在者整体作为存在者本身要求那种进入敞开性

的建基时，艺术就作为创建而进入其历史性本质之中 。 在西方，这

种作为创建的艺术最早发生在古希腊。 那时，后来被叫做存在的

65 东西被决定性地设置入作品中了 。 进而，如此这般被开启出来的

存在者整体被变换成了上帝的造物意义上的存在者。 这是在中世

纪发生的事情 。 这种存在者在近代之初和近代之进程中又被转换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跳跃”（ Sprung ） ，参看《 同一与差异 》，关于同一位的演

讲。 作者边注

② 注意“跳跃”（Sprung）与“领先气Vorsprung）之间的字面联系 。 译注

③ 1960 年窗克拉姆版：开端（ Anfang）必须在本有意义上思为开一端 （ An

Fang） 。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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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存在者变成了可以通过计算来控制和识破的对象。 上述种种

转换都展现出一个新的和本质性的世界。每一次转换都必然通过

真理之固定于形态中，固定于存在者本身中而建立了存在者的敞

开性。每一次转换都发生了存在者之元蔽状态。 元蔽状态自行设

置入作品中，而艺术完成这种设置。

每当艺术发生，亦即有一个开端存在之际，就有一种冲力进入

历史之中，历史才开始或者重叉开始。 在这里，历史井非意指无论

何种和无论多么重大的事件的时间上的顺序 。 历史乃是一个民族

进入其被赋予的使命中而同时进入其捐献之中 。 历史就是这样一

个进入过程。

艺术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 。 在这个命题中隐含着一种

根本性的模棱两可，据此看来，真理同时既是设置行为的主体又

是设置行为的客体。但主体和客体在这里是不恰当的名称，它

们阻碍着我们去思考这种模棱两可的本质。 这种思考的任务超

出了本文的范围 。 艺术是历史性的，历史性的艺术是对作品中

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 艺术发生为诗。 诗乃赠予、建基、开端三

重意义上的创建。作为创建的艺术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这不光

是说：艺术拥有外在意义上的历史，它在时代的变迁中与其他许

多事物一起出现，同时变化、消失，给历史学提供变化多端的景

象。真正说来，艺术为历史建基；艺术乃是根本性意义上的

历史 。

艺术让真理脱颖而出 。 作为创建着的保存，艺术是使存在者

之真理在作品中一跃而出的源泉。 使某物凭一跃而源出，在出自

本质渊源的创建着的跳跃中把某物带入存在之中，这就是本源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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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prung）一词的意思。①

艺术作品的本源，同时也就是创作者和保存者的本源，也就是

一个民族的历史性此在的本源，乃是艺术 。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艺

术在其本质中就是一个本源：是真理进入存在的突出方式，亦即真

理历史性地生成的突出方式 。

我们追问艺术的本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追问呢？我们做这

样的追问，目的是为了能够更本真地追问：艺术在我们的历史性此

在中是不是一个本源，是否并且在何种条件下，艺术能够是而且必

须是一个本源。

这样一种沉思不能勉强艺术及其生成。 但是，这种沉思性的

知道（das besinnliche Wissen）却是先行的，因而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艺术之生成的准备 。 惟有这种知道为艺术准备了空间，②为创

造者提供了道路，为保存者准备了地盘 。

在这种只能缓慢地增长的知道中将做出决断：艺术是否能成

为一个本源因而必然是一种领先，或者艺术是否始终是一个附庸

从而只能作为一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而伴生 。

我们在我们的此在中历史性地存在于本源之近旁吗？ 我们是

否知道亦即留意到本源之本质呢？或者，在我们对待艺术的态度

中，我们依然只还是因袭成规，照搬过去形成的知识而已？

对于这种或此或彼的抉择及其决断，这里有一块可靠的指示

牌 。 诗人荷尔德林道出了这块指示牌；这位诗人的作品依然摆在

① 海德格尔在此暗示了德语中“本源” （ Ursprung）与“源出”（ entspringen ）和”跳

跃” （ Sprung）的字商联系。 一一译注

② 1960 年富克拉姆版．逗留之居所的处所．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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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面前，构成－种考验。 荷尔德林诗云：

依于本源而居者

终难离弃原位。

一一《漫游》，如荷尔德林全知，第 4 卷

（海林格拉特编），第 167 页

芦
〕后

本文的思考关涉到艺术之谜，这个谜就是艺术本身。这里绝 67

没有想要解开这个谜。我们的任务在于认识这个谜。

几乎是从人们开始专门考察艺术和艺术家的那个时代起，此种

考察就被称为美学的考察。美学把艺术作品当作一个对象，而且把

它当作αto8T]ot）〔感知］的对象，即广义上的感性知觉的对象。现在

人们把这种知觉称为体验。 人体验艺术的方式，被认为是能说明艺

术之本质的。 无论对艺术享受还是对艺术创作来说，体验都是决定

性的源泉。①一切都是体验。但也许体验却是艺术死于其中的因

素。② 这种死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它需要经历数个世纪之久。

① 1960 年宙克拉姆版·现代艺术摆脱了体验因絮吗？ 抑或，只是被体验的东西如

此这般地发生了变化，以至于现在体验变得比以往还更为主观？现在，被体验者－一··创

造本能的技术因素”本身一一成为制作和发明的方式。本身依然还是形而上学的“符号

因素”的“非形式性”和相应的不确定性和空洞性，我之体验作为“社会”． 一一作者边注

② 1960 年宙克拉姆版：这个命题倒并不是说，艺术完全完蛋了。 只有当体验一直

保持为艺术的绝对因素，才会有这样一种悄况。 但一切的关键恰恰在于，摆脱体验而进

入此之在CDa-scin），而这就是说获致艺术之“生成”的一个完全不同的“因素”。 一一作

荷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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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人们谈论着不朽的艺术作品和作为一种永恒价值的艺

术 。 但此类谈论用的是那种语言，它并不认真对待一切本质性的

东西，因为它担心“认真对待”最终意味着：思想（denken ） 。 在今

天，又有何种畏惧更大于这种对思想的畏惧呢？此类关于不朽的

创作品和艺术的永恒价值的谈论具有某种内容和实质吗？或者，此

类谈论只不过是在伟大的艺术及其本质已经远离了人类的时代里

出现的一些肤浅的陈词滥调么？

黑格尔的《美学讲演录》是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

面的沉思，因为那是一种根据形而上学而做的沉思。在《美学讲演

录》中有这样几个命题 ：

“对我们来说，艺术不再是真理由以使自己获得其实存的最高

样式了吨（《全集》，第 10 卷，第 1 册，第 134 页） 。② “我们诚然可

以希望艺术还将会蒸蒸日上，并使自身完善起来，但是艺术形式已

不再是精神的最高需要了”（《全集 》，第 10 卷，第 1 册，第 135

页） 。③“从这一切方面看，就它的最高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

代人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全集》，第 10 卷，第 1 册，第 16 页） 。＠

尽管我们可以确认，自从黑格尔于 1828 1829 年冬季在柏林

大学作最后一次美学讲座以来，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新的艺术作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艺术作为真理（在此即绝对者之确定性）的方式。 一一作

者边注

②参看黑格尔： 《美学》，中译本，朱光潜译．北京 1982 年，第 1 卷．第 131

页． 一一译注

③ 同上书，第 132 页．一一译注

@ 同上书，第 15 页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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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新的艺术思潮；但是，我们不能借此来回避黑格尔在上述命题

中所下的判词。黑格尔决不是想否认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艺术作品

和艺术思潮。然而，问题依然是：艺术对我们的历史性此在来说仍

然是决定性的真理的一种基本和必然的发生方式吗？或者，艺术

压根儿就不再是这种方式了？但如果艺术不再是这种方式了，那

么问题是：何以会这样呢？黑格尔的判词尚未获得裁决；因为在黑

格尔的判词背后，潜伏着自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思想，这种思想相应

于一种已经发生了的存在者之真理。如果要对黑格尔的判词作出

裁决，那么，这种裁决乃是出于这种存在者之真理并且对这种真理

作出裁决。 在此之前，黑格尔的判词就依然有效。而因此就有必

要提出下面的问题：此判词所说的真理是不是最终的真理？如果

它是最终的真理又会怎样？

这种问题时而相当清晰，时而只是隐隐约约地与我们相关涉； 69

只有当我们事先对艺术之本质有了深思熟虑，我们才能探问这种

问题。 我们力图通过提出艺术作品的本源问题而迈出几步。关键

在于洞察作品的作品特性。在这里，“本源”一词的意思是从真理

的本质方面来思考的 。

我们所说的真理与人们在这个名称下所了解的东西是大相径

庭的；人们把“真理”当作一种特性委诸于认识和科学，从而把它与

美和善区别开来，善和美则被视为表示非理论活动的价值的名称。

真理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无蔽状态。① 真理是存在之真

① 1957 年第三版：真理乃是存在者的自行照亮的存在。 真理乃是区分即分解

( Aust rag）之澄明，在其中澄明已经根据区分得到了规定。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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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美与真理并非比肩而立的。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

现出来。这种显现（Erscheinen ）一一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

存在和作为作品一一就是美。因此，美属于真理的自行发生

( Sichereignen ） 。美不仅仅与趣味相关，不只是趣味的对象。美

依据于形式，而这无非是因为， forma［形式］一度从作为存在者之

存在状态的存在那里获得了照亮 。 那时，存在发生为 E18os 〔外观、

爱多斯］。 i8eα［相］适合于µop呐［形式］。① 这个。ω。λav ，即 µop呐

［形式］和vATJ［质料］的统一整体，亦即 Eργav［作品］，以 EVEpγElα

［实现］之方式存在。这种在场的方式后来成了 ens actus ［现实之

物］的 actualitas ［现实性 J; actualitas ［ 现实性］成了事实性

( Wirklichkeit); ®事实性成了对象性（Gegenstandlichkeit ） ； 对象

性成了体验（ Erlebnis ） 。 对于由西方决定的世界来说，存在者成

了现实之物；在存在者作为现实之物而存在的方式中，隐蔽着美和

70 真理的一种奇特的合流。西方艺术的本质的历史相应于真理之本

质的转换。假定形而上学关于艺术的概念获得了艺术的本质，那

么，我们就决不能根据被看作自为的美来理解艺术，同样也不能从

体验出发来理解艺术。

附录

在第 51 页和第 59 页上，细心的读者会感到一个根本性的

① “相” (i!)fo）在国内通译为“理念”，译之为“相”似更合海德格尔的理解 。

译注

② 德语的 Wirklichkeit 与拉丁语的 actualitas 通常是对译词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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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它起于一个印象，仿佛“真理之固定”（ Feststellen der 

Wahrheit）与“让真理之到达发生”（Geschehenlassen der Ankunft 

der Wahrheit）这两种说法是从不能协调一致的。因为，在“固

定”中含有一种封锁到达亦即阻挡到达的意愿；而在“让发生”中

却表现出一种顺应，因而也似乎显示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非

意愿 。

如果我们从贯穿本文全篇的意义上，也就是首先从“设置入作

品”①这个指导性规定所含的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固定”，那么，上

面这个困难就涣然冰释了。与“摆置”（ stellen）和“设置”（ setzen) 

密切相关的还有“置放”（legen ） 。 这三个词的意思在拉丁语中还

是由 ponere 一个词来表达的 。

我们必须在8Eσ1s［置立］的意义上来思考“摆置”。所以在第

48 页上，我们说：“在这里，设置和占据都是从8Eσ1s［置立］的希腊

意义出发得到思考的，后者意谓：在无蔽领域中的一种建立（Auf

stellen ） 。”希腊语中的“设置”，意思就是作为让出现的摆置，比如

让一尊雕像摆置下来；意思就是置放，安放祭品。摆置和置放有

“带入无蔽领域，②带人在场者之中，亦即让……呈现”的意义。设

置和摆置在此绝不意味着：与现代概念中的挑衅性的自我（也即自

我主体）对峙起来 。 雕像的立身（Stehen) （也即面对着我们的闪耀 71

的在场）不同于客体意义上的对象的站立。 “立身”（参看第 21 页）

乃是闪耀（Scheinen）的恒定。相反，在康德辩证法和德国唯心主

① 1960 年雷克拉姆版·更好地说·带入作品中 s带出来，作为让（ Lassen ） 的带

( Bringen），π。lnms［制作］。 作者边注

② 1960 年笛克拉姆版·“来”（ Her） ：来自澄明。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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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那里，正题、民题、合题指的是在意识之主观性领域内的一种摆

置。相应地，黑格尔一一从他的立场出发乃是正当地一一是在对

象的直接设置这种意义上来阐释希腊词语8ems［置立］的 。 对黑

格尔来说，这种设置还是不真实的，因为它还没有经过反题和合

题这两个中介（现在可参看拙文“黑格尔与希腊”，载《路标 》 ，

1 967 年） 。①

然而，如果我们在论述艺术作品的论文中把eeσis ［置立］的希

腊意义保持在眼界中，也即把它视为“在其显现和在场中让呈现出

来”，那么，“固定”中的“固”（ fes t）就绝没有“刻板、静止和可靠”的

意义。

这个“固”的意思是：“句勒轮廓”（ umriBen）、“允许进入界限

中”（时p町） 、 “带入轮廓中”（第 51 页）。希腊语意义上的界限并

非封锁，而是作为被生产的东西本身使在场者显现出来 。 界限有

所开放而入于无蔽领域之中；凭借在希腊的光亮中的无蔽领域的

轮廓，山峦立身于其凸现和宁静中 。 具有巩固作用的界限是宁静

的东西，也即在动荡状态之全幅中的宁静者，所有这一切适切于希

腊文的epγov［作品］意义上的作品。这种作品的“存在”就是ω印－

ye1α〔实现］，后者与现代的“活力”（Energi en）概念相比较，于自身

中聚集了无限多的运动。

因此，只要正确地理解了真理之“固定”，它就绝不会与“让发

生”相冲突 。 因为一方面，这个“让”不是什么消极状态，而是在Se

ms［置立］意义上的最高的能动（参看拙著《演讲与论文集》 ， 1954

① 参看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孙周兴译，北京 2002 年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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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49 页），是一种“活动”和“意愿”。本文则把它规定为“实存

着的人类绽出地进入存在之无蔽状态”（第 55 页）。另一方面，“让

真理发生”中的“发生”是在澄明与遮蔽中的运动，确切地说，乃是

在两者之统一中的起作用的运动，也即自行遮蔽 由此又产生 72

一切自行澄亮一一的澄明的运动。 这种“运动”甚至要求一种生产

意义上的固定；这里，我们是在本文第 50 页所说的意义上来理解

“带来”的，在那里我们曾说，创作的（创造的）生产“毋宁说是在与

无蔽状态之关联范围内的一种接收和获取”。

根据前面的阐释，我们在第 51 页中所用的“集置”（Ge-stell) 

一词的含义就得到了规定：它是生产之聚集，是让显露出来而进入

作为轮廓（π印αs）的裂隙中的聚集。 通过如此这般被理解的“集

置”，就、澄清了作为形态的µopφ白［形式］的希腊意义。 实际上，我

们后来把它当作现代技术之本质的明确的主导词语来使用的“集

置”，是根据这里所说的“集置”来理解的（而不是根据书架和蒙太

奇来理解的） 。① 本文所说的“集置”是更根本性的，因为它是存在

命运性的。 作为现代技术之本质的集置源出于希腊人所经验的

“让呈现”，亦即λ6γos［逻各斯］，源出于希腊语中的πOlfJOlS［创作］

和Seσis［置立］。在集置之摆置中，现在也即说，在使万物进入保

障的促逼（Herausfordern）中，道出了 ratio reddenda 即λφγov 01-

06阳1［说明理性］的要求；而无疑地，今天这种在集置中的要求承

接了元条件的统治地位，表象（Vor-stellen）由希腊的知觉而聚集

① 德文 Gestell 一词的日常含义为“支架、座架”，海德格尔以 Ge stell 一词思技

术的本质，有别于“书架”（ Biichergestell ） 中的 Gestell 以及“蒙太奇”（ Montage） 的“装

配”之义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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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和固定（Sicher-und Fest-Stellen ）了 。

在倾昕《艺术作品的本源 》中的“固定”和“集置”等词语之际，

我们一方面必须放弃设置和集置的现代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同

时要看到，决定着现代的作为集置的存在乃源出于西方的存在之

命运，它井不是哲学家凭空臆想出来的，而是被委诸于思想者的思

想了一一这个事实及其情形，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参看拙著《演

讲与论文集》，第 28 页和 49 页） 。

在第 48 页上，我们以简单的措辞给出了关于“设立”和“真理

73 在存在者中自行设立”的规定。要说明这种规定也是很困难的 。

这里，我们又必须避免在现代意义上以技术报告的方式把“设立”

(einrichten）理解为“组织”和完成 。 而毋宁说，＂设立”令我们想

到第 51 页上所说的“真理与作品之牵连”，即真理本身以作品方式

存在着，在存在者中间成为存在着的（第 50 页） 。

如果我们考虑到，作为存在者之无蔽状态的真理如何仅只表

示存在者本身的在场，亦即存在（参看第 60 页），那么，关于真理

（即存在）在存在者中的自行设立的谈论就触及了存在学差异的问

题（参看拙著《同一与差异 》 ， 1957 年，第 37 页以下） 。 因此之故，

我们曾小心翼翼地说（《艺术作品的本源》 ，第 45 页） ：“由于指出敞

开性自行设立于敞开领域之中，思想就触及了一个我们在此还不

能予以说明的区域。”《艺术作品的本源》全文，有意识地、但未予挑

明地活动在对存在之本质的追问的道路上。 只有从存在问题出

发，对艺术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沉思才得到了完全的和决定性的规

定。我们既不能把艺术看作一个文化成就的领域，也不能把它看

作一个精神现象。 艺术归属于本有（Ereignis），而“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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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存在与时间 》）惟从本有而来才能得到规定。① 艺术是什么

的问题，是本文中没有给出答案的诸种问题之一。 其中仿佛给出

了这样一个答案，而其实乃是对追问的指示（参看本文“后记”开头

几句话） 。

第 59 页和第 65 页上的两个重要线索就是这种指示。在这两

个地方谈到一种“模棱两可”。第 65 页上，在把艺术规定为“真理

之自行设置入作品”时，指明了一种“根本的模棱两可”。根据这种

规定，真理一会儿是“主体”，一会儿又是“客体”。② 这两种描述都

是“不恰当的”。如果真理是“主体”，那么“真理之设置入作品”这

个规定就意味着 ：“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参见第 59 页，第 21 74 

页） 。 这样，艺术就是从本有（Ereigni s）方面得到思考的。然而，

存在乃是对人的允诺或诉求 CZusprunch），没有人便无存在。因

此，艺术同时也被规定为真理之设置入作品，此刻的真理便是“客

体”，而艺术就是人的创作和保存。

在人类与艺术的关系内出现了真理之设置入作品中的另一个

① 后圳海德格尔以一个非形而上学的词语 Ereignis 来取代形而上学的“存在”

(Sein ） 范附 . Ereignis 有“成其本身”、“j舌有自身”之意义，故我们考虑泽之为“本有”。

又鉴于海德格尔的解说，以及他对中国老子之“道”的思想的汲取（海德格尔认为，他所

恩的 Ereignis 可与希腊的λ凸y。5「il£各斯］和中同的道并举，并把 Ereignis 的基本含义

解辈革为“边说”、“道路”、“法则”等），我们也曾译之为“大迫”．关于“大道”一译，可参看

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巾译本，孙周兴译：北京 1997 年 。 关于“本有”的集中

思考，可参看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作于 1936 1938 年〉 ，《全集》，第

65 卷，美茵法兰克福 1989 年． 值得指出的是，本书正文中较少出现 Ereignis 一词，而

在作者后来在向己的样书中所加的“作者边注”中则较多地出现了该词。 本文“后记”

作于 1956 年，其时海德格尔的“本有”（Ereignis）之思已趋于明确了。一一译注

② 此处“主体气Subjekt）和“客体” <Obj巳kt）两词或可译“主词”和“宾词”．一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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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棱两可，这就是第 59 页上面所谓的创作和保存的模棱两可 。 按

第 59 页和第 44 页上的说法，艺术作品和艺术家“同时”基于艺术

的现身本质中。在“真理之设置入作品”这一标题中一一－其中始终

未曾规定但可规定的是，谁或者什么以何种方式“设置”一一隐

含着存在和人之本质的关联。这种关联甚至在本文中也被不适

宜地思考了一一这乃是一个咄咄逼人的难题，自 《存在与时间 》

以来我就看清了这个难题，继之在各种著作中对它作了一些表述

（参看最近出版的《面向存在问题》和本文第 48 页：“所要指出的只

是，……勺。①

然后，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问题集中到探讨的根本位置上，我

们在那里浮光掠影地提到了语言的本质和诗的本质；而所有这一

切又只是在存在与道说（Sein und Sage）的共属关系方面来考

虑的。

一个从外部很自然地与本文不期而遇的读者，首先并且一昧

地，势必不是从有待思想的东西的缄默无声的源泉领域出发来设

想和解说事情真相的。这乃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困境 。 而对于作者

本人来说，深感迫切困难的是，要在道路的不同阶段上始终以恰到

好处的语言来说话。

① 参看海德格尔：《路标》，中译本，孙j用兴译，北京 2000 年，第 453 页以下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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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沉思存在者之本质并且决定真理之本质。形而上学

建立了一个时代，因为形而上学通过某种存在者解释和某种真理

观点，为这个时代的本质形态奠定了基础 。 这个基础完全支配着

构成这个时代的特色的所有现象。反过来，一种对这些现象的充

分沉思，必定可以让人在这些现象中认识形而上学的基础。 沉思

乃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的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

成为最值得追问的东西（参阅附录一）。

科学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 按照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

象是机械技术。 不过，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

科学的单纯的实践应用 。 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

换，惟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 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

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

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 。

现代的第三个同样根本性的现象在于这样一个过程 ：艺术进

入美学的视界之内了 。 这就是说，艺术成了体验（Erleben）的对

象，而且，艺术因此就被视为人类生命的表达。

第四个现代现象在于：人类活动被当作文化来理解和贯彻了 。

75 

而文化就是通过维护人类的至高财富来实现最高价值。文化本质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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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必然作为这种维护来照料自身，并因此成为文化政治 。

现代的第五个现象是弃神。① “弃神”这个表述的意思并不是

彻底地把神消除掉，并不是粗暴的无神论。弃神乃是一个双重的

过程：一方面，世界图像被基督教化了，因为世界根据被设定为无

限的、无条件的、绝对的东西；另一方面，基督教把它的教义重新解

释为一种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从而使之符合于现代。弃神

乃是对于上帝和诸神的无决断状态。基督教对这种无决断状态的

引发起了最大的作用 。 可是，弃神并没有消除宗教虔信，而毋宁

说，惟通过弃神，与诸神的关系才转化为宗教的体验。 一旦到了这

个地步，则诸神也就逃遁了。由此而产生的空虚被历史学的和心

理学的神话研究所填补了。

何种存在者理解和何种真理解释为上面这些现象奠立了基

础呢？

我们把问题限制在第一个现象即科学上 。

现代科学的本质何在？

何种关于存在者和真理的观点为现代科学的本质建立了基

础？如若我们成功地探得了为现代科学建基的形而上学基础，那

么，我们必然完全可以从这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认识现代的

本质。

我们今天使用科学一词，其意思与中世纪的 doctrina［学说］

和 scientia［科学］是有区别的，但也是与古希腊的印lσT巾η［知

① 此处“弃神”（ Entgi:itterung）或可译h失神”，英文译本作＇＇ loss of the gods”．参

看海德格尔，（技术之追问以及其他论文》英文版，威廉姆 · 洛维特（ William Lovitt ）译，

纽约 1977 年，第 116 页．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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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大相径庭的 。 希腊科学从来都不是精确的，而且这是因为，按

其本质来看它不可能是精确的，也不需要是精确的 。 所以，那种认 77

为现代科学比古代科学更为精确的看法，根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看

法 。 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理论是正确的，而亚

里士多德关于轻的物体力求向上运动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古希

腊人关于物体、位置以及两者关系的本质的观点，乃基于另一种关

于存在者的解释，因而是以一种与此相应的不同的对自然过程的

观看和究问方式为条件的 。 没有人会断言，莎士比亚的诗比埃斯

库罗斯的诗更进步。 更不可能说，现代关于存在者的观点比古希

腊的更正确 。 所以，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科学之本质，那我们就必

须首先抛弃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按照进步的观点，仅仅在程度上把

较新的科学与较老的科学区别开来。

我们今天所谓的科学，其本质乃是研究（ Forschung ） 。 研究

的本质又何在呢？

研究的本质在于：认识把自身作为程式（Vorgehen）建立在某

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 。 在这里，“程式”不单单指方法和

程序；因为任何程式事先都需要一个它藉以活动的敞开区域。 而

对这样一个区域的开启，恰恰就是研究的基本过程。 由于在某个

存在者领域中，譬如在自然中，自然事件的某种基本轮廓

(GrundriB）被筹划出来了，研究的基本过程也就完成了。筹划

CEntwurf)预先描画出，认识的程式必须以何种方式维系于被开

启的区域。 这种维系（Bindung）乃是研究的严格性（Strenge ） 。 凭

借对基本轮廓的筹划和对严格性的规定，程式就在存在领域之内

为自己确保了对象区域。 通过一番对最早的同时也是决定性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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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学（亦即数学的物理学）的考察，我们就可以把这里的意思搞

78 清楚了。就现伐原子物理学也还是物理学而言，我们在这里惟一

关心的本质因素也是适合于原子物理学的 。

现代物理学被叫做数学的物理学，因为，在一种优先的意义

上，它应用一种完全确定的数学 。 不过，它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

数学地运行，只是因为，在一种更深层的意义上，它本身就已经是

数学的 。 对希腊人来说，TO 闷。阳αTα意味着那种人们在观察存

在者和与事物打交道时预先知道的东西，即 ：物体的物体因素，植

物的植物因素，动物的动物性和人类的人类特性。 除了我们这里

所指出的，数字也属于那种已经知道的东西，亦即数学因素（ das 

Mathema ti sche ） 。 当我们在桌子上发现三个苹果，我们认识到这

些苹果是三个 。 但数字三 ，三这种性质（Dreiheit），是我们早已知

道了的 。 这就是说 ：数字是某种数学因素 。 只是因为数字是似乎

最为纠缠不清的、总是已经知道的东西，从而是数学中最为熟悉的

东西，所以，数学因素很快就被保留下来了，作为数字因素的名称 。

但绝不是说，数学因素的本质是由数字因素来规定的。一般而言 ，

物理学乃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特殊而论，物理学乃是关于运动中的

物体的知识。因为物体直接地和普遍地←→即使是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一一显示在所有自然因素中 。 如果说现在物理学明确地构成

为一种数学的物理学，那么这就意味着 ：通过物理学并且为了物理

学，以一种强调的方式，预先就构成了某种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

构成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对某种东西的筹划，这种东西后来必定成

为对所寻求的自然知识而言的自然，即：具有时空关系的质点的自

成一体的运动联系 。 在这种被假定为确定无疑的自然之基本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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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包含着下述规定性：运动即位置变化。 没有一种运动和运动 79

方向优先于其他运动和运动方向 。 任何位置都是相同的 。 没有一

个时间点优先于其他一个时间点。每一种力都取决于一一或者

说：仅仅是一一它在运动中，也即在时间单元内的位置变化量中产

生的东西。在这一关于自然的基本轮廓中，任何事件都必然被看

透了 。 惟有在这种基本轮廓的视界之内，自然事件才作为自然事

件而变得显明可见。 这种自然之筹划包含着它的可靠性，而这是

由于，物理学的研究就它每一个追问步骤而言，从一开始就维系于

这种筹划了 。 这种维系，即研究的严格性，总是合乎筹划而具有它

自己的特性。 数学自然科学的严格性乃是精确性（Exaktheit ） 。

一切事件都必须在这里一一如果它们根本上作为自然事件能够进

入表象的话一一预先被规定为时间一空间上的运动量。 这种规定

是在借助于数字和计算的度量中进行的。但数学的自然研究之所

以精确，并不是因为它准确地计算，而是因为它必须这样计算，原

因在于，它对它的对象区域的维系具有精确性的特性。与之相反，

一切精神科学，甚至一切关于生命的科学，恰恰为了保持严格性才

必然成为非精确的科学。虽然我们也能把生命理解为一种空间

时间上的运动量，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不再是在把握生命了 。 历

史学精神科学的非精确性并不是缺憾，而纯粹是对这种研究方式

来说本质性的要求的实行。毫无疑问，甚至对历史学科学的对象

区域的筹划和保证，也不仅仅具有另一种方式，而是在实施时比贯

彻精确科学的严格性要困难得多。

通过筹划，通过对这种在程式之严格性中的筹划的保证，科学

就成了研究。但是，筹划和严格性惟有在方法中才展开为它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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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是的东西。① 这种方法标志着对研究来说本质性的第二个特性。

如果被筹划的区域将成为对象性的，那就需要我们在其纵横交织

的整个多样性中去遭遇它，与之照面 。 因此，程式必须为照面者的

多变性备下自由的眼光。 惟有在变化过程的始终不同性的视界

内，才能显示出特殊性亦即事实的全部丰富性。 但事实必须成为

对象性的（ gegenstandlich) 0 故程式必须在其变化中把变化之物

表象出来，展示出来，同时依然让运动成其为一种运动。事实的恒

定因素以及事实之变化本身的持续性就是“法则”（ Regel ） 。在其

过程之必然性中的变化的持续因素就是“规律”（Gesetz ） 。 惟在法

则和规律的视界内，事实才作为它们本身所是的事实而成为清晰

的 。 自然领域中的事实研究本身乃是对法则和规律的建立和证

明 。 借以把一个对象区域表象出来的方法，具有基于清晰之物的

澄清的特性，亦即说明 CErklarung）的特性 。 这种说明始终是两方

面的 。 它通过一个已知之物建立一个未知之物，同时通过未知之

物来证明已知之物 。 说明在探究（Untersuchung）中实行。这种

探究在自然科学中按各各不同的探究领域和探究目的，通过实验

来进行。 但自然科学并非通过实验才成为研究，而是相反地，惟有

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 。 因为现代

物理学本质上是数学的物理学，所以惟有它才可能是实验的 。 但

是，由于中世纪的学说（ doctrina）和古希腊的印lOT巾η［知识］都

不是研究意义上的科学，所以在那里就没有出现实验。 诚然，亚里

① 这里的“方法”是德文 Verfahren 一词的翻译，英文译本作 methodology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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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多德最早就理解了， EµTIElplα即巳xperientia［经验］意味着：在不

同的条件下观察事物本身、事物的特性及其变化，因而是关于事物 81

在法则中的表现方式的知识。 但以这种知识为目标的观察，即

experimentum［实验］，始终与作为研究的科学的内涵，与研究实

验，有着本质的差异；即使古代和中世纪的观察是用数字和尺度来

工作的，情形也是这样；即使这种观察是借助于某些装置和器具

的，情形也还是这样 。 因为在那时普遍地缺失实验的决定性因素。

实验始于对规律的奠基。 进行一项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

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

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以控制的。 但规律的确立却是根据对象

区域的基本轮廓来进行的 。 这种基本轮廓给出尺度，并且制约着

对条件的先行表象。 这种表象一一实验即始于这种表象并且借助

于这种表象 绝不是任意的虚构。 因此，牛顿说： hypotheses

non fingo，即，奠基工作并不是任意杜撰的。 奠基工作乃根据自

然之基本轮廓来展开并且从中得以勾勒。 实验是那种方法，这种

方法在其实验装置和实施过程中受已经获得奠基的规律的支持和

指导，从而得出证实规律或者拒绝证实规律的事实。 自然之基本

轮廓越是精确地被筹划出来，实验之可能性就变得越精确 。 因此，

才学卓著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罗吉尔 · 培根决不可能成为现代实

验科学的先驱，他始终只不过是亚里士多德的继承者。因为在那

时，基督教把真理的真正地盘投入信仰中了，投入对典籍话语和教

会学说的确信中了 。 最高的知识和学说乃是神学，是对神性的启

示话语的阐释，而这种启示话语被记录在典籍中，并且由教会宣布 82

出来 。 认识在这里并非研究，而是对权威性话语和宣布这种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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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的正确理解 。 因此，在中世纪的知识习得中，对不同权威的

话语和学说意见的探讨具有优先地位 。 componere scripta et ser

mones［文字与言语的比较J, argumentum ex verbo ［根据词语的

判断］，是决定性的；这同时也是当时所采纳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哲学必然成为经院哲学的辩证法的原因所在 。 如果说罗吉尔·

培根要求实验，而且他确实也要求实验，那么，他所指的并不是作

为研究的科学的实验，而是要求用 argumentum ex re ［根据事物

的判断］来代替 argumentum ex verbo［根据词语的判断］ ，要求用

对事物本身的悉心观察，即亚里士多德的问πEtpta［经验］ ，来代替

对学说的探讨。

但是，现代的研究实验不光是一种在程度上和规模上更为准

确的观察，而是在一种精确的自然筹划范围和职能内本质上完全

不同的规律证明的方法。历史学精神科学的史料批判与自然研究

中的实验相当 。 “史料批判”这个名称在这里标志着整个史料发

掘、清理、证实、评价、保存和阐释等工作。尽管以史料批判为根据

的历史学说明并没有把事实归结为规律和法则 。 但它也没有局限

于一种对事实的单纯报道 。 在历史学科学中同在自然科学中一

样，方法的目标乃是把持存因素表象出来，使历史成为对象。 但历

史只有当它已经过去时才可能是对象性的 。 过去之物中的持存因

素，即历史学说明据以清算历史的惟一性和多样性的那个东西，总

是已经一度在那里的东西，是可比较的东西 。 在对所有一切东西

83 的不断比较过程中，人们清算出明白易解的东西，并且把它当作历

史的基本轮廓证实和固定下来 。 历史学说明只能达到这一步，这

乃是历史学研究所能触及的区域。 独一无二的东西、离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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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的东西，简言之，历史中伟大的东西，从来都不是不言自明的，

因而始终是不可说明的。历史学研究并没有否认历史中的伟大之

物，而是把它说明为例外。 在这种说明中，伟大之物是以惯常和平

均之物为衡量尺度的 。 只要说明 <Erk la rung）意味着：回溯到明白

易解的东西，并且只要历史学始终是研究，亦即一种说明，那么，就

不存在另一种历史学说明 。① 因为作为研究的历史学是在一种可

说明和可忽略的效果联系意义上来筹划过去，并且使之对象化，所

以历史学要求史料批判作为它的对象化的工具。按照历史学本身

接近于新闻学的程度，这种史料批判的尺度也相应地变化。

任何一门科学作为研究都以对一种限定的对象区域的筹划为

根据，因而必然是具体科学。 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都必然在筹划

的展开过程中，通过它们的方法而专门化为特定的探究领域。 不

过，这种专门化（Spezialistik）却绝非仅仅是研究结果的日益增长

的不可忽视状态的令人难堪的伴生现象。它不是一种必然的弊

端，而是作为研究的科学的本质必然性。专门化井非结果，而是一

切研究的进步的基础 。 研究并不在其方法那里分崩离析而成为任

意的探究，从而在探究中销声匿迹；因为现代科学被第三个基本过

程即企业活动CBetrieb）所规定②（参阅附录二〉。

人们首先会把“企业活动”理解为那种现象：一门科学，无论这

① 此处··说明气Erkliirung）是作为科学的历史学的方法，而与解释学意义上的

“理解”（ Yerstehen）或“阐释气lntepretation）相区别。狄尔泰的名言曰 ：自然要说明，生

命则要理解。 译注

② 这里的 Betrieb 殊为难译，其日常含义为“企业、工厂、生产、运行、忙碌”等．

英译本作“ongoing activity”。我们权译之为“企业活动”．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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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门自然科学还是一门精神科学，只是当它今天已经成为能进

行学院研究的科学，它才获得了一门科学的真正外貌。 但是，研究

84 不是企业活动，因为研究工作是在研究所里进行的；而不如说，研

究所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科学本身作为研究具有企业活动的特

点。人们藉以占有具体对象领域的方法井不是简单的累积结果。

毋宁说，借助于它的结果，方法总是使自身适应于一种新的程式。

全部以往的物理学都隐藏在机械装置中；为了进行原子裂变，这种

机械装置对物理学来说是必需的。相应地，在历史学研究中，只有

当史料本身根据历史学的说明而得到了保证，史料库存对说明来

说才是可利用的。在这些过程中，科学方法被它的结果所包围 。

方法越来越适应于由它自己所开启出来的程式之可能性。这种对

它自己的结果的必然造应（ Sicheinrich tenm山sen），作为不断进步

的方法的道路和手段，乃是研究的企业活动特点的本质。 但研究

的企业活动特点乃是研究的研究所特点的必然性的内在根据。

在企业活动中，对对象区域的筹划首先被设置入存在者中 。

各种方法相互促进对结果的检验和传达，并且调节着劳动力的交

换。使一种对各种方法的有计划联合变得容易的所有设置一－作

为措施一一绝不仅仅是研究工作扩展和分叉的外在结果。 而毋宁

说，研究工作成了一个远远而来的、并且远远还没有得到理解的标

志，标志着现代科学开始进入它的历史的决定性阶段了 。 现在，现

代科学才开始获得它自己的完满本质。

在科学的研究所特点的扩展和固定化中发生了什么呢？无非

是保障了方法对于总是在研究中成为对象的存在者（自然和历史〉

的优先地位。 根据它的企业活动特性，科学为自己创造了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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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合的共属一体关系和统一性 。 因此，一种以研究所方式活动的 85

历史学或考古学的研究，本质上比它自己的还处于单纯博学中的

精神科学院系里的学科，更接近于相应地建立起来的物理学研究。

所以，科学的现代的企业活动特性的决定性展开也造就了另一类

人。学者消失了 。 他被不断从事研究活动的研究者取而代之了 。

是研究活动，而不是培养广博学识，给他的工作以新鲜空气。 研究

者家里不再需要图书馆。 他反正不断在途中 。 他在会议上磋商和

了解情况。他受制于出版商的订货。出版商现在也一道来决定人

们必须写哪一些书（参阅附录三）。

研究者必然自发地涌向根本意义上的技术人员的本质形态的

范围中 。 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活动能力，从而才能在其时代意义

上确实地存在，不致于落伍。 除此之外，还有某些时间和某些地

方，能够保持着变得越来越淡薄和空洞的学究和学院的罗曼蒂克。

但是，学院的有效的统一特性，以及学院的现实性，却不在于科学

的源始统一过程所具有的某种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发源于学

院，因为它得到学院的培育，并且在学院中得到了保存。学院实际

上是一个设置；由于管理上的封闭，学院这种设置在形式上还是独

一无二的，它使得诸科学力求分离开来而进入专门化和企业活动

的特殊统一性的过程成为可能，并使之昭然可睹。 因为现代科学

固有的本质力量直接明显地在企业活动中发挥作用，所以，也只有

自发的研究企业活动，才能从自身出发先行句勒和建立一种符合

自身的与其他企业活动的内在统一性。

科学的现实体系在于一种有关存在者之对象化的程式和态 86

度的并存一致性一一这种一致性总是根据计划而被适当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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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这一体系所要求的优先地位并不是对象领域的某种虚构

的、僵化的内容上的关系统一性，而是最大可能的自由的、但却

被控制的可变性，亦就是使研究进入那个始终起指导作用的任

务之中的转换和连接过程的可变性。科学越是惟一地具体到对

其工作进程的完全推动和控制上，这种企业活动越是明确地转

移到专门化的研究机构和专业学校那里，则科学也就越是无可

抵抗地获得对它们的现代本质的完成 。 然而，科学和研究者越

是无条件地严肃对待它们的本质的现代形态，它们就能够更明

确地并且更直接地为公共利益把自己提供出来，而同时，它们也

就更无保留地必然把自己置回到任何公益劳动的公共的平凡无

奇之中。

现代科学在对特定对象领域的筹划中建立自身，同时也使自

身个别化。这种筹划是在相应的、受严格性保证的方法中展开自

身的。具体的方法适应于企业活动，并在其中确立自身。筹划

(Entwurf) 与严格性（Streng），方法（ Verfahren）与企业活动 CBe

trieb），它们相互需要，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本质，使现代科学成为

研究。

我们沉思现代科学的本质，旨在从中认识现代科学的形而上

学基础。何种关于存在者的观点和何种关于真理的概念为科学成

为研究奠定了基础呢？

作为研究，认识对存在者做出说明，说明存在者如何以及在何

87 种程度上能够为表象所支配。当研究或者能预先计算存在者的未

来过程，或者能事后计算过去的存在者时，研究就支配着存在者 。

可以说，在预先计算中，自然受到了摆置；在历史学的事后计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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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受到了摆置。① 自然和历史便成了说明性表象的对象。这种

说明性表象计算着自然，估算着历史。只有如此这般地成为对象，

如此这般地是(ist）对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seiend）。惟

当存在者之存在于这种对象性中被寻求之际，才出现了作为研究

的科学。

这种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种表象（Vor-stellen），这种

表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

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确实，也即确定。当且仅当真理已然转变为表

象的确定性（Gewi Bhei t）之际，我们才达到了作为研究的科学。

最早是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中，存在者被规定为表象的对象性，真

理被规定为表象的确定性了。笛卡尔的主要著作的标题为：

“ Ma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即《第一哲学沉思集》。②

npwTTJ ①lλoσoφiα［第一哲学］乃是亚里士多德所创造的一个名

称，标示着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东西。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包括

尼采的形而上学，始终保持在由笛卡尔所开创的存在者阐释和真

理阐释的道路上（参阅附录四）。

在这里，如果说作为研究的科学乃是现代的一个本质性现象，

那么，构成研究的形而上学基础的东西，必然首先而且预先就从根

本上规定了现代之本质。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之本质在于：人通过

向自身解放自己，摆脱了中世纪的束缚。但这种正确的描绘却还

① 此处译为“摆'll. ＇’的德文动词 stellen 在海德格尔这里有特殊含义，应联系海德

格尔所恩的“表象”（ V。r-stellen ）来理解，更应联系他所恩的“集置”（ Ge-stell）来理

解． 译注

② 参看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最仁译，北京 1996 年．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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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肤浅的。它导致了一些谬误，这些谬误阻碍着我们去把握现代

”的本质基础并且由此出发去测度其本质的范围。无疑地，随着人

的解放，现代出现了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 而同样确凿无疑的是，

在现代之前，没有一个时代创造了一种可比较的客观主义；此前也

没有一个时代，有非个人因素以集体的形态在其中发挥作用。在

这里，本质性的东西乃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必然的交互

作用。但正是这种交互的制约指示着更为深刻的过程 。

决定性的事情并非人摆脱以往的束缚而成为自己，而是在人

成为主体（Subjekt）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我们必须

把 Subjectum［一般主体］这个词理解为希腊词语vTioKe(µevov〔基

体、基底］的翻译。这个希腊词语指的是眼前现成的东西，它作为

基础把一切聚集到自身那里。主体概念的这一形而上学含义最初

并没有任何突出的与人的关系，尤其是，没有任何与自我的关系 。

但如果人成了第一性的和真正的一般主体，那就意味着：人成

为那种存在者，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

在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本身的关系中心。可是，只有

当对存在者整体的理解发生变化之际，这样一回事情才是有可能

的。这种变化在何处显示出来？按照这种变化，现代之本质是什

么呢？

如若我们来沉思现代，我们就是在追问现代的世界图像 。①

通过与中世纪的和古代的世界图像相区别，我们描绘出现代的世

① 在日常德语中，“世界图像” c w巳ltbild）作“世界观”或“宇宙观”，联系到海德

格尔下面的讨论，我们取更为字丽的直译“世界图像”，意谓人的表象活动把世界把握

为“图像”．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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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图像。 但是，为什么在阐释一个历史性的时代之际，我们要来追

问世界图像呢？莫非历史的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图像，并且是

这样，即，每个时代都尽力谋求它的世界图像？或者，世界图像的

追问就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并且仅仅是现代的表象方式吗？

什么是一个世界图像呢？ 显然，是关于世界的一个图像。 但 89

何谓世界呢？所谓图像又意味着什么？世界在这里乃是表示存在

者整体的名称。 这一名称并不局限于宇宙、自然 。 历史也属于世

界。 但就连自然和历史，以及在其沉潜和超拔中的两者的交互贯

通，也没有穷尽了世界。 在世界这一名称中还含有世界根据的意

思，不论世界根据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被思考的（参阅附录五） 。

说到“图像”一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关于某物的画像。 据此，

世界图像大约就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一幅图画了 。 但实际上，世

界图像的意思要多得多。 我们用世界图像一词意指世界本身，即

存在者整体，恰如它对我们来说是决定性的和约束性的那样。 “图

像”在这里并不是指某个基本，而是指我们在“我们对某物了如指

掌咱这个习语中可以昕出来的东西。 这个习语要说的是：事情本

身就像它为我们所了解的情形那样站立在我们面前。 “去了解某

物”②意味着：把存在者本身如其所处情形那样摆在自身面前，并

且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被摆置的存在者。 但是，对于

图像的本质，我们还没有一个决定性的规定。 “我们对某事了如指

① 这里的“我们对某物了如指掌”（ wir sind iiber etwas im Bild巳）可按字面直译为

··我们在关于某物的图像中’＼ 一一译注

② 此处“去了解某物”（ sich iibe r etwas ins Bild setzen）可按字面直译为“把 自身

置入关于某物的图像中”．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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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不仅意味着存在者根本上被摆到我们面前，还意味着存在

者一二号在所有它所包含和在它之中并存的一切东西中一一作为一

个系统站立在我们面前。“在图像中”Om Bilde sein），这个短语有

“了解某事、准备好了、对某事作了准备”等意思。在世界成为图像

之处，存在者整体被确定为那种东西，人对这种东西做了准备，相

应地，人因此把这种东西带到自身面前并在自身面前拥有这种东

西，从而在一种决定性意义上要把它摆到自身面前来（参阅附录

六）。所以，从本质上看来，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

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这时，存在者整体便以下述方式

被看待了，即 ：惟就存在者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摆置而言 ，

90 存在者才是存在着的。在出现世界图像的地方，实现着一种关于

存在者整体的本质性决断。存在者的存在是在存在者之被表象状

态（Vorgestellthei t）中被寻求和发现的。

然而，只要存在者没有在上述意义上得到解释，那么，世界也

就不能进入图像中，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图像。 存在者在被表象状

态中成为存在着的，这一事实使存在者进入其中的时代成为与前

面的时代相区别的一个新时代 。 “现代世界图像”（ Weltbild der 

Neuzeit）和“现代的世界图像”（ neuzeitliches Weltbild）这两个说

法讲的是同一回事，它们假定了某种以前绝不可能有的东西，亦即

一个中世纪的世界图像和一个古代的世界图像 。 世界图像并非从

一个以前的中世纪的世界图像演变为一个现代的世界图像；而不

如说，根本上世界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标志着现代之本质 。 相

反地，对于中世纪来说，存在者乃是 ens creatum［受造物］ ，是作为

最高原因的人格性的创世的上帝的造物 。 那时，存在者存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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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归属于造物序列的某个特定等级，并且作为这样一种造物符合

于创造因（即 analogia e n tis) （参阅附录七）。但在这里，存在者之

存在从来就不在于 ：存在者作为对象被带到人面前，存在者被摆置

到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之中，并惟有这样才成为存在着的。

现代的存在者阐释与古希腊的阐释相距更远了 。 古希腊思想

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最古老表达之一是 ： To γ也pαVTO VOEl V TE 

Kαl ETvai 。① 巴门尼德的这个命题说的是：由于为存在所要求和

规定，存在者之觉知归属于存在。 存在者乃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

者，它作为在场者遭遇到作为在场者的人，也即遭遇到由于觉知在

场者而向在场者开启自身的人。存在者并不是通过人对存在者的

直观一一甚至是在一种具有主观感知特性的表象意义上的直

观一－才成为存在着的。 毋宁说，人是被存在者所直观的东西，是

被自行开启者向着在场而在它那里聚集起来的东西。被存在者所 91

直观，②被牵引入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并且被扣留于其中，从而被

这种敞开领域所包涵，被推入其对立面之中并且由其分裂标识出

来一一这就是在伟大的希腊时代中的人的本质。 所以，为了完成

他的本质，希腊人必须把自行开启者聚集（λEyEtV）和拯救（owf;E1v )

人它的敞开性之中 ，把自行开启者接纳和保存于它的敞开性之中，

并且始终遭受着（aAT]6EVElV）所有自身分裂的混乱。希腊人作为

① 巴门尼德的这个残篇被通译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而海德格尔对之有不

同的译解。 译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被作为在场、作为ETC。s ［爱多斯］的存在所关涉．一一作者边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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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者的觉知者而存在，①因为在希腊，世界不可能成为图像 。 但

另一方面，在柏拉图那里，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被规定为 Et8os （即外

观、样子），这乃是世界必然成为图像这样一回事情的前提条件；这

个前提条件远远地预先呈报出来，早已间接地在遮蔽领域中起着

决定作用（参阅附录八） 。

与希腊的觉知不同，现代的表象意指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 这

种表象的含义最早由 repraesentatio 一词表达出来了 。 表象在这

里的意思是：把现存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使之

关涉于自身，即关涉于表象者，并且把它强行纳入到这种与作为决

定性领域的自身的关联之中。何处有这种事情发生，人们就在那

里了解了存在者。② 但由于人如此这般地了解存在者，人就炫耀

他自己，③亦即进入普遍地和公开地被表象的东西的敞开区域之

中 。 借此，人就把自身设置为一个场景（ die Szene），在其中，存在

者从此必然摆出自身（ sich vor-stellen ），必然呈现自身（ sich 

priisentieren），亦即必然成为图像 。 人于是就成为对象意义上的

存在者的表象者（der Repriisentant ） 。

但这一过程的新颖之处绝不在于：现在，人在存在者中间的地

位完全不同于中世纪和古代人了。决定性的事情乃是，人本身特

别地把这一地位采取为由他自己所构成的地位，人有意识地把这

① 这里的“觉知者”（der Vernehmer）联系于动词“觉知”（ verneh men ） 。 “觉知”

不是对象性的认知，而可以说是海氏所标榜的“忠”（den忱的。－－译注

② 此句原文为“der Mensch setzt liber das Seiende sich ins Bild”，可直译作“人

就把自身置入关于存在者的图像中”。 一一译注

③ 此句原文为：er setzt sich se lbst in die Szene，也可直译作．“他把自己置入场景

中”。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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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位当作被他采取的地位来遵守，并把这种地位确保为人性的 92

一种可能的发挥的基础。根本上，惟现在才有了诸如人的地位之

类的东西 。 人把他必须如何对作为对象的存在者采取立场的方式

归结到自身那里。 于是开始了那种人的存在方式，这种方式占据

着人类能力的领域，把这个领域当作一个尺度区域和实行区域，目

的是为了获得对存在者整体的支配。回过头来看，由这种事件所

决定的时代不仅仅是一个区别于以往时代的新时代，而毋宁说，这

个时代设立它自身，特别地把自己设立为新的时代。成为新的

(Neu zu sein），这乃是已经成为图像的世界所固有的特点。

因此，如果我们把世界的图像特性解说为存在者之被表象状

态，那么，为了充分把握被表象状态的现代本质，我们就必须探寻

出“表象”（vorstellen）这个已经被用滥了的词语和概念的原始的

命名力量，那就是：摆置到自身面前和向着自身而来摆置。① 由

此，存在者才作为对象达乎持存，从而才获得存在之镜像（Spiegel

des Seins）。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乃

是同一个过程（参阅附录九）。

惟因为人根本上和本质上成了主体，并且只是就此而言，对人

来说就必然会出现这样一个明确的问题：人是作为局限于他的任

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还是作为社会的“我们”；是作为个

人还是作为社会；是作为社会中的个体，还是作为社团中的单纯成

员；是作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还是作为现代人的普遍人性一一人

才意愿成为井且必须成为主体，即他作为现代生物已经是的那个

① 原文为：das vor sich hin und zu sich her Stellen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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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惟当人本质上已经是主体，人才有可能滑落入个人主义意

93 义上的主观主义的畸形本质之中。但是，也只有在人保持为主体

之际，反对个人主义和主张社会是一切劳作和利益之目标领域的

明确斗争，才有了某种意义。

对于现代之本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大进程一一亦即世界成

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一一的相互交叉，同时也照亮了初看起来近

乎荒谬的现代历史的基本进程。这也就是说，对世界作为被征服

的世界的支配越是广泛和深入，客体之显现越是客观，则主体也就

越主观地，亦即越迫切地突现出来，世界观和世界学说也就越无保

留地变成一种关于人的学说，变成人类学。毫不奇怪，惟有在世界

成为图像之际才出现了人道主义。而正像在希腊的伟大时代中不

可能有世界图像这类东西，同样地，那时也不可能有一种人道主义

发挥作用，所以，比较狭窄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无非是一

种伦理学一美学的人类学 。 在这里，“人类学”（An thropologie) 

这个名称并不是指某种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研究 。 它也不是指在基

督教神学中被确定下来的关于受造的、堕落的和被拯救的人的学

说。它标志着那种对人的哲学解释，这种哲学解释从人出发并且

以人为指归，来说明和评估存在者整体①（参阅附录十） 。

世界解释愈来愈彻底地植根于人类学之中，这一过程始于 18

世纪末，它在下述事实中获得了表达 ：人对存在者整体的基本态度

被规定为世界观（Weltanschauun g ） 。 自那个时代起，“世界观”这

① 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他这里所谓“人类学”（ Anthropologie）实可译为“人类

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论”．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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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词就进入了语言用法中。一旦世界成为图像，人的地位就被把

捉为一种世界观。 诚然，“世界观”一词会带来一种误解，仿佛这里

的事情仅只关系到一种对世界的怠惰的考察。 所以，早在 19 世

纪，人们就很合理地强调指出，世界观也意味着，甚至首先意味着 94

生活观。 不过，“世界观”一词依然保持自身为表示人在存在者中

间的地位的名称，这个情况给出了一个证明，说明一旦人已经把他

的生命当作主体带到了关系中心的优先地位上，世界如何决定性

地成了图像。 这意味着：惟就存在者被包含和吸纳入这种生命之

中而言，亦即，惟就存在者被体验（町，lebt）和成为体验（Er-lebnis)

而言，存在者才被看作存在着的 。 正如任何人道主义对古希腊精

神来说必然是格格不入的，同样地，根本也不可能有一种中世纪的

世界观；说有一种天主教的世界观，同样也是荒谬无稽的 。 现代人

越是毫无节制地大步进入他的本质形态之中，一切事物就必定必

然而合法地成了现代人的体验；同样确凿无疑的是，希腊人是绝无

可能在奥林匹克的庆典上拥有体验的 。

现代的基本进程乃是对作为图像的世界的征服过程。 在这

里，“图像”<Bild ）一词意味着：表象着的置造之构图。① 在这种置

造中，人为一种地位而斗争，力求在其中成为那种给予一切存在者

以尺度和准绳的存在者。 因为这种地位确保、组建和表达自身为

世界观，所以，现代对于存在者的关系在其决定性的展开过程中成

为各种世界观的争辩，而且不是任意的世界观的争辩，而只是那些

① 此处“表象肴的制造之构图”原文为“Gebild des vorstellenden Herstellens” . 

应注意其中“构图”＜ Gebild）与“图像飞Bild）的联系．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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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的争辩一一一这些世界观已经占取了具有最终坚决态度的人

的极端的基本立场。为了这种关于世界观的斗争，并且按照这种

斗争的意义，人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计算、计划和培育的无限制的

暴力。作为研究的科学乃是这种在世界中的自行设立（ Sichein

rich ten）的不可缺少的形式，是现代在其中飞速地一一以一种不

为参与者所知的速度一一－达到其本质之完成的道路之一。 随着这

一关于世界观的斗争，现代才进入了它的历史的最关键的和也许

最能持久的阶段（参阅附录十一）。

95 这一进程的一个标志是，庞大之物（das Riesenhafte）到处并

且以最不相同的形态和乔装显现出来 。 这当儿，庞大之物同时也

在愈来愈细微的方向上呈示出来。我们想想原子物理学的数据即

可领会此事了 。 庞大之物在某种形式中突现出来，而这种形式表

面上看来恰恰是使庞大之物消失一一如飞机对大距离的消灭，无

线电对那些陌生的和冷僻的日常世界所作的任意的、凭某种技巧

便可制造的表象或摆出活动（Vor-stellen）。不过，如果我们以为，

庞大之物只是纯粹数量的无限伸展的空虚，那我们也就想得太肤

浅了 。 如果我们发现，以持续地尚未曾在之物（ das Nochnied

agewesene）为形态的庞大之物仅仅源起于某种夸张和过火行为

的盲目欲望，那我们也就看得太短浅了。如果我们认为凭着“美国

主义”这个口号就已经说明了这种庞大之物的现象，那我们就根本

没有作什么思考①（参阅附录十二） 。

而毋宁说，庞大之物乃是那种东西，通过它，量成为某种特有

① 此处“美国主义”（ Amerikanismus）或可译“美国方式’＼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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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从而成为某种突出的大。 每个历史性的时代不仅与其他时

代相比有不同的大，而且它也总是具有它特有的关于大的概念。

但一旦在计划、计算、设立和保证过程中的庞大之物从量突变为某

种特有的质，那么，庞大之物和表面上看来总是完全能得到计算的

东西，恰恰因此成为不可计算的东西。后者始终是一种不可见的

阴影；当人成了主体而世界成了图像之际，这种阴影总是笼罩着万

物（参阅附录十三）。

通过这种阴影，现代世界就把自身投入到一个避开了表象的

空间之中，并因此赋予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以其特有的规定性和历

史的独一性。 但这种阴影却指示着一个拒绝为我们今人所知的其

他东西（参阅附录十四）。不过，只要人在对时代的一味否定中游 96

游荡荡，那么，他就绝不能去经验和思考这种拒绝让人知道的东

西。 那种出于低三下四和骄傲自大的棍杂而向传统的逃遁，本身

并不能带来什么东西，无非是对历史性瞬间视而不见和蒙昧无知

而已 。

惟有在创造性的追问和那种出自真正的沉思的力量的构形

中，人才会知道那种不可计算之物，亦即才会把它保存于其真理之

中。真正的沉思把未来的人投入那个“区间”CZwischen）中，在其

中，人归属于存在，却又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参阅附录

十五） 。 荷尔德林知道了这一点。 在一首题为《致德国人》的诗的

结尾处，荷尔德林唱道 ：

我们的有生之年是多么局促，

我们观看和计算我们的年岁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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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诸民族的年岁，

莫非有一只凡人的眼睛看见了它们？

倘若你的灵魂在渴望中颤动

超越于自己的时光之上，悲哀地

你于是逗留在寒冷的海滨

在你的所有中，而从不认识它们 。

附录

（一〉这样一种沉思既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必然的，也不是每

个人都能完成的或者哪怕仅仅承受的。相反，无沉思状态却普遍

地属于实行和推动活动的某些特定阶段。 不过，沉思之追问绝不

会沦于无根据和无疑问之境，因为这种追问先行追问着存在 。 对

于沉思而言，存在始终是最值得追问的东西。沉思在存在那里遭

遇到极端的抵抗，这种抵抗阻止着沉思，使之不能严肃对待进入其

97 存在之光亮中的存在者。对现代之本质的沉思把思想和决断设置

入这个时代的本真的本质力量的作用范围内。这些本真的本质力

量如其作用的那样发挥作用，是任何日常的评价活动所不能触及

的了。面对这些本质力量，只有一种对分解（Austrag ） ①的准备，

① 德语中 Austrag 一词有..解决、裁决、调解”等义；其动词形式 austragen 有“解

决、澄清、使有结果、分送”等义 ． 海德格尔以 Austrag 一词来思存在与之存在者之“差

异”的区分化运作，并赋予此词以中心词语的地位． 我们权且把 Austrag 译为“分解”，

勉强取“区分”和“解决（调解）”的双重意思．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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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却是一种向无历史性的逃遁。但在这里，举例说来，肯定技

术，或者，出于一种无可比拟地更本质性的态度，把“整体动

员”①一－如果它被认作现成的东西一一绝对地设定起来 ， 这样

做，都还是不够的。关键是要不断地先行根据在其中起支配作用

的存在之真理来把握时代的本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同时也经验

到那种最值得追问的东西，后者从根本上包含和约束着一种超越

现成之物而进入未来的创造（Schaffen），井且使人的转变成为一

种源出于存在本身的必然性。② 没有一个时代能被否定的裁决消

除掉。 这种否定只是把否定者抛出轨道。但是，为了在未来经受

住考验，在其本质中并且借助于其本质之力量，现代要求一种沉思

的源始性和作用范围；我们今天的人也许正对这种沉思做着某些

准备，但我们绝不能先就掌握它。

（二）“企业活动”一词在这里并无贬义。但由于研究在本质上

是企业活动，所以，那种始终可能的“一味忙碌”的勤勉活动，③同

时也唤起一种最高现实性的假象，而研究工作的挖掘活动就是在

这种现实牲背后完成的。当企业活动在方法中不再基于常新的筹

划之实行而保持开放，而只是抛弃这种给定的筹划，甚至也不再证

实它自己的不断累积的结果以及对结果的清算，而是一昧地追逐

① 此处··整体动员”（die totale Mobilmachung）是恩斯特 · 荣格尔（Ernst Jlinger) 

的一个巾心论题，意指现代的一个本质现象， f!P 人通过技术意志实现对地球的统治．

海德格尔根据尼采思想来考察荣格尔的观点，把“整体动员”理解为强力意志形而上学

的藏后实现，或者“积极的虚无主义”的是后阶段．可参看海德格尔：《面向存在问题’ －

载《路标’ ．第 379 页以下． 一一译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用（ Brauch). 作者边注

③ 此处所译的“企业活动”（ Betrieb）和“一味忙碌”（ blo13er B巳trieb）实为勉强的

意译，且没有很好地传达出两词的字商联系．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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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果和计算，这时候，企业活动就成为“一味忙碌”了 。 这种

“一味忙碌”无论何时都必须被制止，而这恰恰是因为研究在本质

上乃是企业活动。如若人们只是在安静优雅的博学中寻找科学的

98 科学因素，那么无疑地，看起来仿佛对企业活动的拒绝也就意味着

对研究之企业活动特性的否定。确实，研究愈纯粹地成为企业活

动，井因而登上其业绩的适当水平，则研究中的勤勉忙碌特性的危

险就愈持久地增长。最后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在那里“企业活动”

与“一昧忙碌”之间的区别不光成为不可认识的，而且也成为不现

实的了。正是这种处于自明之物的平均中的对本质与非本质的协

调，使得作为科学形态的研究能够持久，从而根本上使现代能够持

久。但是，研究从何处获得对那种在其企业活动范围内的“一味忙

碌”的抗衡力量呢？

（三）出版事业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的根据不仅在于：出版商

（也许通过书业的途径）对于公众的需求有着更好的了解，或者，他

们比作者们更能掌握行情。不如说，从出版商通过预订的有限的

图书和著作的发行，如何必然把世界带入公众的图像之中并且把

世界确定在公众状态中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特有的工作有着一种

有计划的、自行设立的运行方式。文集、套书、著作系列和袖珍版

的风行，已经是这种出版工作的一个结果；这种工作又是与研究者

的意图相切合的，因为研究者通过丛书和文集不但能更容易、更快

速地成就名声，而且即刻可以在更广大的公众那里获得轰动效果 。

（四）从历史上看，笛卡尔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继承了柏拉

图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尽管有其新的开端，但还是活动在同

一个问题中 ：存在者是什么？ ( Was ist das Seie nde？）这个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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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以这种套式出现在笛卡尔的《沉思》中；但这一点仅能证明，对 99

这个问题的变换了的回答是如何从根本上早已规定了基本立场。

笛卡尔对存在者和真理的解释工作首先为一种知识学或知识的形

而上学的可能性创造了前提条件。 惟有通过笛卡尔，实在论才能

够去证明外部世界的实在性，才能去拯救那个自在存在者。

在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思想中得到完成的对笛卡尔基本立场

的本质性改变，绝没有克服后者的基本立场。 这些改变才只是展

示出笛卡尔基本立场的形而上学作用范围，并为 19 世纪这个还是

现代以来最黑暗的世纪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些改变间接地把笛卡

尔的基本立场固定在某个形式中，通过这个形式，这些改变本身几

乎是不可识别的，但并不因此更少具有现实性。 相反地，纯粹的笛

卡尔 经院哲学及其唯理论已经丧失了任何力量，无能于对现代

起进一步的构成作用 。 从笛卡尔开始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过

程。 但因为这样一种完成又只有作为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所以

现代思想才具有了它自身的伟大。

笛卡尔把人解释为 Subjectum［一般主体］，从而为后来的形

形色色的人类学创造了形而上学的前提条件。 随着人类学的涌

现，笛卡尔欢庆他的最大胜利。 通过人类学，形而上学便开始过渡

到那种对所有哲学的简单终止和取消的过程之中 。 狄尔泰否定形

而上学，根本上已不再理解形而上学的问题，面对形而上学的逻辑

一筹莫展；这乃是狄尔泰的人类学基本立场的内在结果。他的“哲

学的哲学”乃是一种对哲学所做的人类学上的取消工作的凸出形

式，而不是一种对哲学的克服。 因此，任何一种人类学一一它随心

所欲地利用以往的哲学，却又把后者宣布为多余的哲学－一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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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其优越之处，那就是：它清楚地看到了那种随着对人类学的肯定所

需要的东西。由此，精神状况便获得了某种廓清，而同时，对诸如

国家社会主义哲学之类的荒谬产物的艰辛制作只会造成混乱。 世

界观虽然需要并且利用哲学的博学，但它不需要任何一种哲学，因

为它作为世界观已经接受了某种特有的对存在者的解说和构形 。

但无疑地，人类学也不能做某件事情。 人类学不能克服笛卡尔，甚

至也不能反抗笛卡尔；因为，结果又如何会与它立身其上的基础作

斗争呢？

要克服笛卡尔，只有通过克服他本人所建立起来的东西，只有

通过克服现代的、同时亦即西方的形而上学。 但在这里，“克服”却

意味着：对意义问题的原始追问，亦即对筹划领域问题的原始追

问，从而也是对存在之真理（ Wahrheit des Seins）问题的原始追

问一－而存在之真理问题同时揭示自身为真理之存在（Sein der 

Wahrheit）问题 。

（五）正如我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阐发的那样，世界概念

只有在“此之在”（Da-sein）的问题的视界内才能得到理解；而“此

之在”的问题又始终被嵌入存在之意义（而非存在者之意义）的基

本问题之中了 。

（六）图像（ Bild）的本质包含有共处（ Zusammenstand ）、体系

(System ） 。 但体系并不是指对被给予之物的人工的、外在的编分

和编排，而是在被表象之物本身中结构统一体，一个出于对存在者

之对象性的筹划而自行展开的结构统一性。 在中世纪是不可能有

一种体系的，因为在那里，只一有符合（Entsprechungen）之秩序才

是本质性的，而且是在上帝的造物意义上的和被预定为上帝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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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存在者的秩序。 对希腊人来说，体系就更为格格不入了，尽管

人们在现代一一但完全错误地－一在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101

“体系”。 研究中的企业活动是某种对体系的构造和设立；同时，这

种体系在交互关系中也规定着这种设立。 在世界成为图像之处，

就有体系起着支配作用，而且不只是在思想中起支配作用 。 但是，

在体系占支配地位之处，也总是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它有可能

向那种仅仅被制作和堆砌起来的体系的外在性蜕变。 当筹划的原

始力量付诸阙如之际，就会出现这种情形。 莱布尼茨、康德、费希

特、黑格尔和谢林的本身各各相异的体系的惟一性尚未为人们所

把握。 这些思想家的体系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们并不像笛卡尔的

体系那样，是从作为 ego［ 自我］和 substantia fini ta［有限实体］的

主体出发来展开自身的，相反地，它们或者像莱布尼茨那样从单子

出发，或者像康德那样从先验的、植根于想象力的有限理性之本质

出发，或者像费希特那样从元限的自我（ lch）出发，或者像黑格尔

那样从作为绝对知识的精神出发，或者像谢林那样从自由一一作

为任何一个其本身通过对根据与实存的区分而得到规定的存在者

的必然性一一出发，来展开自身 。

对于现代的存在者解释来说，与体系同样本质性的乃是对价

值的表象。 惟当存在者成为表象（ Vor-stellen）之对象之际，存在

者才以某种方式丧失了存在。 这种丧失是十分不清晰和不确实地

被追踪到的，并且相应地很快就得到了弥补，因为人们赋予对象和

如此这般得到解释的存在者以一种价值，并根本上以价值为尺度

来衡量存在者，使价值本身成为一切行为和活动的目标。 由于一

切行为和活动被理解为文化，价值便成为文化价值，进而，文化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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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竟成为对 一种为作为主体的人的自我确证服务的创造

(Schaff en）的最高目标的表达 。 由此出发，仅只还有一步之遥，就

可以把价值本身变成自在之对象了 。 价值是对那种在作为图像

1 02 的世界中的表象着的自身设立活动的需求目标的对象化 。 价值

似乎表达出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与价值的关联地位中才推

动了最富价值的东西本身，但价值恰恰是对变得平淡无奇、毫无

隐秘的存在者之对象状态的微弱无力的蒙蔽 。 元人为纯粹价值

而献身 。 为了揭示 19 世纪的本质，人们注意到了赫尔曼·洛

采①独特的中间地位 。 洛采重新解释了柏拉图的价值观念，同时

以《微观世界 》为标题进行了“一种人类学的尝试”（ 1856 年）；这

种人类学依然基于德国唯心主义的精神而接近于后者的思维方

式的高贵和纯朴，却也向实证论开启了这种思维方式 。 由于尼

采的思想始终被禁圄于价值观中，所以，他必然要以一种逆转方

式，把他的根本思想表达为对一切价值的重估 。 只有当我们成

功地摆脱价值观念来理解尼采的思想，我们才能达到一个立足

点，由此立足点出发，形而上学最后一位思想家的著作才成为一

项追问任务，而作为我们的历史的必然性，尼采对瓦格纳的敌对

态度才成为可理解的了。

（七）符合 CEntsprechung），被思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特征

的符合，先行标画出那些完全确定的可能性和方式，即这一在存在

者之内的存在的真理设置入作品的可能性和方式 。 中世纪的艺术

① 赫尔曼 · 洛采（ Hermannn Lotze, 1817- 1881 年）．德国唯心论哲学家 ， 著有

《微观世界》、《形而上学》等．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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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和这个时代的无世界图像状态乃是一体的 。

（八）可是，大约在苏格拉底时代的一个智者不是早就大胆地

声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

在的尺度吗？普罗泰戈拉的这个命题昕起来难道不像笛卡尔说

的话么？尤其是，难道柏拉图不是把存在者之存在把捉为被直

观到的东西，即 iceα［相］么 ？ 难道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存在者 103

本身的关联不是8Ewp(a ，即纯粹观看（ Schauen）么？不过，普罗

泰戈拉的这个智者派哲学命题并非主观主义，正如笛卡尔也不

可能仅仅对古希腊思想作了一种颠倒 。 诚然，通过柏拉图的思

想和亚里士多德的追问，实现了一个决定性的、但始终还保持在

希腊关于存在者的基本经验范围内的对存在者和人的解释的转

变 。 恰恰是作为对智者哲学的斗争因而处于与智者哲学的依赖

关系中，这种转变了的解释才成为如此决定性的，以至于它成了

希腊思想的终结，而这种终结同时间接地为现代准备了可能性。

因此之故，后来，不只在中世纪，而且贯穿现代直至今天，柏拉图和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能够被看作地地道道的希腊思想，而所有前柏

拉图的思想只是被看作对柏拉图的一个准备。 由于人们长期以来

习惯于认为希腊精神贯穿于现代的人文主义解释中，所以，我们始

终未曾以让存在保持其独一性和奇异性的方式，去沉思向古代希

腊开启自身的存在。 普罗泰戈拉的命题曰： TTCxVTWV XPηµCxTWV 

µfrpov eσTtv &v8pwπos, Twv µevδVTWV ws EoTl TWV OE 

叫 OVTWV ws OUK EσTlV（参看柏拉图 ：《泰阿泰德篇》152a）。

“（各个）人是万物（即在人的使用和需要中，因而始终在人周

围的物，即XP巾αTαxpfio8α1）的尺度，是在场者如其在场那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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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尺度 ，也是不在场者不在场的尺度”。① 在这里 ， 其存在有待

决断的存在者被理解为在人的周围自发地于此领域中在场的东

西。但人是谁呢？对此，柏拉图在同一段文字中给出了答复，他

让苏格拉底这样说道 ： 0 VKOVV OVTC.Vπc.v sλeye 1, w s oTαπEV 

EKασTα 在µolφαlVETαl TOIαVTαπEV EσTIV eµo ( OTα8主 σol,

TOIαVTα 民 α心 σo( . aveρWOπs 0占 σ心 TE Kαl tγ白；“他（普罗泰

戈拉）不是领会了下面这一点么？作为当下某物向我显示出来的，

104 对我来说（也）就是具有这种外观的某物；而作为某物向你显示出来

的，对你来说又是具有那种外观的某物？而你和我一样，都是人”。②

可见 ，在这里，人是当下具体的人（我、你、他和她）。这个片白

［我］可以与笛卡尔的我思（ego cogito）相合吗？绝不能。因为，同

样必然地规定着普罗泰戈拉和笛卡尔的两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

一切本质性因素，是各各不同的。一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本质

性因素包括：

一、人之为人的方式和样式，亦即人之为其自身的方式和样

式 ； 自身性（ Selbs the it）的本质方式，这种自身性绝不与自我性

( Ichheit）相等同，而是根据与存在本身的关联而得到规定的；

二、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解释（Wesensauslegung); 

三、对真理的本质筹划（Wesensen twu rf);

四、人据以在有些地方成为尺度的那种意义（Si n n ） 。

① 这是海德格尔做的翻译，有别于通译：“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

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一一译注

② 此句通译为：“他不是说，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显现的那样，对于我就是它向

我显现的那样，而你和我都是人？”－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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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诸本质要素中，无论哪一个要素

都不能与其他要素分离开来而得到理解。 每一个要素都已经表明

某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的整体。 为什么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恰恰是

这四种要素先行包含和构成 f某种形而上学基本立场本身，这是

一个不再能够根据形而上学和通过形而上学来加以追问和回答的

问题了 。 这已经是一个根据形而上学之克服来谈论的问题了 。

诚然，对普罗泰戈拉来说，存在者始终关涉于作为主γ白［我］的

人。 但是这种与自我的关联具有何种特性呢？在γ白［我］逗留于无

蔽领域的范围内，无蔽领域被分派给向来作为这个范围的在γ白

［我］了 。 于是，它觉知着作为存在者的在此范围内在场的一切东

西。 对在场者的觉知植根于这种在无蔽状态之范围内的逗留 。 通

过在在场者那里的逗留，才有（ ist ） 自我对于在场者的归属关系 。

这一对敞开的在场者的归属用界线把在场者与不在场者区划开

来 。 从这些界线中，人获得并且保持着在场者和不在场者的尺度。

由于人局限于当下无蔽领域，人才接受一种尺度，此尺度一向把某 105

个自身（Sel bst）限定于此或彼。 人并非从某个孤立的自我性Clch-

heit） 出发来设立一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都必须服从的尺度。

具有希腊式的与存在者及其无蔽状态的基本关系的那个人是时T-

pov（即尺度），因为他采纳了那种向着以自我方式被限定的无蔽

状态之范围的限制CMaBigung），井因之承认存在者之遮蔽状态和

关于存在者的在场或不在场的不可决断性，类似地也承认关于本

质现身之物的外观的不可决断性。 所以，普罗泰戈拉说（参看第尔

斯：《前苏格拉底残篇》，普罗泰戈拉 B.4）： πEρI µev 8ewv OUK exw 

ei8veαt,ov8'ws eiolv,ov8 ＇白 5 ，。心K eiσ ［v ov8 6π。lot T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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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eαv“至于神，我确实不能知道什么（以希腊方式来讲 ： “看见”某

物） ，既不知道它们存在，也不知道它们不存在，更不知道它们如何

以其外观（即［8fo［相］）存在。”

πoλλa. γap Ta KWλ心OVTαei8evαl ， 司 T ' CxbT]λOTTJS Ka l 

Rρα×的 WV 6 !31os TOV av8pwnov 。 “因为阻碍着人们去觉知

存在者本身的事情有很多种：例如，存在者的非敞开状态（遮蔽状

态），以及人寿的短促。”①

我们满可以惊奇于苏格拉底针对普罗泰戈拉的这一番深思熟

虑而就后者所说的话（参看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b) : eiKOS µev 

TOI 00φ6v &vbαp µfi AT]peiv o “可以猜想 ，他（普罗泰戈拉）作为

一个沉思的人（在他关于人是时pTov［尺度］的命题中）是不会随

便瞎吹八道的。”

普罗泰戈拉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仅只是对赫拉克利特和巴门

尼德的基本立场的一个制限，而这种制限亦即一种保持 。 智者派

哲学惟有在智慧。。φla［智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亦即在希腊对

作为在场之存在和对作为无蔽之真理的解释的基础之上才有可

能一一这种无蔽本身始终是一种对存在的本质规定性，因为在场

者就是从无蔽状态那里，在场是从无蔽领域本身那里得到规定的 。

但笛卡尔离开希腊思想的开端有多远呢？这种对人的解释 它

106 把人表象为主体（ Subjek t ）一一－是如何与希腊思想格格不入的？

正因为在 Subjectum［一般主体］这个概念中，还回响着那种以已

① 此句通译为 ：“至于神，我既不能说它们存在，也不能说它们不存在，因为阻碍

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J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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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变得不可认识和毋庸置疑的在场（也即持续地摆在眼前的东西）

的形式出现的为希腊人所经验到的存在之本质，亦即心πOKElµEVOV

［基体、基底］之。πOKEio8ai［建基］，所以从中还能看出形而上学基

本立场的转变的本质。

通过对在场者的觉知而保持那个当下始终受限定的无蔽状态

之范围（人之为时Tpov［尺度］），这是一回事情 。 而通过对人人可

得的并且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的可表象之物的计算而进入到可

能的对象化的无限制领域之中，又是另一回事情了。

在希腊智者派哲学中，不可能有任何一种主观主义，因为在那

里，人不可能是一般主体。 人之所以不能成为一般主体，是因为在

那里，存在乃是在场，真理乃是无蔽状态 。

在无蔽状态中发生着φαVTαoia［呈现］，即在场者之为这样一

个在场者的显现，对本身向着显现者在场的人而言的一种显现。

但作为表象着的主体，人进行想象活动，也就是说，人活动在

imaginatio〔想象］之中，因为他的表象活动把存在者构想（einbil

den）为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使之进入作为图像的世界之中。

（九〉存在者如何竟能以突出的方式展现为一般主体，从而主

体因素得以达到了统治地位？因为直到笛卡尔，甚至在笛卡尔形

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一一一就其是某个存在者而言一一一还是一

个 sub-jectum［一般主体］ ，即心πo-Keiµevov［基体、基底］，也即某个

从自身而来摆在眼前的东西，它作为本身同时奠基了它持续的固

有特性和变幻不居的状态。一个在本质性方面无条件的、因而别

具一格的 Sub-jectum〔一般主体］（作为一个具有奠基作用的基础）

的优先地位，源出于人对某个 fundamentum absolutum incon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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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 veritatis（自足的、不可动摇的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的基础 ）

1 07 的要求。这种要求为何并且如何达到其决定性的权能和作用呢？

这种要求源自那种人的解放，在此解放中，人挣脱了基督教的启示

真理和教会学说的束缚，而成为那种以自身为准绳的立法者 。 藉

着这种解放，自配一亦即受某种义务的束缚一一的本质，被重新

设定起来 。 但因为按照这种自由，自我解放的人本身设定义务，所

以这种义务从此以后就有可能得到不同的规定 。 这种义务可以是

人的理性及其法则，或者是根据这种理性而被设立起来、并且对

象性地被安排的存在者，或者是那种尚未被安排的、只有通过对

象化活动才能加以掌握的、要求在某个时代得到控制的混沌

(Chaos） 。

可是，这种解放并不知道自己始终还没有摆脱那种肯定和保

证了人的灵魂的得救的启示真理的束缚 。 因此，这种摆脱了天启

式得救确定性（HeilsgewiBheit）的解放，本身必然是一种走向某种

确定性（GewiBheit）的解放；而在后一种确定性中，人为自己确保

了真实一一－作为对他自己的知识（ Wissen ）的意识 。 这只有通过

自我解放的人自己对可知之物的确定性的保证才是可能的 。 但这

样一回事情得以发生，只是由于人从自身出发并且为了自身，确定

了对他来说什么是可知的，知识和对意识的确证（即确定性）意味

着什么 。 于是，笛卡尔形而上学的任务就成为：为人的解放一一走

向作为自身确定的自我规定的自由的解放一一创造形而上学的基

础 。 然而，这个基础不但本身必然不是一个确定的基础，而且 ，由

于禁阻了来自其他区域的任何尺度，它同时必然具有这样一种特

性，即：所要求的自由的本质通过这个基础而被设定为自我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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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过，一切由其本身确定的东西同时也必须保证那个存在

者为确定的一一对此存在者来说，这样一种知识必定是确定的， 108

通过这种存在者，一切可知之物必定获得了保证。 fundamentum

〔基础］，那种自由的基础，为自由奠立基础者，即一般主体，必定

是一个满足上述本质要求的确定之物。一个在所有这些方面都

别具一格的一般主体就成为必然的了。这一构成基础和赋予基

础的确定之物是何种东西呢？是 ego cogi to ( ergo) sum ［我思

（故）我在］。确定之物是一个命题，它宣称：与人的思维同时相

随（共同地和同样持续着），人本身无可置疑地也一道在场着，现

在也就是说，一道被给予自身。思维即表象（ vor-stellen），是与

被表象者一一即作为 perceptio〔知觉］的 idea［观念］一一的表象

关系 。

表象在此意谓：从自身而来把某物摆置（ stellen) ¥U面前来，并

把被摆置者确证为某个被摆置者。 这种确证必然是一种计算，因

为只有可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且持续地是确定

的 。 表象不再是对在场者的觉知CVernehmen），这种觉知本身就

归属于在场者之无蔽状态，而且是作为一种特有的在场归属于无

蔽的在场者。表象不再是“为……自行解蔽”，而是“对……的把捉

和掌握”。① 在表象中，并非在场者起着支配作用，而是进攻（An

griff) 占着上风。 现在，按照那种新的自由，表象就是从自身而来

向己被确证之物的首先要确证的领域的一种挺进。 存在者不再是

① 此处··为……自行解敝”Cd出 Sichentbergen fiir ... ）是希腊式的“觉知气verneh

men） ，而“对……的把捉和掌握”（das Ergreifen und Begreifen von ... ）是指现代的“表

象”方式．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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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者，而是在表象活动中才被对立地摆置的东西，亦即是对象

( Gegen-standige）。表象乃是挺进着、控制着的对象化。① 由此，

表象把万物纠集于如此这般的对象的统一体中。表象乃是 coagi

tatio ［心灵活动］。

与某物的任何关系，诸如意欲、采取立场、感知等等，自始就是

表象，是被人们译为“思想”的 cogitans 。 因此，笛卡尔才能用一个

起初令人诧异的名称 cogtatio 来命名 voluntas［意志］和 affectus

［情感］的一切方式，即全部 actiones ［行为］和 passiones ［感觉］。

109 在 ego cogito sum［我思我在］中， cogitare 就是在这一本质性的和

新的意义上被理解的。一般主体，即基础确定性，是表象着的人的

无论何时都得到确证的与被表象的人或非人的存在者（即对象）的

共同被表象状态。基础确定性乃是无可置疑地无论何时都可表象

的和被表象的 me cogitare = me esse［我思＝我在］。 这乃是自我

确证的表象之一切计算活动的基本等式 。 在这种基础确定性中，

人确信：作为一切表象活动的表象者，从而作为一切被表象状态以

及任何确定性和真理的领域，他得到确证了，现在也即说，他存在

( ist）了 。 惟因为人以此方式在基础确定性一一即 me cogitare = 
me esse〔我思＝我在］的 fundamentum absolutum inconcussum 

［绝对不可动摇的基础］一一一中必然地被一道表象出来了，只是因

为向自己解放自身的人必然地归属于这种自由的一般主体，惟因

此，人才可能（而且必然是这种人本身）成为别具一格的存在者，成

① 此句原文为： Das Vor-stellen ist vor-gehende, meistemde Ver-gegen

stiindlichung。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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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 Subjectum［一般主体］，后者从原初真实的（即确定的）存

在者方面来看在所有 Subjecta［一般主体］中具有优先地位。在确

定性之基本等式中，进而在真正的一般主体中，道出了 ego ［自

我］；这并不意味着，人现在是从自我和利己方面被规定的。它只

是说：成为主体，现在成了作为思维着和表象着的生灵的人的特

性。人的自我效力于这个一般主体。在这个 Subjectum［一般主

体］中建基的确定性本身虽然是主体的（subjektiv），即是在一般主

体的本质中发挥作用的，但它并非利己的（egoistisch）。确定性对

任何一个作为本身亦即作为一般主体的自我来说都是约束性

的。同时，所有通过表象的对象化而被确定为可靠的、并从而被

确定为存在着的东西，是对任何人都具有约束力的。但没有什

么东西能够逃避这种对象化，后者同时始终是关于什么可被看

作对象这样一回事情的决定 。 对可能的对象化之领域以及有关

这种对象化的决定权的无条件失范（ Entschriinkung），乃属于 11 0

Subjectum［一般主体］之主体性的本质和作为主体（Subjekt）的人

的本质。①

现在我们也就弄清楚了：在何种意义上，人作为主体想要成为

井且必定成为存在者（亦即客体、对象）的尺度和中心。现在，人不

再是那种对觉知的限制（Miissigung）意义上的时Tpov［尺度］了；

① 按照海德格尔的解释，被通译为“主体”的 Subjectum 原意（也在希腊意义上）

为“根据”、‘·基础”，而并不专指人；以它特指入这种突出的存在者，乃是近代（笛卡尔）

以来的事情。 中文的“主体”一词含义较广，实也有“根据”、“基础”之意．为了把海德

格尔所周 Subjectum 与 Subjekt 两词在译文上区别开来，而又不至于失落两者之间的联

系．我们权把 Subjectum 译为“一般主体”，把 Subjekt 译为··主体”．一一译注



122 林中路

这种对觉知的限制是把觉知限制于在场者一一一每个人始终趋向它

而在场 的无蔽状态的当下具体范围 。 作为一般主体，人乃是

ego［ 自我］的 co-agi ta tio ［心灵活动］ 。 人把自身建立为一切尺度

的尺度，即人们据以测度和测量（计算）什么能被看作确定的一一

也即真实的或存在着的一一东西的那一切尺度的尺度 。 自由作为

一般主体的自由是新的 。 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向着新自由的

人的解放被带向其基础即一般主体那里 。 现代人的解放并非才始

于“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也不只是一种被补交给这种

自由、因而从外部被添造到这种自由上的形而上学 ，一种意识形态

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 在 co-agitatio〔心灵活动］中，表象把一切对

象事物聚集到被表象状态的“共同”之中 。 现在， cogitare[ J思维］的

ego［自我］在被表象状态的自我确证着的“共处”中，亦即在 con

scientia ［意识］中，获得了其本质 。 con-scientia［意识］是对在由人

保存下来的被表象状态范围中的对象一一与表象着的人一道一一

的共同摆置。一切在场者从被表象状态中获得了其在场状态

(Anwesenheit）的 意义和方式，也即在 repraesen ta tio 中的在场

(Praesenz）的意义 。 作为 coagi ta tio [ 'L＇ 灵活动］ 的一般主体， ego

［ 自我］的 con-scientia ［意识］乃是以此方式别具一格的主体的主

体性，规定着存在者之存在 。

《第一哲学沉思集 》根据被规定为 conscientia ［意识］ 的主体

性，对 Subjectum［一般主体］ 的存在学作了先行描述 。 人成了一

111 般主体 。 因此，人能够按照他对自身的理解和意愿来规定和实现

主体性的本质 。 作为启蒙时代的理性动物，人并不比那个人

他把自己理解为民族，意欲成为民众，作为种族培育自身，最后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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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自身以地球的主人的权能一一一更少是主体。 在所有这些主体性

的基本立场中，某种不同的自我性（ Ichheit）和利己主义也才是可

能的，因为人始终被规定为我和你，我们和你们了。主观的利己主

义→一它多半不知道自我预先已经被规定为主体了 可以通过

把“自我”嵌入“我们”之中来加以消除 。 由此，主体性只是获得了

权力 。 在以技术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中，人的主

观主义达到了它登峰造极的地步，人由此降落到被组织的千篇一

律状态的层面上，并在那里设立自身 。 这种千篇一律状态成为对

地球的完全的（亦即技术的）统治的最可靠工具。 现代的主体性之

自由完全消融于与主体性相应的客体性之中了 。 人不能凭自力离

弃其现代本质的这一命运，或者用一个绝对命令中断这一命运。

但是，人能够在先行思考之际来深思一点，即 ：人类的主体存在一

向不曾是、将来也绝不会是历史性的人的开端性本质的惟一可能

性。一片遮蔽着的土地上空的一朵变幻不定的阴云，这乃是一种

阴暗过程，它把那种由基督教的救恩确定性提供出来的真理一一

作为主体性之确定性的真理一一笼罩在一个始终不为主体性所经

验的本有事件CEreignis）之上 。

（十）人类学是这样一种对人的解释，它根本上已经知道人是

什么，因而从来就不能追问人是谁。 因为随着这一问题，它势必要

承认自己受到了动摇并被克服了。如何能够指望人类学做到这一

点呢？所到之处，人类学所要做的却仅仅是专门对主体的自我确 112

信做事后追补的确证而已。

（十一）因为现在，自我完成的现代的本质正在融合而进入不

言自明的东西之中。惟当这种不言自明的东西通过世界观而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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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确证之际，适合于一种原始的存在之疑问的可能温床才能成长

起来；这种存在之疑问开启出一个领地，由此得以决定存在是否依

然能够胜任一个上帝，存在之真理的本质是否更原初地要求着人

的本质 。 惟在现代之完成达到其特有的伟大性的毫无顾忌的地步

之际，也才为未来的历史做了准备。

（十二）美国主义是某种欧洲的东西。 它是那种尚未得到理解

的庞大之物的变种；这种庞大之物尚未被释放出来，甚至根本还不

是从完全的和被聚集起来的现代之形而上学本质中生长出来的 。

实用主义对美国主义的美国式阐释始终还处于形而上学领域

之外 。

（十三）日常流行的意见只在阴影中看到光的缺失 如果不

说是光的完全否定的话。 但实际上，阴影乃是光的隐蔽的闪现的

证明，这种证明虽然是不透明的，却是可敞开的 。 按照这个阴影概

念，我们把不可计算之物经验为那种东西，它游离于表象，但在存

在者中是赫然敞开的并且显示着隐蔽的存在。

（十四）但是，如果拒绝本身必定成为最高的和最强烈的对存

在的揭示活动，那么情形又会如何呢？从形而上学出发来理解（也

即从存在问题出发，以“什么是存在者？”这种形式来发问），存在的

隐蔽本质，即拒绝，首先揭示自身为绝对不存在者，也即无（Nichts）。

11 3 不过，作为存在者的虚无因素（ das Nichthafte），元乃是纯粹否定

(das blol3 Nichtige）的最激烈的对立面 。 无从来不是一无所有，

它同样也不是某个对象意义上的某物；无乃是存在本身一－当人

已然克服了作为主体的自身，也即当人不再把存在者表象为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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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人就被转让给存在之真理了。①

（十五）这一敞开的“区间”就是此之在，而此之在这个词是在

存在之解蔽和遮蔽的绽出领域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的。②

① 此处动词d转让”原文为 iibereignen ，应联系于海德格尔所恩的“本有”＜ Er-

eignis） 的“居有”（ereignen) . 译注

② 这里的h此之在”（ Da-sei时，英译本作“存在之敞开状态”（ the openness-for-

Being） ，是一种意译了 ． 译注



115 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①

《意识经验的科学》是黑格尔 1807 年在出版他的《精神现象

学》这部著作时所用的标题。加重点号的“经验”一词位于另外两

个名词中间。“经验”所说的就是“现象学”之所是。黑格尔用这种

强调的方式来使用“经验”一词，其用意何在呢？在就“科学的体

系”所作的序言之后有一段文字，乃是这部著作的导论，这个导论

回答了我们上面的问题。 在原版中，这个导论的原文如下 ： ②

（一）如采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情本身以前，即在

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要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

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

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 。

这样一种想法或考察，显然是有理由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认识，有的种类可以比别的种类更适宜于达到我们的

终极目的，而因此就有可能在它们中间作出错误的抉择，另一方

面，这也是因为既然认识是一种属于一定种类具有一定范围的能

① 1950 年第一版：未曾明言地从本有（ Ereignis）而来进行思考。 －一作者边注

② 译文参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趴兴译，北京 1983 年，上卷，

第 51 62 页．少数几处略有改动．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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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那么对于它的性质和界限如果不加以比较确定的规定，则通过

它而掌握到的，就可能是些错误的乌云而不是真理的青夭。这种

想法甚至于一定变成为一种信念，相信通过认识来替意识获取那

种自在存在着的东西这一整个办法就其概念来说是自相矛盾的，

相信在认识与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划然区别两者的界限。 因为如 1 16

采认识是我们占有绝对本质所用的工具，那么我们立刻就能看到，

使用一种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让这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

是妥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变化的 。 再或者说，如采认识不是我

们活动所用的工具，而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

消极的媒介物，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事物也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着的

那个样子，而是它在媒介物里的样子 。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使

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的目的相反的东西出来；或者毋宁可以

说，我们使用手段来达取目的，根本是件于理不合的事情。 不错，

这种不利的情况，似乎可以通过我们对工具的作用的认识而得到

补救，因为认清了工具的作用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通过工具

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

去 ，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真理。 但是，这种补救的办法，事实

上只能把我们引回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去。 因为，如采我们用

工具将采一个东西加以改造，然后又把工具所作的改变从这个改

变了的东西那里予以取消，那么这个东西一一在这里是指绝

对一一对我们来说就不 多不少重新恢复了它没经过这一度多余的

麻烦以前的样子 。 或者，如果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发生什么改变，

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那么

绝对假如不是自在白为地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存在，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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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嘲笑这样的一种诡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就是一种诡

计 。 为什么呢？因为认识通过它的多方面的辛勤努力，装出一副

神情，令人觉得它的努力完全不是仅仅去产生直接的、因而毫不费

力的关系而已 。 再或者，如果我们研究我们将其想象为一种媒介

物的认识，从而认清了这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

折射从结采里抽除出去，那么这样地抽除折光作用的办法也完全

是元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光

117 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而如果光线被抽除出去，那么，指点

我们的岂不只还剩下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了吗？

（二）同时，如果说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是对那种完全无此

种顾虑而直接开始工作并实际进行认识的科学所采取的一种不信

任，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对这种不信任采取不

信任，即是说为什么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本身不已经就是一种

错误？事实上这种顾虑乃是把某些东西，真正地说，是把很多东

，西，假定为真理，并以此为根据，产生许多考虑，得出许多推论，而

这样被假定的东西，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理，倒是应该先行审查的 。

更确切地说，它假定着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也

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绝

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

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

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一一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

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 。

（三）我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

只有真理是绝对的 。 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当然可以作出这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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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硬说一种认识虽然不像科学所愿望的那样认识绝对，却也还是

真的认识，硬说一般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力把握绝对，却可能有能力

把握别种真理。 但是，我们终究妥看到，发表这样议论的人都是由

于他们作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区别，认为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

别样性质的真理；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像绝对、认识这样的词汇，它

们都假定着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则正是现在才应该去努力获

取的 。

（四）我们根本不必去操心考虑，像这样的一些把认识当作一

种用以把握绝对的工具或我们赖以窥见真理的媒介物等元用的观

念和说法（可以说一切关于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认识和关于与认识 118

不相关联的绝对的观念，都归结于工具和媒介物等关系上）；我们

也完全无须去注意那些借口，它们都是没有能力从事于科学的人

从假定这样一些关系中所找到的借口，借以逃避科学研究的辛勤

劳动，同时还借以装出一副严肃认真和奋勉努力的样子；同样地，

我们也用不着费心替这一切一切去寻找答案，因为它们都是会被

当作偶然的和任意的概念而抛弃掉的，而且甚至于使用这些字眼，

如绝对、认识、客观与主观，以及其他无数的、被假定大家都已熟知

其意义的那些字眼，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 因为，佯言它们的

意义已为众所周知以及每个人本身都具有关于它们的概念等等，

这似乎毋宁只是一种计谍，想逃避其主妥任务，即是说，想借以免

除提供这种概念的任务。 其实，与此相反，另外的一种工作倒应该

说是更有理由予以免除，即，我们大可不必去注意那些足以根本否

定科学的观念和说法，因为这些观念和说法只构成一种空的知识

现象，当科学出现时，空的知识现象就会立即消逝的 。 但是，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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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还不是真

正的、实现了的和展开了的科学自身 。 所以无论我们鉴于科学与

另外一种知识并列在一起从而把科学也想象为现象，或者把那另

外一种不具实的知识称之为科学的现象，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

不过科学毕竟必须摆脱这种现象；而它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转

过来面对着这种现象 。 因为，科学妥抛弃或驳斥一种不是真理的

知识，说它是对事物的一种庸俗见解，则不能全凭断言，断言自己

是完全另一种性质的知识，至于那种庸俗的见解在自己看来一文

不住等等；也不能会凭揣想，说在这种不具的知识本身存在着一种

较好知识的反兆。如果只作断言，那么科学等于声明它自己的价

119 位与力量全在于它的存在，但不真的知识恰恰也是诉诸它的存在

而断言科学在它看来一文不值的；一个赤裸的枯燥的断言，只能ii&.

另一个断言具有完全一样多的价值而已 。 我们说科学更不能凭借

对一种较好知识的揣想，认定它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而又是在

这里指示着具实的科学，乃是因为如采这样，那么从一方面说，科

学又同样诉之于一种赤裸的存在了，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之诉诸它

自身，并不是它自在白为地存在的自身，而毋宁是存在于不真实的

知识里的，即它的一种坏的存在方式，它的现象 。 由于这个缘故，

我们在这里应该将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

（五）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为对象，

它本身就似乎不是那种在其独有的形态里发展运动着的自由的科

学；而从这个观点上看，这种陈述毋宁可以被视为向真知识发展中

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

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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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地或完全地经

验了它自己以后，就认识到它自己的自在 。

（六）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

知识 。 但由于它直接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

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概念的现实化对它而言就毋宁成了它自

身的毁灭；因为它在这条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 因此，这条道

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因

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不是通常的所谓怀疑；通常的怀疑乃是对某种

假定的真理的动摇，在动摇之后，怀疑重新消失而原来的真理重新

出现，于是终于事情又恢复到怀疑以前的样子 。 相反地，这里的这

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

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 。 1 20

因此，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也不是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

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决心在科学里不因权威而

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遵从自己的确信，或者说

得更好些，决心亲自产生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 。 意

识在这条道珞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

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 上述的决心把这个发展形成的

过程以决心的简单方式主现出来，当作是直接已经完结了和实现

了的东西；但是，与这种不具实的情况相反，这条怀疑的道路乃是

一个现实的形成过程。 遵从自己的确信，诚然要比听从别人的权

威高强些，但从出于权威的意见转变为出于自信的意见，意见的来

源虽有转变，并不必然地就使意见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并不一定就

会在错误的地方出现具理。 如采我们执着于意见和成见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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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这样意见来自别人的权威或是来自自己的信心是没有什

么差别的，惟一的差别是后一种方式下的意见更多一种虚浮的性

质罢了 。 相反地，只有对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都加以怀

疑，只有通过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才能善于识别真理，因为它已

不复寄望于所谓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不管它们是自己的或是

别人的 。 至于径直地就想去识别和审查的那种意识，由于它本身

还充满和纠缠着这些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事实上就没有能力

做它想做的事情 。

（七）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由于它们之间有依序前进的

必然性和互相关联的必然性，将自己发展出完整的形式体系来。

121 为了便于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一般地指出 ：把不真实的意识

就其为不具实的东西而加以陈述，这并不纯然是一种否定的运动 。

一般地说，自然的意识对这种陈述所持的见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片

面的见解；而一种知识，如采它以这种片面性为本质，它就是不完

全的意识的形态之一，这种形态的意识投身于形成发展的过程，并

将在过程中呈现出来。因为这种片面的见解就是怀疑主义，怀疑

主义永远只见到结采是纯粹的虚元，而完全不去注意，这种虚无乃

是特定的虚元，它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否

定）。但事实上，如采虚无是对结采之所自出的虚元，那它就纯然

是真实的结果；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元，它就具有一种内

容。终止于虚无或空虚的抽象性上的怀疑主义，是不能超越这抽

象性而继续前进的；它必须等待着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东西呈现

出来，以便它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 。 相反，当结采被

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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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形态的整

个系列的发展进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 。

（八〉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目标也是知识所必需确定的；

目标就是知识不需妥再超越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它

自己的那个地方和概念符合于对象、对象符合于概念的那个地方 。

趋向这个目标的发展进程，因而也就是前进元己、不可遏止的，不

以目标以前的任何过站而满足的 。 几只局限于度过着一种自然的

生活的东西，就不能够由它自己来超越它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但它

会被另外一种力量迫使它超出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就是它

的死亡。 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因此它直接就是对于

界限的超越，而且由于这个界限属于它自身，所以它就是对它自身

的超越；有了个别的存在，也就同时在意识里有了彼岸，即使这种 122

彼岸只是并存于界限的旁边，像在空间直观里那样。 因此，意识感

受着从它自身发出的这种暴力，一定要败坏它整个的有限满足。

当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

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 。 但是，恐惧的

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的 ： 首先，尽管它想安居于无忠、无虑的懒惰

中，它的思想却在干犯着这种元思无虑，它的心神不宁却在扰乱着

这种懒散；其次，尽管它把自己巩固起来，成了一种心情，在这种心

情之下，它确信一切东西就其自己的类属而言都是好的，但有这样

的确信的意识也同样地感受暴力，它感受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因

为理性正是认为某个东西之所以不好是由于它只是一个类属 。 或

者再换一方面说，害怕真理的意识也很可能躲在一个幌子下面自

欺欺人，认为害怕真理毕竟还比任何自己杜撰出来或从别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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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来的思想妥聪明些；而其挂在外面的幌子则仿佛在说，正是由于

有了对真理的热烈渴求，才使它自己很难于，甚至不可能找到别的

真理，而只能找到虚浮的意识所取得的具理；这种虚浮，善于把真

理都一一予以败坏，从而返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

l'!p ，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

从中找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一一这种虚浮，乃是一种

满足，必须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因为它逃避普遍，而只追求自为

的存在 。

（九）关于进程的方式和必然性，我们暂时一般地谈了这些，现

在我们再来谈谈关于系统陈述的方法，可能也有些用处。 这种陈

述，既然被想象为科学对待现象知识的一种行动和对认识的实在

的一种考虑和审查，那么不先作一种假定，不先设立尺度以为根

据，显然是无法进行的 。 因为审核考查就在于使用某种已被承认

123 了的尺度，就在于产生被考查的东西与尺度之间的相等或不相等

以决定其对与不对；因而一般地说，尺度，以及科学也一样，如采科

学是尺度的话，在进行考查时是被当作本质或自在物而承认了的 。

但是在这里，科学刚才出现，所以无论是科学自身，或者任何其他

的尺度，都还没有证明自己是本质或自在的东西；而没有这样的一

种东西，审查就显然不可能进行 。

（十）这是一个矛盾。如采我们注意一下在意识里知识的抽象

规定是什么和真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则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

消除就将表现得更加确切 。 因为，意识是把自己跟某种东西区别

开来而同时又与它相关联着的；或者用流行的话说，这就是，有某

种为意识的东西；而这种关联或某种东西的为一个意识的存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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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特定的方面，就是知识。 但是我们把自在的存在跟这种为一个

他物的存在区别开来；同样池，与知识发生了关联的存在也跟它区

别开来并且被设定为也是存在于这种关联之外的；这个自在的存

在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真理 。 至于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在

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

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呈现的

那样接受下来了的；而它们对我们的呈现，则正是像我们方才说过

的那样。

（十一）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知识的真理，这就好像我们要研

究知识的自在存在 。 可是在这种研究里，知识是我们的对象，它是

为我们的存在；而这样一来，知识的自在毋宁就成了知识的为我们

的存在了；我们所认为是它的本质的东西，毋宁就会不是它的真理

而仅仅是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了 。 本质或尺度就将存在于我们这

里，而那种应该与尺度相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而予以决定的东西，

就不是必然地妥去承认这个尺度。

（十二）但是，这种分离或这种分离和假定的现象，已由于我们

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性而得到了克服。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 124

度 ， 因此，考察研究就成了意识与它自身的一种比较；因为上面所

作的那种区别并不超出于意识以外。 意识在它自身就是为一个另

外的意识的意识，或者说，它一般说来在其自身就具有知识环节的

规定性；同时，这另外的一个，对意识而言不仅是为它（意识）的，而

且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也是自在的，即是说，也是真理环节 。

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真理的那种东西，就是我

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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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 如采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而把本质或真理称为存在物或对

象，那么所谓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概念是否符合于对象 。 但如采

我们反过来把对象的本质或自在称为概念而另一方面把作为对象

的概念理解为对象，即是说，把概念理解为为他的，那么审查考核

就是去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它自己的概念。 显而易见，这两个过

程乃是一回事情 。 可是具有本质重妥性的是，我们在整个考察研

究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概念和对象，为他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

这两个环节都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知识本身之内，因而我们不需

妥携带我们的尺度来，也不需妥在考察研究的时候应用我们的观

念和思想 ： 由于我们丢开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按照事物自在的和

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

（十三）但是，就概念和对象、衡量的尺度和被衡量的东西都已

现成存在于意识自身之内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我们的任何额外的

行动是多余的，而且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去比较它们和认真地考查

它们；因此，同样就这一方面来看，既然意识自身考查自己，那么我

们还能做的也就只有羊纯的袖手旁观了 。 因此意识一方面是关于

125 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关于它自己的意识；它是关于对它而言

是真理的那种东西的意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理的知识的意识 。

既然两者都是为意识的，所以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它的

关于对象的知识之符合于这个对象与否，乃是对这同一个意识而

言的 。 诚然不错，对于意识来说，对象就只是像意识所认识它的那

个样子，意识似乎不可能窥探到对象的不是为意识的那个本来面

目或其自在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对象来考查它的知识 。 但

是，意识之一般地具有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这一事实，恰恰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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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是有区别的：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

个环节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为意识的存在。 根据这个现成存

在着的区别，就能进行比较考查 。 如果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

合，那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之符合于对象；但在知

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

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 Z良着知

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知

识的 。 意识因而就发现，它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际

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身就仅只是对它（意

识）而言的自在 。 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于这

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换句话说，当尺度所考查的东

西在考查中站立不住时，考查所使用的尺度自身也就改变；而考查

不仅是对于知识的一种考查，而且也是对考查的尺度的一种考查 。

（十四）意识对它自身 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 所

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
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在这里我们应该把

刚才谈到的那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加明确地指出，以使我

们能以一道新的尤线照明下面的陈述的科学方面。意识知道某种 126

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对象是本质或自在；但它也是为意识的自在；

因此，在这种真理上就出现了双重意义。 我们看到，意识现在有了

两种对象，一种对象是第一个自在，另一种是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

存在。 后者初看起来好像只是意识对其自身的反映，不是一种关

于对象的表象，而是一种关于意识对前一种对象的知识的表象。

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前一种对象在运动中改变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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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它不复是自在，它已被意识到它是一种只为意识的自在；而这

样一来，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真实的东西，但这又等于

说，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本质，或者说，就是意识的对象 。

这个新的对象包含着对第一种对象的否定；新对象乃是关于第一

种对象的经验。

（十五〉在我们对经验过程的这个陈述里，有一个环节似乎使

这里所说的经验与通常所理解的经验不尽一致。 在这里，从第一

种对象以及从这种对象的知识发展到另一种对象，即，发展到人们

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象，其间的过渡被说成为：对第一种对象的知

识，即，第一种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第二种对象 。 与

此相反，通常所理解的情况则好像我们是从一种另外的对象上经

验到我们的第一种对象的非真实性的，而这另外的一种对象，是我

们偶然地从外面找到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我们所有的对象，只是

那种对自在而自为的东西的单纯的把握。 但按照上述的那种看

法，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变成的 。 像

这样来考察事物，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通过这种考察，意识所经

历的经验系列，就变成一个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这种考察并不

考察我们正在考察着的那种意识 。 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也就跟

127 我们在前面讨论这种陈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是同一个情

况，即是说，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采，都

不会变成一个空无所有，而必然地要被理解为对产生给采的那个

东西的否定；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着以前的知识里所包含着的真

理 。 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成这样：由于当初作为对象而出现于意

识之前的东西归结为关于这个对象的一种知识，并且由于自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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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自在的一种为意识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因而也就出

现了一种新的、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本质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就

使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按照它们的必然性向前发展。 不过，这种

必然性，或者说，新对象的出现一一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出

现于意识面前一一在我们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暗示友生于意识背

后的东西 。 因此，在意识的运动过程里就出现了一种环节，即自在

的存在或为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为我们的（我们研究意识过程

的人，知道它出现），而不是为意识的（意识并不知道它的出现），因

为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 。 然而这种为我们出现的存

在，它的内容却是为意识的，我们只另外把握了它的形式，亦即它

的纯粹的出现；所以就它是为意识的而言，这种新出现或新发生的

东西只是一种对象，而就它是为我们的而言，它就同时又是一种形

成运动 。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

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

（十六）意识对其自身的经验，按其概念来说，是能够完全包括

整个意识系统，即，整个的精神具理的王国于其自身的；因而真理

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独特的规定性之下并不是被陈述为抽象的、纯

粹的环节，而是被陈述为意识的环节，或者换句话说，意识本身就

是出现于它自己与这些环节的关系中的；因为这个缘故，全体的各

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 。 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实存的过程 128

中，将要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看起来

的那个样子，从外表上看，它仿佛总跟外来的东西， f!p 总 ~tt为它（意

识）而存在的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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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

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

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 。

【黑格尔】①

（一）如采有人觉得在哲学里在开始研究事情本身以前，即在

研究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之前，有必妥先对认识自身加以了

解，即是说，先对人们借以把握绝对的那个工具，或者说，先对人们

赖以观察绝对的那个手段，加以考察，这乃是一种很自然的想法。

这样一种想法或考察，显然是有理由的，一方面，这．是因为可以有

各种各样的认识，有的种类可以比别的种类更适宜于达到我们的

终极目的，而因此就有可能在它们中间作出错误的抉择；另一方

面，这也是因为既然认识是一种属于一定种类具有一定范围的能

力，那么对于它的性质和界限如采不加以比较确定的规定，则通过

它而掌握到的，就可能是些错误的乌云而不是真理的青夭。这种

想法甚至于一定变成为一种信念，相信通过认识来替意识获取那

种自在存在着的东西这一整个办法就其概念来说是自相矛盾的，

相信在认识与绝对之间存在着一条划然区别两者的界限。 因为如

果认识是我们占有绝对本质所用的工具，那么我们立刻就能看到，

使用一种工具于一个事物，不是让这个事物保持它原来的样子，而

是要使这个事物发生形象上变化的。再或者说，如果认识不是我

① 以下是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的上面这段文字的逐节阐释，为便于参照，我们仿英

文版的做法，将原文各节重新引在相应的海德格尔的阐释文字前面；各节前加上“黑格

尔”和嗨德格尔”字样。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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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活动所用的工具，而是真理之光赖以传达到我们面前来的一种

消极的媒介物，那么我们所获得的事物也不是像它自在存在着的

那个样子而是它在媒介物里的样子 。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使

用的手段都产生与它本来的目的相反的东西出来；或者毋宁可以

说，我们使用手段来达取目的，根本是件于理不合的事情。 不错，

这种不利的情况，似乎可以通过我们对工具的作用的认识而得到

补救，因为认清了工具的作用以后，我们就有可能把我们通过工具

而获得的关于绝对的观念里属于工具的那一部分从结果里抽出

去，从而获得关于绝对的纯粹具理。但是，这种补救的办法，事实

上只能把我们引回到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去。 因为，如采我们用

工具将某一个东西加以改造，然后又把工具所作的改变从这个改

变了的东西那里予以取消，那么这个东西一一在这里是指绝

对一一对我们来说就不多不少重新恢复了它没经过这一度多余的

麻烦以前的样子。或者，如果说绝对并不因工具而发生什么改变，

只是被吸引得靠近我们一些，就像小鸟被胶竿吸引过来那样，那么

绝对假如不是自在自为地就在并且就愿意在我们近旁存在，它就

一定妥嘲笑这样的一种诡计；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认识就是一种诡

计 。 为什么呢？因为认识通过它的多方面的辛勤努力，装出一副

神情，令人觉得它的努力完全不是仅仅去产生直接的、因而毫不费

力的关系而已 。 再或者，如采我们研究我们将其想象为一种媒介

物的认识，从而认清了这媒介物对光线的折射规律，然后把光线的

折射从结采里抽除出去，那么这样地抽除折光作用的办法也完全

是无用的；因为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自身，光

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而如果光线被抽除出去，那么，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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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岂不只还剩下一个纯粹的方向或空虚的地点了吗？

【海德格尔】

第一节陈说哲学的实事。 哲学“观照在场者之为在场者，并且

（观照）在后者（即在场者）那里凭本性就已经居支配地位的东西”，

。ewpei TOδv 自 δV Kαl TO TO白T!+> VπapxovTαKα8 ＇ α心TO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4 卷，第 1 章， 1003a21 ） 。① “居支配

地位”关涉到那种在无蔽状态中达乎显露的东西 。 哲学观照在其

在场中的在场者。此种观照活动考察在场者 。 它力求达到在场

者，以致把在场者仅仅看作这样一个在场者 。 哲学就在场者的样

子来观察在场者。 在这种现照活动的观看中并无深奥的思想。 8e

wpiα［观照］乃是使一切认识冷静下来的过程。 黑格尔以他的思

想语言说：哲学乃“关于绝对真理的具体知识” 。 同时，结果已经表

明，真实存在者乃是以精神为其现实性的现实事物 。 而精神之本

质则基于自我意识中 。

在其关于近代哲学史的讲演中（《黑格尔全集 》，第 15 卷，第

328 页），黑格尔讲完弗兰西斯 · 培根和雅各布 · 波默之后接着

说：“我们现在才真正讲到了新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是从笛卡尔

开始的 。 从笛卡尔起，我们踏进了一种独立的哲学。 这种哲学明

白：它自己是独立地从理性而来的，自我意识是真理的本质环节 。

129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到了自己的家园，可以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长

① 亚里士多德的这句话通译为：“它（哲学）研究‘有’本身 ， 以及‘有’凭本性具有

的各种属性。”－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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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漂泊之后的船夫一样，高呼‘陆地’ 。 ……在这个新的时期，哲学

的原则是思维，是从自身出发的思维…… 。”①

思维在它自己的思维对象无可动摇的确定性中寻求 funda

mentum absolutum［绝对基础］ 。 哲学在其中有在家之感的那块

陆地，乃是知识的元条件的自身确定性。 这块陆地只是逐步地得

到征服和完全测量的。当绝对基础被思考为绝对本身时，人们便

完全占有了这块陆地。对黑格尔来说，绝对就是精神：在无条件的

自我认识的确定性中寓于自身而在场的东西。这里，对存在者之

为存在者的具体知识就是关于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的绝对知识。

但是，这种栖居在自我意识的陆地上的近代哲学，根据这块陆

地的气候，要求自己预先确定它的原则 。 它要事先理解认识，才能

绝对地认识。 不知不觉中，认识在这里显现为一种手段，而对这一

手段的正当使用又是认识所必需操心的。一方面需要在表象的不

同方式中发现和挑选出惟一地适合于绝对认识的方式。这乃是笛

卡尔所关心的。另一方面，是要测度出曾经被挑选出来的关于绝

对的认识的本性和界限。 这乃是康德所关心的 。 但是，一旦人们

去操心作为一种掌握绝对的手段的认识，则必然产生一种信念，认

为在与绝对的关系中，任何一种相对的手段始终是与绝对格格不

人的，并必然不能对绝对发生作用。 如果认识乃一种手段，那么，

任何认识绝对的意愿就都成为一种荒谬的意图，无论在这里手段

具有一种工具的特性，还是具有一种媒介物的特性。 在前一情形

① 参fr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机中文版，贺麟、王太庆译，北京 1981 年，第 4 卷，

第 217 页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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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作为活动者忙碌于作为工具的认识；在后一情形中，我们

130 经受着作为媒介物的认识，通过这种媒介物，真理之光才能通达我

们的心灵 。

我们或许还可以做些努力，把在对绝对的把握或者考核当中

在绝对身上变化的东西和保持不变的东西区分开来，由此来考查

手段，并通过这种考查来补救上述的这种弊端，即，手段恰恰没有

起中介作用这种弊端。但如果我们排除手段所引起的变化，也即

不使用手段，那么手段也就没有使我们获得未曾变化的绝对的剩

余物。然而，从根本上看来，对手段的考查并不知道它所做的事

情。这种考查必然鉴于认识对于绝对的合适性而在绝对那里来测

度认识。它必须已经认识了这种绝对而且是认识了绝对本身，否

则，所有关键的划界就都会落入空虚之中。 此外还表明，这种考查

关心对工具的探讨更甚于关心对绝对的认识。但如果说认识的目

的依然是通过工具而更接近于绝对本身，那么这种意图势必要在

绝对面前成为笑柄 。 如果认识自始就想千方百计地摆脱绝对与认

识者的直接关系，以便事先澄清批判工作，那么，所有这些有关认

识的批判性忙乱折腾又有何用呢？对工具的批判性考查并没有把

绝对放在心上，而且反对它自身的更好的直接认识。 但是绝对也

没有嘲笑批判性努力；因为这样做，它就必然要与这种批判性努力

分享一个假定，即，认识是一种手段，它本身即绝对还远离于认识，

以致认识需要用力劳作才能捕捉到绝对。 但这样的话，绝对就不

是绝对了 。

可是，仅仅是附带地，并且是在一个从句当中，黑格尔道出了

一点：“绝对本来就在并且愿意在我们近旁 。”这种“在我们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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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αpovσiα）本身就是真理之光即绝对自身向我们照射的方式。 13 1

对绝对的认识处于真理之光的光线中，回复它，反射它，从而在其

本质中就是这种光线本身，绝不是光线藉以穿越的纯粹媒介物。

对绝对的认识要走的第一步，就是径直获得和接受在其绝对性中

的绝对，亦即在我们近旁的绝对。 这种“在我们近旁在场”（Bei-

uns-a n-wesen），即在场（ Parusie），乃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本色。

如果哲学作为对绝对的认识严肃地对待它作为这样一种认识的本

质，那么它就已经是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表象着在其真理性中的

现实本身。 在第一节的开头和行文中，看来黑格尔似乎想响应那

种自然表象对一种认识的考查的批判性要求。 实际上，黑格尔的

目的是要指出在我们近旁的在其在场中的绝对。借此，我们只是

专门被引入我们已经在其中的与绝对的关系之中。黑格尔仿佛以

这种方式放弃了近代哲学的所有批判性成就。 难道他不是借此从

根本上抛弃了一切考查，而主张回复到任意的断言和假定中吗？

绝对不是。 相反地，黑格尔倒是要为考查做好准备。这种准备工

作的第一步就在于：我们要放弃关于认识的通常观念。但如果认

识不是一种手段，那么考查的任务也不再可能是评价认识是否适

宣于作一种中介 。 如果认识自始就不可能是一种手段，那么，也许

考查就已经足以让我们去发现认识的本性了 。 不但我们考查的对

象，即认识，而且考查本身，都显示出一个不同的本质 。

【黑格尔】

（二）同时，如果说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是对那种完全无此

种顾虑而直接开始工作并实际进行认识的科学所采取的一种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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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为什么不应该反过来对这种不信任采取不

信任，即是说为什么这种害怕犯错误的顾虑本身不已经就是一种

错误？事实上这种顾虑乃是把某些东西，真正地说，是把很多东

西，假定为真理，并以此为根据，产生许多考虑，得出许多推论，而

这样被假定的 东西，本身究竟是不是真理，倒是应该先行审查的 。

更确切地说，它假定着将认识视为一种工具和媒介物的观念，它也

假定着我们自身与这种认识之间有一种差别，而它尤其假定着 ： 绝

对站在一边而认识站在另一边，认识是自为的与绝对不相关联的，

却倒是一种真实的东西，换句话说，认识虽然是在绝对以外，当然

也在真理以外，却还具有真理性一一这样的一种假定，不禁使人觉

得那所谓害怕错误，实即是害怕真理 。

【海德格尔】

第二节触着了一种批判的核心，以往一切通过科学对认识所

132 作的哲学批判都要经受这种批判 。 黑格尔在下面的所有段落中均

不再使用“哲学”这个名称 。 他谈论科学。 因为近代哲学此间已经

进入了它的本质的完成过程中，这是由于近代哲学把它首次踏入

的那块坚固陆地完全地占有了 。 这块陆地，着眼于表象及其所表

象的东西来看，就是表象的自身确定性 。 完全地占有这块陆地，这

意味着：去认识在其无条件的本质中的自我意识的自身确定性，并

在这种作为一般认识的认识中存在（ sein ） 。① 哲学现在就是自身

确定性的认识之范围内的元条件的认识。 哲学在这种认识本身中

① 1950 年第一版．亦即认识（w阻四川。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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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了。哲学的全部本质通过对认识的无条

件的自我认识而得以实现。 哲学即是这种科学。 科学这个名称并

不意味着，哲学是在其他现成的科学那里获得其榜样，并且把这种

榜样完全地理想地实现出来。当“科学”这个名称在绝对形而上学

范围内取代了“哲学”这个名称，那么，前者就在进行着元条件的自

我认识的主体的自身确定性的本质中获得了它的含义。 主体在此

是真实地亦即确定地摆在眼前之物，是 subiectum ，即心πOKelµEVOV

［基体、基底］，也就是自古以来的哲学当作在场者来认识的东西。

哲学成了科学，因为哲学保持为哲学。哲学致力于对存在者之为

存在者的观照 。 但自莱布尼茨以降，存在者是如此这般地对思想

显现出来，即每一个 ens qua ens［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都是一个

res cogitans［思维体］，并且在这个意义上乃是主体。 如此这般的

主体存在，原因并不在于这个思维者的观点，而在于存在者之存

在。当然，主体不是在热衷于自身的利己主义意义上的主观因素。

主体是在与客体的表象性关系中成其本质的 。 但是，作为这种关

系，主体已经是与自身的表象性关系。表象通过向主体再现客体 133

而把客体呈现出来；而在这种再现（Reprasen talion）中，主体自身

把自己呈现出来了。呈现（ Prasentation）乃主体的自我意识意义

上的认识的基本特性。①呈现是在场（παpovσiα）的一种本质方

式。作为这种在场，呈现乃是具有主体特性的存在者之存在。作

为以自身为条件的亦即无条件的自我认识，自身确定性乃是主体

① 这里权译为“表现”的 Reprasentation 与译为“呈现”的 Prasentation 难以区

别．英译本把前者与“表象”（ Vorstellen）等同起来，均译作 representation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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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状态（o归iα）。主体的主体存在，即主体一客体关系，乃是

主体的主体性。主体性存在于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中。以自我认识

的方式，主体成就了其本质，结果，主体为了成为主体只是忙碌于

这种成就，也即忙碌于认识。主体的主体性作为绝对的自身确定

性就是“科学”。只要存在者以这种对认识的元条件的自我认识的

方式存在，则存在者（TO ov ）便作为存在者叫 ω）而存在 。 因此

之故，把这种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的表现，亦即哲学，本身

就是科学了 。

作为主体的主体性，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乃是绝对之绝对性 。

哲学是绝对认识。 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意求绝对之意志，亦即意

求在其绝对性中的绝对。如此这般意求着，哲学意求去观照存在

者之为存在者 。 有这番意求，哲学才意求其本质 。 哲学是科学 。

在这个命题中的“是”绝不意指，哲学本身包含着作为谓词的科学

的规定性；而是意味着：哲学作为绝对认识而存在，而且只有这样，

哲学才归属于绝对之绝对性中，并以它自己的方式来实现这种绝

对性。作为绝对认识的哲学之所以是科学，绝不是因为它力求使

它的方法精确化，使它的结果变得具有强制性，并从而把它自身与

那种就本质和范围而言逊色于它的东西，即科学研究，作等闲

视之。

134 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在绝对地认识之际保持其工作。与 以

往的批判性分析对认识所提出的“顾虑”相同的“顾虑飞对哲学而

言是格格不入的。黑格尔故意说“此种顾虑”。他并没有断言，科

学可以不假思索地进行其活动而把考查当作耳边风。毋宁说，从

关于绝对的认识来看，绝对认识比它一向能够成为以往的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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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方式这回事情更值得思虑。 对一种关于绝对的认识的通常的

批判性顾虑虽然有犯错误的危险，但它只是在某种关系范围内才

可能犯错误，这种关系已经不假思索地被先行假定为真实的关系，

因为被看作某种手段的认识成了错误本身。 害怕犯错误的顾虑表

面看来是考查性的，本身其实是一种错误。 何以如此呢？

只要认识被看作某种手段（工具或者媒介物）一一－认识多久以

来被看作手段，又何以被看作手段了呢？一一那么认识就被视为

某种在绝对和认识者之间自为地出现的东西。 认识与绝对相分

离，但同时也与运用认识的我们相分离。 如此这般完全相互分离

开来，绝对站在一边，而认识者站在另一边 。 但是站在一边的那个

绝对是什么？站在无论哪－边的绝对是什么呢？无论如何，它不

是绝对。

但同时，分析批判把认识视为某种现实的东西，即使没有把它

视为第一位的和决定性的现实。 这种批判于是依据某种真理，也

即，依据某种对它来说确定的东西，而这种确定的东西的确定性无

疑还是与一切确定之物的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相分离的 。 这种在

ego cogito［我思］意义上的 ens creatum［受造物］，作为 ens cer

tum［确定之物］，它没有绝对也可以是确定的，进而必须像笛卡尔

所做的那样，通过一种上帝之证明的隐蔽方式事后加以确证。 批 135

判性顾虑虽然意求获得某种绝对的东西，但它想在没有绝对的情

况下蒙混过关。 甚至当这种顾虑暂时把绝对取消于不可通达之

境，并且在表面上尽可能地拔高这种绝对时，它似乎也是按照绝对

来进行思考的。 但是，这种徒劳地忧虑于对绝对的高估的批判，实

际上贬低了绝对。 它把绝对贬降为它的思虑和手段的限制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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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试图把绝对逐出其在场，似乎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把绝对的绝

对性事后引人似的。貌似批判性的对过于仓促的错误的害怕乃是

对已经逗留于此的那个真理的无批判的逃避。 相反地，如果科学

先行获得和专门接受了它自己的本质，那么，它就已经对自身做了

考查 。 这种考查包含着一种认识，即是认识到，作为绝对认识的科

学处于绝对之在场中 。 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下面一节的陈述为依

据的。

【黑格尔】

（三）我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乃是因为只有绝对是真的，或

只有真理是绝对的 。 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当然可以作出这种区

别，硬说一种认识虽然不像科学所愿望的那样认识绝对，却也还是

真的认识，硬说一般的认识虽然没有能力把握绝对，却可能有能力

把握别种真理 。 但是，我们终究要看到，发表这样议论的人都是由

于他们作了一种模模糊糊的区别 ，认为有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

别样性质的真理；同时我们也将看到，像绝对、认识这样的词汇，它

们都假定着一种意义，而这种意义则正是现在才应该去努力获

取的 。

【海德格尔】

第三节说 ： 只有绝对是真的 。 只有真理是绝对的 。 这两个命

题是不加论证地设立起来的 。 之所以没有对它们作出论证，是因

为没有一种论证能达到这两个命题的基础 。 之所以没有一种论证

能达到这两个命题的基础，是因为论证本身作为论证意图总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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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这两个命题的基础。 这两个命题是未经论证的，但并不是任

意的，不是任意的断言。 这两个命题是不可论证的 。 它们设定了

首先为自身建基的东西。 在这两个命题中，有那种自在自为地意

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的绝对之意志在说话。

自从近代哲学踏入了它的坚固陆地之后，作为确定性的真理

便起着支配作用。真理是在无条件的自我认识中被认识的东西。

先前，真理被视为表象与存在者的符合一致。 它是表象的一个特

性。 但作为确定性，真理现在乃是表象本身，因为表象自身投向自

身，并且把它自己确证为再现。 被认识状态已经确证了它自己的 136

认识，并且是面对自己在自身那里做这种确证的；它因而也已经从

任何具体的关于对象的表象那里抽身而去。 它不再维系于对象，

以便在这种维系中拥有真理。 认识脱离了与对象的关系 。 作为自

身的投送者而进行自我认识的表象摆脱（absolvere）了那种要求，

即在对对象的片面表象中寻找它的足够的可靠性。 此种摆脱使这

种表象得以持存，而且这样一来，这种表象便不再一昧地沉洒于其

对象。 自身确定性的这种从对象性关系那里的自我摆脱乃是它的

完成CAbsolvenz ） 。 这种完成的特性是，它触及每一种仅仅直接与

对象相涉的关系 。 完成只是就它在各个方面都完结了也即都完成

了而言才是完成。 在其完成之实现（ Absolvieren ihrer Absol

venz）中，表象的自身确定性达到可靠性，对它来说也即达到其本

质的自由 。 它明显地摆脱了与对象的片面维系和对对象的单纯表

象。这种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从而就是它自己的绝对化。 完成

（对关系的摆脱）、实现（这种摆脱的完全状态）和绝对化（出于这种

完全状态的释放），这三者的统一体标示着绝对者之绝对性。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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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所有这些环节都具有再现的特性。 绝对者之在场就在其中成

其本质。 只有在无条件的自身确定性意义上的真理才是绝对者 。

只有这里所描述的自我表象的绝对性才是真理。

然而，每一种说明，无论它做得多么详细，都使得这两个命题

空洞无物。它甚至增加了误解；因为这两个命题所道出的，乃是精

神现象学 。 精神现象学存在于它的表现之中 。 因此之故，黑格尔

只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些命题，而不顾冒任意独断之假象的危

险 。 但他说出这些命题，乃是为了使我们对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

所意求的东西做好准备。 从其方式来看，科学只意求绝对所意愿

137 的东西。绝对之意志就是要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眼下，

这也就是说：由于绝对具有这样的意志，并且由于我们是认识者，

所以在我们近旁的只有绝对真理。 因此，无论谁依然主张，除了绝

对认识－一哲学未加考查地自以为具有这种绝对认识一一之外还

另有其他的真理，他都是不知道他所说的东西的。一旦他指出一

种真理，他就已经表象了绝对 。 但只要人们一一看起来认真地、谨

慎地一一区分一种绝对的真理和一种别样性质的真理，那么人们

就在一种模模糊糊的分别中打转 。 人们已经使模糊成了批判的原

则和关于科学的裁决的尺度。而这门科学只是致力于为绝对、认

识、真理、客观、主观等词语获取它们的含义 。 但这就要求，科学随

其最初的步骤就已经进入绝对的在场，也即达到它的绝对性。否

则的话，它就不是科学 。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就连去从事那种在

真理领域之外和真理水平之下的思索，也已经违背了科学的本性。

如果科学如此这般地防止这种不当的批判性顾虑，那么，它却始终

还有这样的嫌疑，即：它尽管绝对地断言自己是绝对认识，但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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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明自己是绝对认识。 科学于是最顽固地违背了它假托实现了

的确定性要求。 科学因此必须把自己带到那个法庭面前，只有这

个法庭能够裁定科学的考查何在。 这个法庭只能是绝对之在场。

于是，任务又是要阐明绝对之绝对性。

E黑格尔】

（四）我们根本不必去操心考虑，像这样的一些把认识当作一

种用以把握绝对的工具或我们赖以窥见具理的媒介物等元用的观

念和说法（可以说一切关于与绝对不相关联的认识和关于与认识

不相关联的绝对的观念，都归结于工具和媒介物等关系上）；我们

也完全无须去注意那些借口，它们都是没有能力从事于科学的人

从假定这样一些关系中所找到的借口，借以逃避科学研究的辛勤

劳动，同时还借以装出一副严肃认真和奋勉努力的样子；同样地，

我们也用不着费心替这一切一切去寻找答案，因为它们都是会被

当作偶然的和任意的概念而抛弃掉的，而且甚至于使用这些字眼，

如绝对、认识、客观与主观，以及其他无数的、被假定大家都已熟知

其意义的那些字眼，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欺骗。 因为，佯言它们的

意义已众所周知以及每个人本身都具有关于它们的概念等等，这

似乎毋宁只是一种计谍，想逃避其主要任务，即是说，想借以免除

提供这种概念的任务。其实，与此相反，另外的一种工作倒应该说

是史有理由予以免除，即，我们大可不必去注意那些足以根本否定

科学的观念和说法，因为这些观念和说法只构成一种空的知识现

象，当科学出现时，空的知识现象就会立即消逝的。但是，正在出

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的出现，还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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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现了的和展开了的科学自身 。 所以无论我们鉴于科学与另

外一种知识并列在一起从而把科学也想象为现象，或者把那另外

一种不真实的知识称之为科学的现象，都是没有什么 差别的 。 不

过科学毕竟必须摆脱这种现象；而它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只有转过

来面对着这种现象 。 因为，科学妥抛弃或驳斥一种不是真理的知

识，说它是对事物的一种庸俗见解，则不能全凭断言，断言自己是

完全另一种性质的知识，至于那种庸俗的见解在自己看来一文不

值等等，也不能会凭揣想，说在这种不真的知识本身存在着一种较

好知识的版兆 。 如采只作断言，那么科学等于声明它自己的价值

与力量全在于它的存在，但不真的知识恰恰也是诉诸它的存在而

断言科学在它看来一文不值的；一个赤裸的枯燥的断言，只能跟另

一个断言具有完全一样多的价值而已 。 我们说科学更不能凭借对

一种较好知识的揣想，认定它存在于不真实的知识里而又是在这

里指示着真实的科学，乃是因为如果这样，那么从一方面说，科学

又同样诉之于一种赤裸的存在了，而从另一方面说，它之诉诸它自

身，并不是它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自身，而毋宁是存在于不真实的知

识里的，即它的一种坏的存在方式，它的现象 。 由于这个缘故，我

们在这里应该将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加以陈述。

【海德格尔】

第四节指出在绝对者的在场中起支配作用的意志，即自在自

138 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的意志，对我们认识者所提出的要求 。 流行

的对哲学认识的批判不假思索地把这种意志看作一种手段 。 这种

批判借此表明，它既没有能力认识绝对认识，也没有能力实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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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认识。 这种无能就是无能于先于一切地去感知和接受绝对之

在场，也就是无能于科学。 致力于思索和考查的奋勉努力回避了

为投入到这样一种接受中去的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 。 绝对并不在

梦乡中赋予我们以进入绝对之在场的步骤。 这个步骤是十分困难

的，绝不是因为我们一一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 首先必须从

外部的某个地方而来才得以进入在场，而是因为，在在场内部并因

而从在场而来，我们必须把我们与在场的关系带出来，并且把这种

关系带到在场面前。 因此之故，科学的辛勤劳动并不仅仅在于，固

执的认识者劳累不堪地致力于那个步骤。 而毋宁说，科学的辛勤

劳动起于它与在场的关系。

绝对之绝对性，彻底地自我完成着的绝对，乃是无条件的自身

确定性的自我把握的任务。 它乃是经受分裂状态的痛苦的劳累，

而绝对之本质在其中得以实现的元限的关系就作为这样一种分裂

状态而存在。 黑格尔早就指出 ： “一只打补丁的袜子比一只破袜子

要好，而自我意识却并非如此。”当黑格尔谈到概念工作，他并不是

指学究们的绞尽脑汁的辛劳，而是指绝对本身从无条件的自身确

定性中迸发出来，而进入它的自我把握的绝对性之中。但与绝对

的这样一种辛勤劳动相一致的，是那种标识着在场之特性的无所

费心，因为这种在场C Parusie）乃是在我们近旁的在场（Anwesen)

的关系 。 绝对直接作为绝对而归属于这种关系 。 与在绝对使它的

在场状态并且使自身在这种在场状态中显现出来的辛勤劳动相应

的，是科学研究的辛勤劳动。 后者的费力取决于前者的努力。相 139

反地，对批判性考查的辛勤推动避开了科学的辛勤劳动中最困难

的事情，那就是去思索这样一回事情：有待批判性考查的认识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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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认识，也就是哲学 。 对哲学认识的流行批判的习惯行为就犹

如那些想表象一棵橡树而又毫不留意它是一棵树的人们的做法。

我们因此或许就尝试了把批判性行为看作一种欺骗，因为这

种批判性行为伴言要去考查那种首先根本就没有显示给考查的东

西 。 它唤起一种假象，似乎已经具有了本质性的概念，而实际上，

一切都取决于首先给出关于绝对、认识、真实、客观和主观等的概

念 。 批判性的顾虑根本就不在它不断谈论的事情那里 。 这种考查

方式是一种“空的知识现象” 。 如果科学用不着费心与这样一种批

判进行争辩（因为科学本身为保持它的本质就需要费尽心机），那

又会怎样呢？如若科学满足于在没有批判性的先行审理的情况下

直接地自身出现，那又如何呢？不过，在这里，黑格尔在这一节的

中间位置加了一个关键的“但是” ：

“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一种现象”；科学

的出现也像另外的知识一样 。 科学虽然能够作出断言，让我们确

信它是绝对认识，一切其他的表象都必定要在这种绝对认识面前

消逝 。 但是，由于科学是如此趾高气扬，所以它尤其接近于那些空

的知识现象 。 这些空的知识现象也只能作出断言，要我们确信它

们是存在的 。 这一种断言就如同前一种断言一样干巴巴 。 单纯的

断言不会使现实知识的活生生的血液涌出来 。 不过，科学不可能

以另外的方式从空的知识现象那里脱颖而出 。 它或许会指出，它

14 0 本身就是那样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不自觉地在自身那里寻求不真

实的知识。 科学或许会作为这样一种在不真实的东西中被揣想的

真理而出现。但这样一来，科学就会重新陷于空洞的断言中 。 此

外，科学还会声称自己是以一种与作为绝对认识的科学很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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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出现的。 保持为纯粹被揣想的真理，这是与成为自在自为

的真理相距甚远的。

科学出现时的情形又如何呢？当科学出现时，它必然是显现

出来的 。 但问题是，科学只有在其中才能显现出来的那种显现是

什么 。 显现首先意味着 ：以自我断言的方式同时出现。进一步，显

现还意味着 ：显露出来，在显露出来的同时指向尚未出现的其他东

西。 显现也意味着：让本身没有显现的或者绝不会显现的其他东

西显露出来 。 不过，这些显现方式是与科学的出现不相适合的；因

为科学绝不会以这些方式把自己展现出来，并因此完全地把自己

确立起来。另一方面，科学也不可能一下子就达到绝对认识。它

必须使自己进入其真理而产生出来，但也使它的真理一道产生出

来 。 在科学显露出来的每个阶段上面，科学都表现为绝对的科学，

而且，它是绝对地表现出来的。因此，与科学相应的显现只可能在

于这样一回事情，即：科学在其自我产出中把自己陈述出来，并因

此把自己确立为显现着的知识。科学只能如此出现，即通过对正

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而出现。在这里，而且只有在这里，我

们才能得知，科学真正地作为它本身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显现是

什么 。

在其显现中，科学以其本质的丰富性把自己表象出来。空的

知识现象的消失，并不是由于它遭到摸弃或者只是被抛在一边了。

一昧地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根本上是不会消失的，而是要深入 141

其显现之中 。 在那里，它显现为不真实的知识，也就是说，显现为

在绝对知识的真理范围内还不真实的知识。 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

知识的陈述表达必须在这种知识的显现中一一科学就是作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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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显现而产生出来的一一一反对知识的假象，但却是以和解的

方式来反对的，这种方式甚至在纯粹的假象中也照亮了光芒的纯

粹闪现。相反地，如果这种纯粹的假象仅仅当作谬误而被拒绝掉，

那么，就连它的闪现也还没有得到感知 。 诚然，甚至科学的自行展

开的出现也绝不是由于科学仅仅克服了假象。 那样的话，真理就

还要受非真理的奴役。科学的显现在那种闪现中有其必然性，这

种闪现甚至为假象所需要，以便它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假象 。

黑格尔的话一一“但是，正在出现过程中的科学，本身也还是

一种现象”一一是有歧义的，而且是出于一种很高的意图来说的 。

科学不仅是那种意义上的现象，在这种意义上，不真实的知识的空

洞现象就其根本上自行显示出来而言也是一种现象。不如说，科

学本身就是在独一无二的意义上的现象，就此意义来说，科学作为

绝对认识乃是光芒，这种光芒就是绝对，是照耀着我们的真理本身

的光。根据这种光芒的闪现而显现出来，这意思就是说 ：在自我呈

现着的表现的丰富光辉中在场。显现乃是真正的在场本身，是绝

对之在场。依照其绝对性，绝对从自身而来就在我们近旁存在 。

在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的意志中，绝对是在场着的 。 自在地、如此

这般自行带出之际，绝对才自为地存在 。 惟由于在场之意志的缘

故，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才是必然的 。 这种陈述必须

始终致力于绝对之意志 。 陈述本就是一种意愿，也即说，它不是

一种愿望和追求，而是行为本身 假如这种行为专注于它的

142 本质的话。眼下，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必然性，我们就必须来思考

这种陈述是什么，以便了解到这种陈述的情形如何，借此我们便

能够以这种陈述的方式去存在，也就是说，能够去实行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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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述 。

【黑格尔】

（五）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i已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为对象，

它本身就似乎不是那种在其独有的形态里发展运动着的自由的科

学；而从这个观点上看，这种陈述毋宁可以被视为向具知识发展中

的自然意识的道路，或灵魂的道路；灵魂在这个道路上穿过它自己

的本性给它预订下来的一连串的过站，即经历它自己的一系列的

形态，从而纯化了自己，变成为精神；因为灵魂充分地或完全地经

验了它自己以后，就认识到它自己的自在 。

【海德格尔】

第五节引发出上面所说的那种思考。 由于科学陈述着正在显

现为现象的知识，科学本身就必然通过这种陈述及其过程完全地

显现出来。 这样，科学就并不是喧嚷不休地出现在某个地方。 科

学的出现在于，它逐步地表明自己是它所是的东西。 这种表明是

在何种舞台上发生的呢？除了在自然表象的眼睛面前之外，又会

在何处呢？这种表象逐步通过其现象的多样性去追踪正在显现为

现象的知识，同时要追究，一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如何从一个过

站到另一个过站去摆脱假象，并且最后呈现为真实的知识。 对一

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伴随着自然表象通过知识的前院直

到达到绝对知识的大门口 。 对一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乃

是自然意识通向科学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由于非真理的假象

越来越跌落下来，所以，这条道路乃是把灵魂纯化为精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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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是一种 itinerarium mentis in 

Deum［通向天国之路的精神游记］。

对自然意识来说，并且对哲学来说，有什么能够比这条道路上

的游记更受欢迎、更有用呢？因为所描写的道路是循着现象伸展

的，所以它乃是一条现象的道路。 跟随所与之物的经验在一切认

识活动中理应得到在纯粹构造和解析面前的优先性。 对于正在显

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即现象学，遵循的是现象 。 它走的是经验

的道路 。 它伴随着自然表象一步一步地进入哲学科学的领域中 。

143 如果我们以自然表象的目光来考察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

的陈述，那么，这种陈述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 。 自然表象始终联系

于它认为当下在自身面前具有的东西 。 但这种相对的看法能够在

任何时候洞察到绝对的知识吗？不能 。 在一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

识的名义下一一唯这种知识才可望导向真实的知识一一向自然意

识表象出自己的东西，乃是一种纯然的假象。不过，直到现在，甚

至哲学也认为，精神现象学乃是一个旅行指南，是一本游记，它伴

随着日常意识走向哲学的科学认识。 但如果这样来理解，则精神

现象学在表面看来的样子就不是在其本质中的现象学了 。 而这种

假象的欺骗不是偶然的 。 它乃是其本质的后果，挤逼并且掩盖着

其本质。 就其本身而言，假象令人迷惑 。 在这里？昆入哲学之中的

自然表象把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视为一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

识，而在这种知识背后隐蔽着一种并不显现出来的知识。 何是 ，陈

述绝不是对区别于真实知识的一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

这种真实知识乃是陈述所要达到的 。 恰恰相反，陈述只是对在其

显现中的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 。 这里所谓“只是”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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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陈述还不是科学，而是说，陈述不是所有方面的科学 。 正在显

现为现象的知识的显现乃是知识的真理。 对在其显现中的正在显

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本身就是科学。 在陈述开始的那一刻，陈

述就是科学了 。 黑格尔说：“现在，既然这个陈述只以正在显现为

现象的知识为对象，它本身就似乎不是……科学，而毋宁可以被视

为……”黑格尔既不是谈论一种一昧地显现为现象的知识，也没有

说，陈述还要发展为科学，更没有断言，陈述只能被理解为一个旅

行指南，如果它要在其本质中得到把捉的话。 144 

然而，陈述绝不是领着 自然表象在意识形态的博物馆四处游

荡，以便在参观结束时穿过一扇特殊的门，把这种自然表象释放到

绝对知识中去。 而毋宁说，随着它的第一个步骤一一如果不说在

它的第一个步骤之前的话一一，陈述解除了那种自然意识，这种自

然意识按其方式根本就元能于跟随陈述。 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

识的陈述绝不是自然意识所行进的通道。 但它也不是那样一条道

路，这条道路逐步远离于自然意识以便进而在其过程的某个地方

流注入绝对知识的海洋里。 但陈述仍然是一条道路。陈述仍然果

断地往返行进在一个中间地带，一个在自然意识与科学之间起支

配作用的中间地带。

【黑格尔】

（六）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

知识。 但由于它直接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

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概念的现实化对它而言就毋宁成了它自

身的毁灭；因为它在这条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理性。 因此，这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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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可以视为是怀疑的道路，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绝望的道路；因

为在这里所发生的不是通常的所谓怀疑；通常的怀疑乃是对某种

假定的具理的动摇，在动摇之后，怀疑重新消失而原来的真理重新

出现，于是终于事情又恢复到怀疑以前的样子 。 相反地，这里的这

种怀疑，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

现象知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 。

因此，这种彻底的怀疑主义也不是严肃地追求真理和从事科学的

人所自以为业已具备了的那种决心，即，决心在科学里不因权威而

听从别人的思想，决心亲自审查一切而只遵从自己的确信，或者说

得更好些，决心亲自产生一切而只承认自己的行动是真实的 。 意

识在这条道路上所经历的它那一系列的形态，可以说是意识自身

向科学发展的一篇详细的形成史 。 上述的决心把这个发展形成的

过程以决心的简单方式呈现出来，当作是直接已经完结了和实现

了的东西；但是，与这种不真实的情况相反，这条怀疑的道路乃是

一个现实的形成过程。 遵从自己的确信，诚然妥比听从别人的权

威高强些，但从出于权威的意见转变为出于自信的意见，意见的来

源虽有转变，并不必然地就使意见的内容也有所改变，并不一定就

会在错误的地方出现具理 。 如果我们执着于意见和成见的系统，

那么究竟这样意见来自别人的权威或是来自自己的信心是没有什

么差别的，惟一的差别是后一种方式下的意见更多一种虚浮的性

质罢了 。 相反地，只有对显现为现象的意识的全部领域都加以怀

疑，只有通过这样的怀疑主义，精神才能善于识别真理，因为它已

不复寄望于所谓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不管它们是自己的或是

别人的 。 至于径直地就想去识别和审查的那种意识，由于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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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充满和纠缠着这些自然的观念、思想和意见，事实上就没有能力

做它想傲的事情。

E海德格尔】

第六节着手来描绘陈述这条道路，并且说明陈述必然在其中

运动、从而使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本身得以显露出来的那个中

间地带。 因此，这第六节是从一个区分开始的，这个区分逐节地在

多个角度上凸现出来；而同时始终蔽而不显的是：这些多样的角度

如何联系为一体，构成它们的统一性的基础又是什么 。 首先要考

察的是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区分。

黑格尔用“意识”和“知识”两个名称来表示同一个东西。 这两

个名称是相互阐释的 。 “意识”表示：在知识状态中存在。 知识本

身提交、呈现并因此规定着“有意识”（ BewuBt-sein）中的“有”

(-sein ） 的方式 。① 在这种状态中特别是：被意识的东西（也即知识

者直接表象的东西）和知识者（即表象者本身）以及作为其行为的 145

表象。 而“知道”则意味着 ： vidi，我已经看到，我已经获得了关于

某物的观点，对于某物的洞识。 完成式的“我已经看到”就是现在

时的“我知道”，在这种现时在场中已经看到的东西才是在场的。

在这里，“看”被思考为表象中的“面前具有某物”（ Yor-sich-

haben ） 。 表象呈现出来，不论在场之物是一个感官上被感知的东

西，还是一个非感性地被思考或被意愿或被感受的东西。 表象从

① 海德格尔在此把德文“意识”一词写作 Bewul3t-s巳in（亦可译为“有意识勺，以突

出其中的有”或“布在” （ －sein ） ，标明“意识”或“有意识”是主体的“将在”方式．一一’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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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有所看见，它乃是对被看见的东西的察看，是 idea ［观

念］ ，不过是在 perceptio ［知觉］意义上的观念 。 知觉一向就拥有

了某个在场之物本身，并且对它进行审查 、打量和确证 。 表象在意

识的所有方式中起支配作用 。 它既不仅仅是一种直观，也不只是

判断概念意义上的思维。 表象自始就专注于一种“已经看到” C coa

gitat ） 。 在这种专注中有被看见的东西现身在场。 conscientia

〔意识］乃是专注于具有被表达者之在场的方式的在场状态中 。 作

为“有所看见”的方式，表象把景象（即图像）带入在场之中 。 表象

乃是在作为有所看见的知识中起支配作用的图像之带入 CEin

bringen des Bildes ） ： 即是想象 CEinbildung ） 。 意识就是 ： 在出于

被表象状态的带来中在场 。 以这种方式存在并且作为共属一体的

东西而存在的，是直接被表象的东西、表象者及其表象。

“意识”或者“有意识”CBewuBt-sei n）这个名称命名着一种“存

在”或“有” 。 但这种“存在” C-sein）对我们来讲不应该是一个空洞

的词语 。 它表示 ： 以被看见者之聚集的方式在场 。 而按照久已成

为习惯的词语用法来看，这里所用的“存在” C-sein ） 一词也意指以

这种方式存在的存在者本身 。 表示这种以知识方式存在的存在者

的另一个名称是“主体”：普遍地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在场者，从

而也是伴随一切意识的东西，即，在其表象活动中的表象者本身，

而表象活动把它所表象的东西呈送给自己并因此把它置回原处

146 了。表象以再现方式呈现出什么 。 这一先行于开发被表象者的

东西的存在，作为在自身中反思的主体一客体关系的主体的存

在，被叫做主体性 。 主体性乃是具有再现方式的在场 。 在被表

象性的状态中在场，这意味着：在知识中，作为知识呈现出来，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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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显露的直接意义上进入无蔽状态而显现出来，也就是 ：在场，此

在（Dasci n）。作为这样一种意识，意识本就是显现者。意识或知

识的直接此在就是显现，而且，显现的场所作为显现的舞台是在显

现中并且通过显现本身而被构成的。现在，我们兴许更清楚看到

了，“对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这个名称意味着什么。它

的意思并不是对一种仅仅在单纯的假象中才出现的东西的陈述。

它的独一无二的意思乃是 ：对在其显现中的知识一一这种知识直
接地无非就是显现者一一一的表象 。 陈述随着正在显现为现象的知

识把存在着的意识本身表象出来，也即把它表象为现实的 、实在的

知识。

这种现实的现实性，即主体的主体性，乃是显现本身。 而这个

存在者的存在，即显现，却如同一切存在者的一切存在一样，在一

切形而上学中只是就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自己陈述出来（们 币 们）

而言才进入表象的。但δv［存在者］现在却是 ens qua ens pe rcep

tum〔作为知觉存在者的存在者］。它在通过作为 conscien tia ［意

识］而存在的 cogi ta ti ones〔思维］的呈现中在场。 现在，必须被陈

述的就是作为主体的主体，作为显现者的显现者。对现象知识的

陈述乃是现实意识本身的存在学。

陈述是一条道路，但并不是从前哲学的表象到哲学之间的一

个路段。 哲学本身就是道路，是陈述着的表象的通道。这个通道

的运动必定取决于陈述所跟随的东西，取决于现象意识本身，也即

取决于实在的知识一一后者乃是自然的知识的真理。

于是，黑格尔得以着手来描绘陈述的本质。 他不过是用了一 14 7 

句话，凭这句话，他就把实在的知识本身突出来了 ：“自然的意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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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 ”

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相对待 。 那么，自然的就不是实在

的，而实在的就不是自然的 。 人们或许会认为，两者是同一东西 。

自然的东西就是从自然而来、属于自然、与自然相合的东西 。 自然

乃是无所操心的存在者本身。这种无所操心的存在者难道不能被

认为是实在吗？ 一一而人们所理解的实在即是现实，无非是存在

者本身，也即自然 。 黑格尔是联系于本身就是显现者的那种知识

或意识来使用“自然”与“实在”的区分的 。 主体以显现方式在场；

客体与主体相随，并且在其与主体的关系中在场 。 显现着的主体

乃是在场着的知识，乃是自然的意识。 但根据黑格尔的话，对显现

为现象的知识的陈述将证明自然的意识是不实在的知识。 自然的

意识将证明它自己甚至“只是知识的概念” 。 人们或许会认为，黑

格尔的意思是说，自然乃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因此不是现实的东

西 。 人们或许会认为，与这种把自然挥发为一种单纯的抽象的做

法相对，现在重要的是恢复作为现实的自然的合法权利 。 然而，黑

格尔并没有否认自然是某种现实的东西；他倒是向我们表明，自然

不可能是现实性，不可能是存在者之存在 。 这样，黑格尔也绝没有

说，自然只是一个概念。 他倒是说：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

是知识的概念或是不实在的知识”。 这里所谓“只是知识的概念”

的意思，只能根据黑格尔借“实在的知识”这个表述所作的思考来

决定。

实在的东西乃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 自笛卡尔以来，真实的东

西，即 ens verum［真实之物］，就是 ens certum［确定之物］ ：也即在

148 确定性中认识自己的东西，在知识中在场的东西 。 但只有当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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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被意识到时，它才真正地被意识了 。 这是当

ens［存在者］的 esse［存在］专门被表象，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亦

即在其实在性中的实在，被意识时，才发生的情形。实在的知识是

那种知识，它无论何时何地都表象着在其存在者状态（实在性）中

的存在者，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 对实在的实在性的知识因此被

叫做实在的知识。 如果自然的知识证明它自己是不实在的知识，

那么这就是说：它表明自己是那种知识，这种知识普遍地并没有把

存在者表象为这个存在者，而是在它的表象中一昧地维系于存在

者。 如果它寻求在其真理性中的存在者，那么，它始终是试图根据

存在者来说明存在者。 这样，意识在其中得以呈现出来的那个存

在者，对意识来说就是只向意识才呈现出来并因此被看作自然的

东西。 由于这样一种表象在向它呈现出来的存在者中自行呈现出

来，并因此为存在者所包围，故这种知识乃是自然的知识。 但是，

即使是这种知识，也只有当它在没有对它有所认识的情形下就具

有了对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一般表象时，才能在存在者本身中

呈现出来，才能普遍地把一切看作存在者。 对存在者的自然的表

象，本身就必然是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一般表象，但它并

没有任何特殊的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或实在之实在性的认

识。 自然的意识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并不关注存在，但必然要

重视存在。 它不仅不一般地把存在者之存在一并表象出来，因为

如果没有存在之光的话，它甚至不可能失落在存在者那里。 从这

个角度来看，自然的意识就只不过是一般的和不确定的关于存在

者状态的表象：“只是知识的概念”，而不是那种对实在之实在性来

说确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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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在这里使用了“概念”一词，其含义是根据规定着自然

1 49 思维之形式和规则的逻辑学说而来的传统含义 。 概念一般地是关

于某物的表象；“只是……的概念”说的是，这种表象甚至没有专门

把捉到它所表象的东西 。 但自然的意识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

不仅不断地在被表象的存在者中呈现出来，而且同时还把这个存

在者看作惟一真实的存在者，并因而把它的知识看作实在的知识。

因此之故，黑格尔在文中继续写道：“但由于它（自然的意识）直接

把自己视为实在的知识，于是在它看来这条道路（即对在其显现中

的现象知识的陈述的道路）就具有否定的意义……”元论实在的知

识在哪里把存在者之存在置人光亮中，自然的知识都不会去关注

这回事情，因为它自己的真理借此就会受到质疑。 自然的知识遵

循着它本身。在它面前显露出来的一切归于下面这句话：它是并

且始终是我的 Cdas Mein时，而且作为这种所意谓的东西 CGe

meint时，它是存在者。① 如果说黑格尔把表象理解为意见，那么，

他同样在“意见”这个词中听出了几种意思 ：直接指向某物，对所与

之物的可靠接受，以及在保持和断言某物是它本身这种意义上的

意见 。 后面这种意见乃是自然的意识在其中运动的一切表象的基

本机制 。 因此，黑格尔在这一节中可以说 ： 自然的意识“执着于意

见的系统之中”。

黑格尔所谓的自然的意识，绝不能等同于感性的意识。 自然

的知识存活于一切精神形态中，所有这些精神形态各有其存活方

① 注意这里的“我的” （ das Meine）、“所意谓的东西”（ Ge-meinte）与“意见”

( Meinen）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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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一一尤其是绝对知识的那种形态，这种绝对知识发生为绝对的

形而上学，并且只是偶尔为少数几个思想家所洞识。 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实证主义面前，这种形而上学并没有瓦解；我们毋宁说， 150

现代技术世界在其无条件的要求中无非就是自然的意识，这种自

然的意识按照它的意见方式，在对一切事物的势不可挡的对象化

过程中，实施着对一切存在者的无条件的 、 自我确证的可制造性。

但即使是这样，绝对形而上学也还不是那个东西的原因一－一这个

东西以其方式把自己确立为对在技术之本质中发生的事情的证

实。 意识的自然要素并不在于感性的和感官上可感知的东西中，

而在于那个直接向意识呈现出来、并且作为这种呈现者直接进入

意识之中的东西中 。 以这种方式，自然的意识也接纳了一切非感

性的东西，后者或者是理性和逻辑中的非感性因素，或者是精神中

的超感性因素。

相反地，一旦现象知识的显现显露出来，那么在知识中重要

的就是这种显现了 。 自然的意识看到自己被置入另一种光亮中

了，但却从来不能洞察它的真理，因为这种真理现在表明自己是

还不真实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它本身所是的显然者的显现乃是

它自己的真理性和实在性。 对显现的陈述把“只是知识的概念”的

那个东西实现出来。 它把实在带入其实在性之中，并使这种实在

性在实在中获得支配地位。 ‘这样一来，显现者既没有被消除，也没

有与实在的知识分道扬慎。 前者被保存于后者中，而后者实际上

就是显现者自身，也即它的实在性和真理性。 自然的意识与实在

的知识实际是同一的，因为前者（作为还不是真实的东西与后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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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者的真理性）必然是共属一体的 。 但两者恰恰因此也不是相

同的。①

从自然的意识角度来看，对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不

15 1 断地动摇着被自然的意识看作真实的东西 。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

对真理的动摇理解为怀疑。不过，单纯怀疑的道路，正如笛卡尔的

沉思过程所表明的那样，却是别有特色的 。 诚然，它对表象的多种

方式加以置疑，但这种置疑仅仅是为了保持在起始位置上，由此起

始位置而来，沉思才得以启程，去学会那种本身根本不能怀疑的怀

疑。这条怀疑的道路只是说明怀疑已经把自己带入一种可靠性中

了，而这种可靠性被看作 fundamentum absolutum ［绝对基础］。

不过，这个绝对者的绝对性既没有被怀疑，也没有被追问，甚至也

没有在其本质方面得到命名。黑格尔的道路则是另一条道路，因

为黑格尔知道，一种绝对的认识只有当它无论如何都以绝对性为

开端时才能存在。因此，只有对黑格尔的思想来说，自然的意识才

在它所特有的地方显现出来；而笛卡尔虽然涉足了现代哲学的那

块陆地，也就是作为 ego cogito〔我思］的 subiectum ［一般主体］ ，

但从根本上说，他终究没有看到那片陆地上的风光 。

对自然的意识而言，在对现象知识的绝对陈述中，绝没有任何

一种向其真理性的回归。对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的陈述的道路

“乃是对现象知识的非真理性的一种自觉的洞见，对于这种现象知

识而言，毋宁只有真正没现实化的概念才是最实在的东西”。自然

① 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语汇中，“同一”（ das Selbe ） 与“相同”（ das G!eiche）有异，前

者是有区分的共属一体的“同”，或者说，是网中有异，后者是元区分的空洞的等

同。 ’一一译注



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171 

的意识在这条道路上最终失去了它以往的真理性，但它同时绝没

有失去它自己。而不如说，它按照其陈旧的方式把自己确立在新

的真理性中了 。 从现象知识的科学的观点来看，陈述的道路对自

然的意识来说乃是绝望的道路，虽然自然的意识并不知道这一点。

但自然的意识本身是从不绝望的。绝望意义上的怀疑乃是陈述的

事情，也就是绝对认识的事情。不过，即使是陈述，它在这条道路

上也并不是对自己绝望，而是对自然的意识绝望，因为自然的意识

从来就不想把始终是它本身所是的那种知识的单纯概念实现出

来，但依然不停地自以为具有知识的真理性，冒充自己是知识的唯 152

一尺度。陈述愈完全地穿过绝望的道路，科学就愈迅速地完成它

自己的显现。

对现象知识的陈述完全淹没在绝望状态之中。它乃是绝望的

完成。 黑格尔说，它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借此，我们重获了“怀

疑”一词的原本含义；σK问is意味着 ：看、观望、察看，去看存在者作

为存在者是什么和如何存在。这样来理解，怀疑就是在看的同时

追踪存在者之存在。它的观望预先已经看到了存在者之存在。它

从这个角度去察看事情本身。思想家本身就是怀疑者，他们由于

那种进入存在的怀疑来怀疑存在者。

怀疑笼罩在那种光线的光芒中；自在自为地寓于我们而存在

的绝对之绝对性就是作为这种光线来触动我们的。怀疑的“已经

看到”是那种 vidi（我已经看到和我现在正在看〉，它看到的是实在

的实在性。 但如果实在性乃是现象知识的显现，那么，这种显现就

只是这样来达到陈述的，即：陈述跟随着显现并且作为这种随员而

运动 。 在这种运动中，显现者的显现就来到了陈述面前。而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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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到来中，显现者本身却离开了，因为它把自己看作实在了 。 这种

同时的到来和离开乃是意识本身所是的那种运动。意识就在自然

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的统一中，作为这种统一，意识便根据当下对

它本身的认识来面对自己，并且在这种面对中显现出来。因此，意

识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形态 。 怀疑归于意识本身，意识展开为怀

疑主义，怀疑主义在显现者之显现中把意识之形态带出来，把它转

1 53 变为另一种形态。意识乃是具有彻底的怀疑主义之方式的意识。

怀疑主义乃是意识本身之历史，而意识本身既不仅仅是自在的自

然意识，也不仅仅是自为的实在知识，毋宁说，它首先乃是自在自

为的两者的原始统一。 那种显现之到来和显现者之离开的运动乃

是这样一个事件，它从一个形态到另一个形态，把意识带入景象

(Anblick）之中，也即把意识带入其本质的图像之中。意识之历史

随着这个图像而把在其显现中的意识本身产生出来 。 这一历史乃

是“意识自身向科学发展的形成史”。黑格尔在此没有说：自然的

意识向哲学的意识的形成；因为他所思索的只是现象意识的显现，

这种现象意识处于它完全的显露中，意识作为这种现象意识已经

是科学自身了 。

彻底的怀疑主义乃是历史的历史性；作为这种历史，意识形成

为绝对知识的显现。 怀疑主义在这里不再仅仅被看作个别主体的

一种态度。因为那样看的话，怀疑主义就始终不过是那种主观的

决心，即决心绝不依赖于他人的权威，而是亲身一一也即根据这个

特殊主体的心智一一去检验一切事物 。 虽然这种怀疑主义依据的

是一个自我表象的自我本身具有的观点，但它绝不是一种进入到

存在者之存在中去的怀疑。 后面这种怀疑并没有返回到一种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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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自明性的狭隘视界中，它洞见了现象知识的整个范围，因为它

放眼看到现象知识的显现。这个个别地自我表象的 ego cogito 

［我思］始终被固禁于这个范围之内。然而，如果我们比黑格尔所

能思及的更本质性地来看，即使这个范围也许也只不过是对 ego

cogito［我思］的 ens certum［确定之物］的 esse［存在］的记忆，而且

是以这种记忆向绝对知识的实在性的扩展为形态的 。 诚然，这种 154

扩展需要先行的怀疑，就是对无条件的主体性的自行显现的广度

的怀疑。 但此种先行同时也是决然而完全的向那种存在者之真理

的退却；这种存在者之真理作为绝对的确定性，把自己看作存在本

身了 。

在这里，我们已不能回避一种对语言用法的说明，因为这种说

明在此期间已成为必需的了。黑格尔明确地建立了他的术语，他

用“存在者”（ das Seiende）这个名称来表示在直接表象中成为意识

之对象的那个东西。这个对象是片面地仅仅按照对立（das Ge

genstehen）方面被表象的东西，而其中并没有考虑到表象和表象

者。 作为这种意义上的存在者的名称，存在（das Sein）乃是表示

实际上根本还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那个东西的名称。黑格尔用

“存在”来命名在他看来还非真实的实在性。相应地，他也是这样

来阐释古代哲学的。因为古代哲学还没有踏上哲学的陆地，也即

还没有进入自我意识中一一惟在其中，被表象的对象才成其本身，

所以，古代哲学所思考的实在只是存在者而已。黑格尔始终在“单

纯存在”（nur Sein）的狭隘意义上来理解“存在”，因为真实存在者

乃是 ens actu，也即那种现实，这种现实的 actualitas（即现实性）就

在于自我认识的确定性的知识中。惟有这种确定性才能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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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现在也即说，始终根据绝对知识的确定性－一－要求一切现

实性（即这种现实性）“存在”。于是，在这里，当存在被认为已经消

失了之际，它其实又返回来了。但科学的绝对知识却对此概无

认识。

与黑格尔的语言用法相区别，我们所使用的“存在”这个名称，

既表示跟随康德的黑格尔所谓的对象性和客观性，也表示黑格尔

所设想的真正现实的东西和他所谓的精神的现实性。对于ElVα 1,

即希腊的存在，我们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来解说的，并不是从黑格

尔的观点出发，把它解说为一种尚未获得其本身的主体性的直接

155 表象的对象性，也即井不是根据这种主体性，而是根据希腊的’／＼ Afi 

。Elα［无蔽］，把它解说为那种出于无蔽状态、并且人于无蔽状态的

在场（Anwesen）。但是，这种在场（ Priise n z），这种在意识之怀疑

的再现中发生的在场，乃是在场状态的一种方式，这种在场状态就

犹如希腊人的。心σiα［在场］ ，是从一种遮蔽着的时间尚未被思索

的本质而来成其本质的 。 自希腊思想的开端，一直到尼采关于相

同者之永恒轮回的学说，存在者的存在者状态就是作为存在者之

真理而发生出来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者状态在我们看来只不过

是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尽管是一种决定性的方式，而存在绝非必

然地仅仅显现为在场者之在场状态。① 按照黑格尔使用存在这个

词的方式，严格地看来，他便不再可以用一个还包含着“存在”

① 1950 年第一版：因为存在是存在者之存在（参看第 386 页），所以存在属于存

在学差异，并且因此本身就指引着一个更为原始的本质。由此可明见，形而上学如何

认识存在（存在状态），只不过是存有（Seyn）的一个方式。 存在一－一这个来自形而上学

的名称一一作为对区分（ Unterschied）而言的存有。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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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n ）一词的名称，来表示他所谓的现实的真正现实性，即精神 。

但他却往往这样来表示，因为精神之本质始终是自我意识（das

Selbst-bewuBt-sein ） 。 这种语言用法当然不是一种不准确的和不

连贯的术语的结果，而是植根于存在本身自行揭示和自行遮蔽的

那种隐而不显的方式中 。

相反地，如果我们在对黑格尔原文的审视中用“存在”一词来

表示现象知识的显现，又表示绝对之绝对性，那么，这初看起来就

仿佛是一个任意之举。 但实际上，我们的这种语言用法既不是任

意的，也不是纯粹术语上的一个情形；当然，这是有前提的，其前提

是 ：根本上，思想的语言是可以与术语联结起来的，而术语本质上

乃是科学的一个工具。 从其命运中生长出来的思想的语言却把另

一种思想所思考的东西召唤到其思想的光亮之中，以便把这另一

种思想开放到它特有的本质中 。

如果意识的怀疑先行进入现象知识的显现，看到这种显现，并 156

且把它带到陈述那里，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何以这样一来，陈

述本身便能得到显现，以致它不再成为一种纯然的出现呢？陈述

若要避免这种命运，它就得确保一点，即：意识之形成的整个历史

在陈述中显露出来，而在意识的构成物中，自然意识能够找到它所

有的形态的真理性。

【黑格尔】

（七）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由于它们之间有依序前进的

必然性和互相关联的必然性，将自 己发展出完整的形式体系来。

为了便于明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暂且一般地指出 ：把不真实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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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为不真实的东西而加以陈述，这并不纯然是一种否定的运动 。

一般地说，自然的意识对这种陈述所持的见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片

面的见解；而一种知识，如采它以这种片面性为本质，它就是不完

全的意识的形态之一，这种形态的意识投身于形成发展的过程，并

将在过程中呈现出来 。 因为这种片面的见解就是怀疑主义，怀疑

主义永远只见到结采是纯粹的虚元，而完全不去注意，这种虚无乃

是特定的虚元，它是对于结采之所自出的那种东西的虚无（或 否

定） 。 但事实上，如采虚无是对结果之所自出的虚元，那它就纯然

是真实的结采；它因而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虚元，它就具有一种内

容 。 终止于虚无或空虚的抽象性上的怀疑主义，是不能超越这抽

象性而继续前进的；它必须等待着看看是否有什么新的东西显现

出来，以使它好投之于这同一个空虚的深渊里去 。 相反，当结采被

按照它真实的情况那样理解为特定的否定时，新的形式就立即出

现了，而否定就变成了过渡；有了这种过渡，那穿过意识形态的整

个系列的发展进程，就将自动地出现了 。

E海德格尔】

第七节展开关于“不实在的意识的各个形式的完整体系”的问

题。 这些形式乃是现象知识的形态，因为这种现象知识还没有在

其显现中向自己显现出来，从而还没有被置入它的实在性之中 。

形态的完整显露只能从这种到达过程中产生 。 而这种到达过程乃

是显现的发展进程。 它必须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进程。 因为只有这

样，它才能确保那种不留任何偶然的漏洞的完美性。 陈述过程中

的这种发展进程的必然性的根据何在呢？这种发展进程的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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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何在呢？

在这里，为了以正确的方式来作出回答，我们不可听从那种见

解，那就是自然的意识一般地关于现象知识的陈述所持的见解。

这种见解原则上是片面的；因为自然的表象始终只盯着一个方面

（这个方面在它看来甚至也不是一个方面，而就是整体），只盯着直

接照面之物的方面。至于另一方面，也即存在者之存在的方面，自

然的意识是决不加以关注的。 自然意识的这一根本性的片面性甚

至可以显露为意识的一个本己形态。它必定在意识的形成历史中

呈现出来。它显示为那种怀疑主义，后者在一切认识和行为中最

后终止于这样一个结论，即：被认为已经获得的丰富的知识完全是

虚无的 。 作为无条件的诡辩法的纯粹怀疑癖，这种怀疑主义的结 157

果始终是空洞的虚元。

何以在这一意识形态中，自然知识的片面性被提升为一个有

意识的原则了呢？这是因为，自然的意识无论何时何地都只发现

存在者，即显现者，都只根据这一发现结果来判断一切照面者。并

不具有这一发现结果的方式的东西，则沦于一个绝对命令中，即沦

于“如此这般的东西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绝对命题中。并不具有自

然意识一－它只发现存在者一一的发现结果的方式的东西，乃是

存在。 因此，显现者之显现，即实在之实在性，在自然的意识的视

界内被看作某种虚无的东西。根据自然的意识的判断，构成现象

知识之陈述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导致虚无的结果。事实上，这种陈

述甚至从来都没有超越它的已经把它带向虚无的最初步骤。这种

陈述将如何由此而继续进行？又将何所往呢？任何一种发展进程

始终都是拒绝陈述的，除非陈述不断地从某处获得现象知识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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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形态，以便在其中发现假定的显现，并且随着这种显现重又沦

于虚无中 。

自然的意识无论何时对现象知识的陈述作出判断，它都必定

持有那种见解 ；而那种见解也往往充分地表现在那些针对黑格尔

哲学而提出来的所谓哲学的抗辩中 。 为防御这种抗辩，黑格尔本

人在眼下这一节中只是说 ：所谓的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陈述

所导致的虚无，并不是空洞的虚元，而是“对于结果之所自出的那

种东西的虚无”。 但是，显现来自显现者本身 。 因此，如果在陈述

的发展进程中对这种陈述而言给出自身的东西并不从这个过程由

之而来的那个地方给出自己，也绝不从这个过程的下一个步骤所

前往的那个地方给出自己，那么，就用不着奇怪，陈述的过程对 自

1 58 然的意识来说始终是格格不入的 。 于是，就更必须预先防止自 然

的意识对陈述的发展进程所具有的那个片面的见解把一切都混淆

起来 。

E黑格尔】

（八）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目标也是知识所必需确定的；

目标就是知识不需妥再超越它自己的那个地方，就是它找到了它

自己的那个地方和概念符合于对象、对象符合于概念的那个地方 。

趋向这个目标的发展进程，因而也就是前进元己、不可遏止的，不

以目标以前的任何过站而满足的 。 凡只局限于度过着一种自 然的

生活的东西，就不能够由它自己来超越它的直接的实际存在；但它

会被另外一种力量迫使它超出自己，而这个被迫超出自己就是它

的死亡 。 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因此它直接就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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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的超越，而且由于这个界限属于它自身，所以它就是对它自身

的超越；有了个别的存在，也就同时在意识里有了彼岸，即使这种

彼岸只是并存于界限的旁边，像在空间直观里那样。因此，意识感

受着从它自身发出的这种暴力，一定妥败坏它整个的有限满足。

当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的时候，恐惧的意识很可能因害怕真理而

退缩回来，竭力去保全它那陷于消灭危险中的东西。但是，恐惧的

意识是不可能宁静下来的：首先，尽管它想安居于元思虑的懒惰

中，它的思想却在干预着这种元思无虑，它的心神不宁却在扰乱着

这种懒散；其次，尽管它把自己巩固起来，成了一种心情，在这种心

情之下，它确信一切东西就其自己的类属而言都是好的，但有这样

的确信的意识也同样地感受暴力，它感受从理性方面来的暴力，因

为理性正是认为某个东西之所以不好是由于它只是一个类属 。 或

者再换一方面说，害怕真理的意识也很可能躲在一个幌子下面自

欺欺人，认为害怕真理毕竟还比任何自己杜撰出来或从别人那里

学来的思想要聪明些；而其挂在外面的幌子则仿佛在说，正是由于

有了对真理的热烈渴求，才使它自己很难于，甚至不可能找到别的

真理，而只能找到虚浮的意识所取得的真理；这种虚浮，善于把真

理都一一予以败坏，从而返回自身，陶醉在它自己的知性之中，即，

陶醉于会瓦解一切思想却不会从中取得其一切内容而只会从中找

到赤裸的自我的那种理解力中，－－一这种虚浮，乃是一种满足，必

须听其自然，不去管它，因为它逃避普遍，而只追求自为的存在 。

【海德格尔】

第八节描写意识的形成史在其中运行的那个历史过程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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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 贯穿于知识形态之完整序列的发展进程被认为是由自己给

出自身的 。 “由自己”在这里只能意味着：根据意识在自身中如何

成为一个过程的方式。因此，现在就必须来考察意识。 相应地，这

一节摊出了黑格尔在我们讨论的这段话中道出的三个关于意识的

命题中的第一个。 所谓“意识的形成”意思是：意识使它自己了解

它的本质，即成为绝对认识意义上的科学。 这里蕴含着双重的东

西：意识在其显现中显现出自己，而同时，意识根据它自己的本质，

按照其显露的本质性方面把自己确定起来，并因而把自己组织为

它的诸形态的王国 。 意识本身既不仅仅是自然的意识，也不仅仅

是实在的意识。 它也不是这两者的单纯合并。意识本身就是自然

的意识和实在的意识的原始统一体 。 但实在的知识和自然的知识

并不像无生命的贮存物那样处于意识之中。意识是实在的知识和

自然的知识，因为意识在两者的原始统一体中，并且作为这个统一

体把自己显现出来。① 两者在意识中是有区别的 。 这个区别是这

样一个区别，它作为自然的知识的不安区别于实在的知识，作为实

在的知识的不安区别于自然的知识。意识本身在自身中就是自然

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相互区别的不安 。 历史过程的运动植

159 根于意识本身的这种不安，并且也已经从这种不安中获得了方向 。

意识既不是事后才被置入运动之中的，也并不是才被指引到它的

方向中的 。

在形成史的过程中，自然的意识表明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 。

① 1950 年第一版存在宛若完全自行显现；“绝对理念”自在自为在场 作为

完全的自行在场 C Sichanwesen) , －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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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的“只是”已经足够了 。 因为，自然的意识在它对存在者的

表象中必然地一一尽管是不明确地一一把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一道

表象出来，就此而言，自然的意识借助于它本身而超越了自己，但

又不是在它本身之外。 自然的意识不仅没有取得任何关于“概念”

的知识（事实上自然的意识总是已经作为这种“概念”而存在），它

甚至认为没有“概念”也无关紧要；而实际上，自然的意识逗留于其

中的任何特定的存在者领域，就其广度并按其可支配性的方式而

言，惟一地取决于作为对于存在者之存在者状态的知识的意识本

身是什么 。 但自然的意识对自己掩盖了那种自我超越的在意识中

起支配作用的不安。 它避开这种不安，并因此以其方式把自己与

这种不安联系在一起。 它把它的意见视为真实，因而要求自为的

真理，并且证实：它认为是它的东西并不是它的东西。 它自己的意

见不断地透露出那种不可遏制地向自我超越拉扯的不安 。 对现象

知识的陈述只需要把自己投入这种不安中，以便在发展进程的过

程中存在。 运动的不可遏制性却只能由这种不安在自身中遵循的

东西来决定。 这种不安遵循着那个拉扯它的东西。 那就是实在的

实在性，后者只有当它在其真理性中显现自己之际才存在。 从发

展进程的方向来看，这种实在性乃是过程的目标。 从意识的不安

方面来思考，过程始于目标。 过程乃是一种从目标而来的运动；诚

然，这个目标并不被抛在后面，而是恰恰随着运动本身达到了它的

展开。 对知识来说，其过程的目标是在它自己的本质中设定了 160

的 目标就是知识的本质本身。 意识在其不安中本身就是目标

的先行设定。 因此，第八节以这样一句话开始它的任务，来描写意

识的活动 ：“正如发展进程的序列一样，目标也是知识所必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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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是，这一节并没有探讨目标，至少没有在人们借以设想一个

目标的那种形态中来探讨目标，也即没有像人们所做的那样，把目

标看作某物向之推进的那个东西 。 如果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机械学

的谈法作为权宜之计，那么，我们就不妨说 ：在意识的形成史的历

史过程中，发展进程并不是由意识的特定形态而来被向前推动的，

并且被推入尚未决定的东西之中，而毋宁说，它是由已经被确定了

的目标来牵引的 。 在这种吸引中，有吸引力的目标把自己带出来，

使自己进入其显现中，并且从一开始就把意识过程带入它的完整

状态的完全之中。

彻底的怀疑主义通过它的怀疑已经把这样一个目标收入视野

中，并因而把它纳入意识本身的不安的中心中 。 由于这个中心不

断地开始运动，所以，在知识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怀疑已经囊括

了意识的一切可能的形态 。 与此相应，还不真实的知识的形式的

范围就是完整的 。 陈述据以表象出一切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的

那种方式，无非是在意识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怀疑的共同实行 。

这种怀疑自始就忍受着那种不可遏制的东西，通过它，意识被撕裂

而出离自身，也即自然的知识被拉入实在的知识之中 。 由于这种

撕裂，自然的意识便失去了被它视为它的真理和生命的那个东西。

因此，这种撕裂就是自然的意识的死亡。 在这种不断的死亡中，意

识奉献出它自己，目的是从奉献中获得它自己的再生 。 自然的意

161 识在这种撕裂中遭受一种暴力 。 但这种暴力来自意识本身 。 这种

暴力是意识本身中的不安的支配作用 。 这种支配作用乃是绝对之

意志；这个绝对意愿在其绝对性中自在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

在 这里所谓我们，就是始终以自然意识的方式在存在者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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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的人们 。

现在，我们所谓关于意识的第一个命题也许能够得到阐明了 ：

“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这话的意思与第六节开头

一句“自然的意识将证明它自己只是知识的概念……”的意思有某

些不同之处。 现在谈的不是自然的意识，而绝对地是意识本身。

现在强调的是“概念”一词 。 “概念”在这里的意思是：意识在其真

理性中对自己显现出来 。 真理的本质在于无条件的确定性。 根据

这种确定性，只要一个被意识之物仅仅一般地被表象，那么它就还

没有被把握。 毋宁说，它在其被意识状态中，必须返回去联系于与

之相应的知识，并且在这种联系中与这种知识本身一道被表象出

来 。 只有这样，这个被意识之物才完全在知识中存在，而这种知识

由此就成了一种全面的又是无条件的意识的表象（概念性把握） 。

在与这种概念一－意识在其中得以把握它本身 的关系中，自

然的意识始终“只是概念”。 因为，就自然的意识是意识而言，它具

有一种关于一般被意识状态的表象。仅仅由于意识本身就是它自

己的概念，自然的意识作为意识本身的一部分才能固执于仅仅成

为知识的概念。 但我们要充分理解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的话，

那是有条件的，其条件是：我们不仅要注意到黑格尔所强调的“概

念”与“只是概念”之间的区分，而且要思索在前面几节的过程中处

于我们的沉思眼界内的东西。 在“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

念”这句话中，真正强调的是其中的“是” C ist ） 。 这意味着 ：意识完 162

成它的自我显现本身，而且，意识在自我显现中为自己构成显现的

场所，因为这个场所包含在意识的本质中 。 于是，意识在其概念中

找到了它自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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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黑格尔的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揭示了意识的真理，所

以，他现在也就能够说明自然的意识何以是不实在的知识了 。 他

也把自然的意识称为不真实的意识。 但这绝不意味着，自然的意

识只不过是错误、欺诈和迷误的垃圾。而毋宁说，这倒是意味着 ：

自然的意识始终是还不真实的意识，它被那种把它拉入其真理之

中的暴力所压服。 自然的意识感受到这种暴力，并且陷于对它自

己的持存的恐惧中 。 黑格尔一一人们对他的理性主义未能作出充

分的褒和贬一一在一个关键的地方指出了自然的意识与存在者之

存在的关系，在那里，他谈到“暴力的感受” 。 这种对意志（绝对就

作为这种意志而存在）之暴力的感受标志着自然的意识在其中“只

是知识的概念”的那种方式 。 但是，如果我们竟认为，在黑格尔的

看法中，那种使意识逃避存在者之存在的自然的恐惧作为这种自

然的存在关系，无疑也就是哲学借以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方

式，或者干脆说是那种机构，仿佛当思想不得不归结于感受时，哲

学也已经即刻听任单纯的感受摆布了，而井没有被建基于科学之

上一－如果我们这样认为，那是愚不可及的 。 这种肤浅的看法与

往常一样，在今天也仍有其市场。不过，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那种知

性的虚浮的一部分，这种知性沉洒于它自己的无思想状态的惰性

中，并且把一切都消解在这种惰性中 。 这一节随着关于意识的第

一个命题而放眼观望知识之真理；在这一节的结尾，知识的非真理

163 性以“赤裸的自我”的形态显现出来，而这个“赤裸的自我”由于把

自己限制在它所照面的存在者中而得到了它惟一的满足 。

“赤裸的自我”乃是表示哲学中通常意见的专横行为的名称。

但这个名称却并不指称与我们这个共同体相区别的孤立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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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赤裸的自我”恰恰就是具有共同意见的许多人的主体。

“赤裸的自我”生活在“人们”（man）的利己主义中，后者由于对彻

底的怀疑主义的恐惧而遁人意见的教条主义之中。这种教条主义

的一贯原则是 ：对现象知识的陈述视而不见，拒绝与陈述之发展进

程同行。 因此，流行见解的教条主义必然要沉洒于自己 。 哲学在

做出这一判决时并没有槟弃自然的意识。 无论它的情形如何，这

实际上都是因为科学是还不真实的东西的真理性 ，从而恰恰就是

还不真实的东西本身，但却在其真理性中存在。 只有哲学才发现

了在其自然性中的自然的意识，并且承认了这种意识。 然而，当这

种自然的意识把自己夸张为哲学，以便消除与哲学的界限，并且背

弃这种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的认识的哲学时，哲学便与自然的意

识失之交臂了 。 但这时候，哲学所错失的也只是那种东西，这种东

西本身就已经背弃了哲学，避开了哲学；而哲学在这种错失中却关

注着自然的意识，而且仅仅关注这种自然的意识，目的是为了成为

意识之真理显现于其中的那个过程。

现象知识的陈述乃是彻底的怀疑主义。 由于它彻底，它便充

分把自己阐发出来 。 陈述把本身展开出来，而不只是出现。 陈述

的道路并不是从自然的意识通向实在的意识；而毋宁说，意识本

身一一它作为自然的意识与实在的意识之间的这种差异，在意识 164

的每一个形态中存在一一从一个形态继续通向另一个形态。 这种

发展进程乃是一个过程，其运动是由目标来决定的，也即是由绝对

之意志的暴力来决定的 。 陈述跟随着向它迎面而来的现象知识的

显现。 关于绝对认识的自然观念，即认为绝对认识是一种工具的

观念，现在便烟消云散了 。 于是，认识也就不再能够被考查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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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如何，不再是一种用于对象身上的工具了 。 此外，由于陈述把自

己展示出来，所以考查看来根本上也是多余的了 。 如此，按照这种

解释，陈述就可以直接开始。 但假如它还不曾开始，它就不会开

始。沉思的新篇章随之而来 。 这表明，现象知识的陈述的本质还

没有充分地被带到我们跟前，我们还没有获得我们与这种陈述的

造恰关系 。 陈述与被陈述的东西如何联系为一体，两者究竟是否

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是同一东西而又没有流失于无差别性之中，这

些问题还是模糊不清的 。 如若绝对自在自为地就在我们近旁存

在，那么，绝对的认识如何能够成为一条通向绝对的道路呢？ 如若

在这里我们竟还可以谈论一条道路的话，那么，我们也只能谈论绝

对本身所走的道路，因为绝对本身就是这条道路。 现象知识的陈

述可以成为这条道路，这种过程吗？陈述的本质变得更加神秘莫

测了 。 清楚的只有一点，即：与绝对相分离的陈述并没有从某处而

来，以自然的意识对认识的表象方式来面对绝对。

E黑格尔】

（九）关于进程的方式和必然性，我们暂时一般地谈了这些，现

在我们再来谈谈关于系统陈述的方法，可能也有些用处。 这种陈

述，既然被想象为科学对待现象知识的一种行动和对认识的实在

的一种考虑和审查，那么不先作一种假定，不先设立尺度以为根

据，显然是无法进行的 。 因为审核考查就在于使用某种已被承认

了的尺度，就在于产生被考查的东西与尺度之间的相等或不相等

以决定其对与不对；因而一般地说，尺度，以及科学也一样，如采科

学是尺度的话，在进行考查时是被当作本质或自在物而承认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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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科学刚才出现，所以无论是科学自身，或者任何其他

的尺度，都还没有证明自己是本质或自在的东西；而没有这样的一

种东西，审查就显然不可能进行。

【海德格尔】

第九节却又径直谈论这种关于认识的自然观念。当然，这样

做仅仅是为了重新提出关于绝对认识的审核考查的问题。 认识不

是任何工具 这一事实还不能使认识的考查失去效力；相反地，

认识的考查现在才可能使自己成为可疑的问题。 如果陈述把现象 165

知识带入其显现中，那它就把还不真实的意识置入其真理性中了 。

它根据显现者的显现来测度显现者。 显现乃是尺度 。 陈述从何处

取得这种尺度呢？由于科学担负着对现象知识的考查，所以，科学

本身就充当了这种考查的权威，从而也就是这种考查的尺度。假

如科学的出现就在于陈述的具体阐明，那么，科学实际上必然已经

在其最初步骤中把考查的尺度当作一种已经被证明的尺度而一道

带出来了。一方面，科学为了阐明自己，需要这种尺度；另一方面，

这种尺度也只能在阐明中产生出来，假如一种绝对的认识无论在

哪里都不能采纳尺度的话。 如果陈述必须以其真理性来测度不真

实的知识，那么，陈述就不得不统一于不可统一的东西。 不可能的

东西阻挡着陈述的道路。 如何能够消除这个障碍呢？

E黑格尔】

（十 ）这是一个矛盾。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在意识里知识的抽象

规定是什么和真理的抽象规定是什么，则这个矛盾和这个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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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就将表现得更加确切。 因为，意识是把自己跟某种东西区别

开来而同时又与它相关联着的；或者用流行的话说，这就是，有某

种为意识的东西；而这种关联或某种东西的为一个意识的存在，这

个特定的方面，就是知识 。 但是我们把自在的存在跟这种为一个

他物的存在区别开来；同样地，与知识发生了关联的存在也跟它区

别开来并且被设定为也是存在于这种关联之外的；这个自在的存

在的这一方面，就叫做真理 。 至于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么，在

这里与我们毫不相干；因为既然显现为现象的知识是我们讨论研

究的对象，那么它们的规定也就是首先被按其直接对我们呈现的

那样接受下来了的；而它们对我们的呈现，则正是像我们方才说过

的那样。

【海德格尔】

第十节继续展开沉思，以表明，黑格尔并不是用逻辑论证来调

和与消除陈述之本质中的矛盾。表面上不可统一的东西并不在陈

述的本质当中 。 它在于那种不充分的方式中，以这种方式，我

们一一始终还为自然的意识的表象方式所掌握的我们 看到了

陈述 。 陈述是以知识的显现为目标的。一种知识也是陈述。两者

归于意识本身 。 如果有关尺度和考查的问题根本上有某种依据，

那么，它只能在意识本身中根据意识本身获得其答案。意识本身

作为意识在自身中就是像尺度和标准之类的东西吗？意识之为意

识从自身而来就是一种考查吗？这里，意识本身更清晰地置入本

166 质性的视野中了。不过，还没有显露出来的是，这种沉思的目标是

意识之本质中的何种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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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几节中，似乎根本还没有关于意识说些什么，而在这

里，黑格尔便开始暗示出两个规定，“如它们在意识那里出现的那

样”。 他把这两个规定称为知识和真理。它们被称为“抽象的规

定”，因为它们是通过一种对意识的审视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审

视无视于意识构造及其统一性的丰富本质 。 在这里，意识被理

解为它直接地，亦即总是片面地，向自然的表象呈现出来的

样子。

“意识”意味着：某物在被意识者的状态中 。 但被意识者在知

识中，并且作为一种知识而存在。被意识者乃是意识以知识方式

与之发生关系的东西。被意识者即是处于这种关系中的东西。它

存在，因为它“为”意识而存在 。 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是以“为……存

在”的方式存在的 。 但“为……存在”乃是知识的一种方式。以这

种方式，某物“为意识”而存在；而它作为被意识者为意识而言又是

另一个东西。在作为“为……存在”的知识中，某物“为意识”而言

是一个东西，又是另一个东西。 但是，被意识者在知识中不仅一般

地被表象出来；而不如说，这种表象把被意识者意指为一个自在地

存在的、亦即真实存在的存在者。被意识者的这种自在的存在，被

叫做真理。 同样，真理“为意识”是一个东西（一个被表象者），同时

又是另一个东西（一个自在的存在者〉 。 意识的两个规定，即知识

和真理，相互区别为“为……存在”和“自在的存在”。黑格尔只把

眼光转向这两个规定，而没有深入讨论“这些规定的真正内容是什

么”。 不过，虽然没有明言，但黑格尔在这里却是有意地指出了意

识的一个突出的基本特征。 这一节的开头几句甚至附带地指出了

这个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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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在意识中，某物区别于意识①井且通过意识而区分开来 。 作

为它本身并且通过它本身，它便是一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的关系 。

然而，在这种区分中被区分出来的东西（在主体中对主体而言的客

体），恰恰是通过这种区分而始终联系于具有区分作用的东西 。 意

识在表象中把某物与其自身分离开来，但被分离开来的东西却向

着自己 。 意识在自身中作出本身不是任何区分的区分 。 作为这种

区分，意识在其本质中是模棱两可的 。 由于这种模棱两可，那两个

规定一一知识和真理，“为……存在”和“自在的存在” 往往就

直接出现在意识中，而且，这两个规定本身就是模棱两可的 。

那么，根据这两个规定来看，作为表象本身而保持为意识之方

式的陈述又是什么呢？陈述把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表象出来 。 它

就知识的真理来探究知识。 它就知识的真理来考查知识。 它在区

分的区分作用中运动，而意识本身就作为这种区分而存在。着眼

于这种区分来看，就有一种本质可能性的全景开放出来，我们就能

看到，陈述是从它运动于其中的那个东西中获得其考查的尺度和

特征的 。 而一旦我们从意识本身来看，看清了测度性考查的目标

所在，那么，这种前景就愈加清晰了 。

【黑格尔】

（十一）如果我们现在来研究知识的真理，这就好像我们妥研

究知识的自在存在 。 可是在这种研究里，知识是我们的对象，它是

为我们的存在；而这样一来，知识的自在毋宁就成了知识的为我们

① 1950 年第一版．对意识．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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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了；我们所认为是它的本质的东西，毋宁就会不是它的真理

而仅仅是我们关于它的知识了 。 本质或尺度就将存在于我们这

里，而那种应该与尺度相比较并通过这种比较而予以决定的东西，

就不是必然地妥去承认这个尺度。

n每德格尔】

第十一节直接追问，什么是现象知识的陈述所探究的东西。

但只有当它不仅追问什么是陈述所探究的东西，而且追问谁是探

究者之际，这个问题才算是直接被提了出来。因为，如果有待探究

的东西是一个被意识的东西的话，那么，对从事探究的我们来说，

它就在我们的知识之中 。 科学陈述在其显现中的现象知识；随着 168

对这种科学的特征的描绘，我们突然进入陈述的运作中了 。 这表

明，我们已经在运作中，因为陈述所陈述的东西是“为我们”存在

的 。 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这种“为我们”在科学中起着何

种作用 。 这个问题所及的领域是我们现在几乎还没有猜度到的。

如果我们就知识的真理来考查知识，那么我们所探究的是什

么呢？真理是自在的存在。 知识是为一个意识的存在。如果我们

探究知识的真理，我们就是在寻求知识自在地所是的那个东西。

不过，通过我们的探究，知识就会成为我们的对象。 假如我们把在

其自在存在中的知识摆到我们面前来，那么它就成了一种为我们

的存在。 那样的话，我们就把捉不到知识的真理，而只是把捉到我

们关于知识的知识。 为我们的存在就始终成了我们借以衡量知识

的自在存在的尺度。 但知识何以能够适合于一个尺度一一这个尺

度把应当得到衡量的东西颠倒过未，使之成了尺度本身？如果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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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知识的陈述必须遵循那种由对意识的两个规定（即知识和真理）

的考虑得出来的方式，那么，陈述就只能不断地把它自己的行为颠

倒为其反面。

【黑格尔】

（十二）但是，这种分离或这种分离和假定的现象，已由于我们

所研究的对象的本性而得到了克服。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

度，因此，考察研究就成了意识与它自身的一种比较；因为上面所

作的那种区别并不超出于意识以外 。 意识在它自身就是为一个另

外的意识的意识，或者说，它一般说来在其自身就具有着知识环节

的规定性；同时，这另外的一个，对意识而言不仅是为它（意识）的，

而且也存在于这个关联之外，也是自在的，即是说，也是真理环节 。

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真理的那种东西，就是我

们所具有的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

识 。 如果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而把本质或具理称为存在物或对

象，那么所谓审查考核就是去看看概念是否符合于对象。 但如采

我们反过来把对象的本质或自在称为概念而另一方面把作为对象

的概念理解为对象，即是说，把概念理解为为他的，那么审查考核

就是去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它自己的概念。 显而易见，这两个过

手呈乃是一回事情 。 可是具有本质重妥性的是，我们在整个考察研

究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概念和对象，为他的存在与自在的存在，

这两个环节都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个知识本身之内，因而我们不需

妥携带我们的尺度来，也不需妥在考察研究的时候应用我们的观

念和思想：由于我们丢开这些东西，我们就能够按照事物自在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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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 。

【海德格尔】

第十二节把陈述从上面这个新出现的困难中解救出来。这是

通过简单地指出陈述所陈述的对象的本性而带来的自由眼界。对

象乃是意识本身。它的本性是自行进入显现而涌现出来的东西。

意识从其本性而来就具有一种尺度的特征吗？如果它有，那么意

识必须由自己来提供一种可能性，使自己既成为尺度，又成为被衡

量的东西。 意识必须是那种东西，它在自身中在这个方面被区分

开来，但同时又没有被区分出来 。 诸如此类的事情已经在第十节 169

中得到了揭示。 意识的根本的模棱两可一一即意识是表象的区

分，而表象又不是任何区分一一指示着意识之本性中的两重性。

这种两重性包含着一种可能性，即，意识在本质上同时既是尺度，

又是被尺度衡量的东西。 如果我们并不是把这种模棱两可看作缺

乏明确性，而是把它看作意识本身的本质统一性的标志，那么，意

识就在其模棱两可中显示出那两个最初分别地被表象的规定（即

知识和真理）的共属一体。 从意识之本性中产生出衡量和尺度的

可能性。

黑格尔用关于意识的第二个命题，来描绘那种表象着现象知

识的陈述的对象的本性。 在第八节中道出的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

题是：“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现在接着有了第二个命

题：“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这个句子的语言用法引人注

目 。 但这种对我们来说有些怪异的语言用法对黑格尔来讲则是亲

切的，而且是基于作为对象的本性向他显示出来的东西。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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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给它自己”（an ihm selbst），而不是说“给本身”Can sich 

selbst）呢？因为在意识的本性中就含有一个为意识的尺度 。 这个

尺度并不是从某个地方取来的，以便意识自在地采纳这个尺度，并

且因此自为地拥有这个尺度。这个尺度也不是从外部被应用到意

识身上的。它就蕴含在意识本身中。而且这是因为，由于意识以

两重性方式既是尺度又是被衡量的东西，从意识而来就已经产生

出具有尺度性质的东西了。然而，这里难道不是同样可以说，或者

更好地应该说，意识自身“给本身”提供尺度吗？但什么是意识本

身呢？当意识寓于自己而存在时，那就是意识本身；当意识合乎本

己地自为地存在，并如此这般地自在自为地存在时，它就是寓于自

己而存在。假如说意识自身“给本身”提供尺度，那么，严格地看

170 来，这就意味着：意识为自己给出自身的尺度。但通常地，意识恰

恰并不关心在真理性中存在的东西。另一方面，真理也并非从天

上掉到意识身上 。 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 。 因此，它便具有

它自己的尺度 。 因此，它本身就“给它自己”提供了尺度 。 这个“给

它自己”具有双重意思：意识在其本质中包含着尺度 。 但包含在它

那里而并不在其他任何东西那里的，并不是意识径直就给予本身

的东西。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它提供，但同时又没有

提供。

就自然的意识表象自在的存在者而言，被表象者就是真理，而

且是“为它”的，即为直接表象着的意识的。与“给它自身”相应，当

黑格尔想说意识把它径直表象出来的东西看作真理时，他使用了

这个“为它”。 径直表象着之际，意识完全投入被表象者之中，而且

并不特别地把被表象者归结于表象者本身。诚然，意识在其表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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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被表象者，但并不是自为的，而只是“为它的”。不过，随着

意识为它而表象的真理，意识同时“为我们”一一－专注于真理的真

理性的我们一一给它自己提供了真理的真理性，也即提供了尺度。

由于我们把现象知识本身陈述出来，我们便把显现采纳为尺度，以

便借此来衡量那种把这一显现者看作尺度的知识。 在现象知识

中，知识所意识到的东西是真理。 如果我们把这种真理称为对象，

把知识称为概念，那么，从显现者的显现的角度对显现者的考查性

陈述就在于：我们要去审视，看看知识，把自然的意识看作其知识

的那种知识，是否符合于真理。 或者，如果我们反过来把我们要考

查的知识称为对象，把被意识之物的自在称为概念，那么，考查的

要旨就是去审视，看看对象是否符合于概念。 这种解说的关键点 171

在于：每当我们表象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时，我们所衡量的东西和

我们借以衡量的东西，都归于意识本身之中 。 意识把考查的两个

本质性环节提供给它自己 。 对我们陈述者来说，由此就得出了那

个准则，它指导着一切对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的表象活动。 这个

准则就是：抛开你们关于显现者的观念和思想。 相应地，绝对认识

的基本态度并不在于，耗费认识和论证去扰乱现象意识，而在于，

丢开所有这些认识和论证。 通过这种丢开，我们便达到了纯粹的

审视，这种审视使我们看到了显现。 在审视中，我们得以“按照事

物自在的和自为的样子来考察它”。 但这个事物乃是现象知识本

身。事物的实际性，即实在的实在性，乃是显现本身 。

现象意识在它本身就是被衡量的东西和尺度。 黑格尔对两者

归于意识本身这回事情所作的说明的方式，看来犹如一种可疑的、

纯粹字面的游戏，留给我们一种怀疑。意识包含着知识和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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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被意识的真理。 无论我们把知识称为概念，把真理称为对象，还

是反过来把真理称为概念，把知识称为对象，结果似乎都是同一

的。实际的结果也是同一的。但因此之故，两者就绝不是相同的，

我们如何使用概念和对象这两个名称，也绝不是无关痛痒的事情 。

如果我们把在自然的意识中表象出来的东西叫做对象，那么，这个

对象就是“为它的”对象，也即为自然的意识的对象。 但如果我们

把知识称为对象，那么，作为现象知识的知识就是“为我们的”对

172 象，也即为我们一一就其显现来考察显现者的我们一一的对象。

如果自然的意识借以表象出被意识者的那种知识被叫做概念，那

么，概念性的把握就是把某物作为某物表象出来 。 这时，“概念”一

词就是在传统逻辑意义上被理解的 。 相反地，如果我们把在意识

中被表象出来的真理称为概念，而知识作为我们的对象是从这个

概念上得到衡量的，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真理的真理性，是现象知

识在其中得以达到其本身的那种显现。

对于对象和概念这两个名称的使用初看起来是任意的，实际

则不然。在我们看来，这种使用自始就维系于意识的本性，也即黑

格尔在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中道出的意识的本性 ：“但是意识本

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 。”在意识把某物看作它的真理之处，它将把

它的真理性的一个形态实现出来。真理乃是“为它的”对象 。 真理

性乃是“为我们的”对象。由于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所以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 。 在显现者中显现出一一不是“为它

的”，而是“为我们的”一一－显现者的显现。黑格尔在下面这句话中

道出了这一点（对这句话，我们现在加了几处着重号，以便更清晰

地理解它） ： “因此，被意识宣布为它自身以内的‘自在’或‘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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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东西，就是我们（而且是作为绝对认识者的我们）所具有的

尺度，意识自己把这个尺度建立起来，用以衡量它的知识。”

既然我们可以从意识本身而来使用考查的尺度，所以在这方

面，根本就无需我们的额外的行动了 。 不过，就我们本身是意识而

言，我们能够使用的那个东西，借此还没有明确地成为可供我们使

用的东西。 如果陈述处在纯粹审视的准则控制中，那么，晦暗不明

的事情恰恰是，我们如何能通过简单地丢开我们的观点来接受某

个东西，并且就能具有尺度本身。 我们承认，被衡量的知识和尺度

都归于意识之中，以至于我们在这里只需接受它们；但即便是这 173

样，倘若没有我们的额外的行动，衡量活动及其实行也是不可能发

生的 。 难道陈述中的一切本质性因素归根到底不是依赖于我们自

己的行为的吗？如果没有考查，则无论是被衡量的东西，还是尺

度，都不能成其所是 。 那么，这种考查本身的情形又如何呢？

【黑格尔】

（十二）但是，就概念和对象、衡量的尺度和被衡量的 东西都已

现成存在于意识自身之内这一方面来看，不仅我们的任何额外的

行动是多余的，而且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去比较它们和认真地考查

它们；因此，同样就这一方面来看，既然意识自身考查自己，那么我

们还能做的也就只有单纯的袖手旁观了 。 因此意识一方面是关于

对象的意识，另一方面又是关于它自己的意识；它是关于对它而言

是真理的那种东西的意识，又是关于它对这种真理的知识的意识。

既然两者都是为意识的，所以意识本身就是它们两者的比较；它的

关于对象的知识之符合于这个对象与否，乃是对这同一个意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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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 。 诚然不错，对于意识来说，对象就只是像意识所认识它的那

个样子，意识似乎不可能窥探到对象的不是为意识的那个本来面

目或其自在的存在，因而也就不能根据对象来考查它的知识 。 但

是，意识之一般地具有关于一个对象的知识这一事实，恰恰就已经

表明是有区别的 ：一个环节是某种自在于意识之外的东西，而另一

个环节是知识，或者说，是对象的为意识的存在 。 根据这个现成存

在着的区别，就能进行比较考查 。 如采在这个比较中双方不相符

合，那么意识就必须改变它的知识，以便使之符合于对象；但在知

识的改变过程中，对象自身事实上也与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因为从

本质上说现成存在着的知识本来是一种关于对象的知识：跟着知

识的改变，对象也变成了另一个对象，因为它本质上是属于这个知

识的 。 意识因而就发现，它从前以为是自在之物的那种东西实

际上并不是自在的，或者说，它发现自在之物本来就仅只是对它

（意识）而言的自在 。 当意识在它的对象上发现它的知识不符合

于这个对象时，对象自身就保持不下去，换句话说，当尺度所考查

的东西在考查中站立不住时，考查所使用的尺度自身也就改变；而

考查不仅是对于知识的一种考查，而且也是对考查的尺度的一种

考查 。

【海德格尔1

第十三节通过表述和解说关于意识的第三个命题来回答上述

问题 。 这第三个命题毫不起眼地隐藏在一个从句中 。 用主句的形

式来讲，这个命题就是：“意识自身考查自己 。”这就是说 ： 只要意识

是意识，那么意识就是考查 。 意识一词乃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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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只有当我们在思考“意识”中的这一“存在”（－sein）之际一并

思考了考查的特性，尤其是一种由知识的意识所决定的考查的特

性，这时，我们才思考了意识这个基本词语。

在考查中，被衡量的东西和衡量的尺度这两者一道存在。 因

此，两者聚合在意识中，这绝不是把一方应用到另一方这样一种附

加行为的结果。 意识的本性乃在于两者的结合，这种本性已经在

多方面显示出来了 。 自然的意识乃是关于被它视为真理的那个对

象的直接知识。 自然的意识同时也是一种关于它对对象的知识的

知识，即使它并没有特别地回头专注于这种知识。 关于对象的意

识和关于知识的意识是同一东西；对这同一东西而言，对象和知识

都是被认识的东西。 对象和知识“乃是为这同一个意识的”。 一方

和另一方同时为同一东西即意识本身而存在。 意识为它而言就是

两者的相互区分。 按其本性来看，意识就是把一方与另一方进行

比较。 这种比较就是考查。 “意识自身考查自己”。

然而，真正说来，意识始终只是这种方式成为考查的，即：意识 174

只有在一种生成过程中才发觉，知识是否符合于对象从而成为真

实的对象，对象是否符合于知识根本上认识的那个东西。 只有当

这样一种生成在意识中发生时，才有考查。 当意识发现它直接看

作真理的那个东西的实际真理性时，这样一种生成就攫住了意识；

也就是说，当意识发现，一旦它在对象的对象性中表象对象，它便

确定地认识到什么，这时，这样一种生成就在意识中发生了。相应

地，对意识来说，无论是在对象背后，还是在意识对对象的直接表

象背后，都还存在着某种东西一一意识必须发现的某种东西，意识

必须启程前往的某种东西。 启程在此同时意味着：“对……开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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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和“动身上路去……” 。

对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的解说已经表明 ： 自然的意识“只是

知识的概念”。 诚然，意识具有一个关于它的作为对象的对象的普

遍观念，同样也具有一个关于它的作为知识的知识的普遍观念。

但自然的意识并没有参与这个“作为”（als），因为它只是承认直接

被表象出来的东西，尽管后者之被表象始终一昧地借助于这个“作

为” 。 由于自然的意识按照它自己的心智，并不关心这个“作为”，

所以它以自己的固执，绝不自发地回到那个作为它的背景奇怪地

面对着它的东西那里 。 这样看来，意识是比较但又不是比较。 在

其关于对象的表象中，意识按其本性就是在“自在的存在”与“为它

的存在”之间的区分，在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区分。 意识不只是这种

自身不是区分的区分，而毋宁说，意识与此一体地乃是对象与其对

象性的比较，是知识与其被认识状态的比较。 意识自身就是比较，

但自然的意识却绝没有专门去实行这种比较。

175 在意识之本性中，知识和对象分裂开来，但绝不能相互分离 。

同样地，在意识之本性中，对象和概念在“作为”中分裂开来，但绝

不能相互分离 。 在意识之本性中，这两者自身分裂开来，但绝不能

相互分离 。 黑格尔区分出所有这一切，但又把所有这一切纳入一

个普遍的区分中拉平了，从而没有让它们进入它们的本己之

中一一这种情况自有其隐蔽的原因，其原因在形而上学的本质中，

而不在黑格尔哲学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中 。 从形而上学的隐蔽本

质中也可以找到原因，说明那些差异被拉平之后的那个水平是由

一方与另一方之间的差别来决定的，而这种差别在 ratio ［理性］的

区分中表现出来 。 黑格尔把这种区分把捉为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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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着应有的谨慎和必要的保留态度，我们可以着眼于黑格尔

所设定的区分，来提出一个我们以前在其他地方已经指出过的差

异。 由于自然的意识径直面对作为一个存在者的对象，同样又径

直面对作为某个存在者的它关于对象的知识，而且始终保持在那

里，所以，自然的意识可以叫做存在状态上的意识。“存在状态上

的”（ ontisch）这个表述源出于希腊文的TO ω，即存在者，它意味

着与存在者相关的东西。但希腊文的ω，即“存在者”，本身包含

着存在状态（即o归ia［在场］）的一个特有本质，这个本质在其历

史过程中绝不是始终如一的。如果我们在思想中使用ω和“存在

者”（Seiendes）这两个词语，那么，我们首先就假定了 ：我们思考，

也即我们关注着，何以意义始终变化，意义总是怎样历史地确定下

来。 如果因为存在状态已经揭示自身为对象性，从而存在者作为

对象显现出来，并且如果存在者相应地被称为非对象性的东西，那

么，所有这一切就已经立足于存在学之上，这种存在学把ω［存在

者］规定为心πoKeiµevov［基体、基底］，把心πOKElµEVOV〔基体 、基底J 176 

规定为 subiectum ［一般主体］，而又根据意识的主体性来规定

subiectum［一般主体］的存在。由于ω既意味着“存在者”，又意味

着“存在”，①所以，这个ω作为“存在者”就可能被聚集（λ句EIV）到

它的“存在”（Seiend）那里 。 实际上，按照它的两义性，ω作为存在

者已经被聚集到存在状态中了。它是存在学上的。但凭着ω的

本质并且根据ω的本质，这种聚集，即λφγos［逻各斯］，总是不断

① 海德格尔认为希腊文ω有“存在者”（Seiendes）和分词“存在”〔S巳iend）的双重

意义。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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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而随着这个Mγos ［逻各斯］，存在学也总是不断变化的 。

自从ov ~P在场者作为φ归1s ［ 自然］涌现出来，希腊思想家就认为在

场者的在场植根于φαlVEσ801［显现］中，即植根于无蔽领域的自行

显示着的显现中 。 相应地，在场者的多样性，即TOδVTα［诸存在

者］，被思考为那种东西，它在其在场中简单地被接受为在场者 。

接受（Annehmen）在这里意味着 ： 不加考虑地承认，满足于在场

者 。 接受 COEχEσ6α1）更无别的 。 因为，这种接受没有进一步去思

在场者之在场 。 它始终停留于o6!;a ［意见］ 中 。 与此相反， voeiv

［思想］则是那种觉知（ Vernehmen ） ，它专门觉知在其在场中的在

场者，并且先行探入其中 。①

两义性的ω既指在场者，也指在场 。 它同时指这两者，而绝

非指其中之一。 与ω的这种根本的两义性相应，对OOKOVVTα〔假

象］的8鸽α［意见］ ，也即对局VTα［在场者］的意见，与 eTvαt［存在、

是］之voeiv ［思想、觉知］ ，也即品v［存在］之思想，是一体地联系着

的 。 voeiv[ J思想］所觉知的东西，并不是有别于单纯假象的真实存

在者 。 而毋宁说， 06巳α ［意见］直接觉知在场者本身，但并不觉知

voe iv ［思想］所觉知的在场者之在场 。

如果我们根据ω的自行遮蔽着的两义性，在在场者与在场的

双重性中来思考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思考在今后是必然要做

的），那么，形而上学的开端便与西方思想的开端是同时发生的 。

1 77 相反地，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的本质看作一个超感性世界与一个

① 希腊思想中的VOElV一般译为“思想”．海德格尔往往以德文的 vernehmer】 （觉

知）译之、释之。它不是一种主体的对象性行为 ．而是一种归属性的应合、期待．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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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性世界之间的分离，并且把超感性世界看作真实存在者，而把感

性世界视为仅仅是假象的存在者，那么，形而上学就是以苏格拉底

和柏拉图为发端的 。 然而，随他们的思想而发端的，只不过是对那

种早先的在ω中的双重性所作的特妹方向上的阐释。 形而上学

的非本质（Unwesen）即始于这种阐释。 此后直到今天，人们从这

种非本质而来，曲解了形而上学的真正的本质开端。 不过，如果我

们考虑到，即便在形而上学的本质开端中，那种在ω之两义性中

起支配作用的差异始终还是未曾思的，而且正是这种“始终未曾

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本质，那么，我们这里所思的非本质就不是

什么否定性的东西。 与这种未曾思相应，ω的Mγos［逻各斯］也

始终是未获根据的 。 但正是这种未获根据的东西给予存在－学

(Onto-Logie）以其本质的强力 。

在存在学这个名称背后，存在之历史对我们遮蔽着自身。 “存

在学的”（ontologisch）意味着：完成那种聚集，即把存在者聚集到

其存在状态中 。 那种本质，它由于向来按照存在者之无蔽状态而

忍受着存在之历史，从而就其本性而言处于这种历史中一一这种

本质是存在学的。 因此，我们就可以说 ：意识在其对存在者的直接

表象中乃是存在状态上的意识。 对它来说，存在者乃是对象。 但

对对象的表象把对象作为对象表象出来，尽管这回事情还没有为

思想所把捉。表象已经把对象聚集到它的对象性之中，因而就是

存在学上的意识。 然而，由于它并没有思考对象性本身（尽管它已

经把这种对象性表象出来了），所以，自然的意识乃是存在学上的，

而又还不是存在学上的 。 我们说，存在状态上的意识乃是前存在

学的。作为这样一种意识，自然的、存在状态上暨前存在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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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isch-voron tologisch）意识潜在地是存在状态上的真理与存在

学上的真理性之间的区分。 因为有意识（ BewuBt-sein ） 意味着 ：这

种区分存在（sein），所以，意识根据其本性乃是对存在状态上和存

17 8 在学上被表象之物的比较 。 作为比较，意识便在考查中。意识的

表象在其本身就是一种自然的自我检验 。

因此，意识自身之成为自然的意识，绝不仅仅是这样，即，意识

始终可以说隔绝于它的在真理性中的对象和它的在确定性中的知

识。 自然的意识植根于它自己的本性 。 它以其本性的方式之一存

在 。 但它自身并不是它的本性。毋宁说，意识绝不能靠自己获得

本性，从而获得那种不断地在它背后发生的东西，这乃是意识的本

性所决定的 。 但作为自然的前存在学上的意识，意识已经走上了

通向其真理性的道路。 不过，在这条道路上，意识也就不断地返回

来，并且始终是为它的 。 通常的意见并不想审视，看看真正地在它

视为真理的东西背后隐藏着、并且自行隐匿的东西是什么 。 它拒

绝这种审视一一而怀疑正是作为这种审视去查看事实上作为真理

性而在真实之物背后的东西是什么 。 也许有朝一 日，怀疑能够看

到，对哲学观点来说始终在后面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前面的 。 自然

的意识绝不可能达到它的真理性的背后，因为那是它的背景；它的

真理性自身事实上乃是那种光亮的前景一一在这种光亮范围之

内，已经有作为一种“已经看到”的任何知识和意识的方式了 。

不过，哲学本身不时抗拒着怀疑 。 它更愿偏袒自然的意识的

常规意见 。 尽管它承认，对象之为对象必定具有对象性。 但对象

性对它来说只不过是非对象的东西而已 。 哲学偏担常规意见，并

试图对它作出保证，让它相信它是正当的；因为哲学认为，这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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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的东西只能在常规意识的表象中被表象出来，而这种表象因

此是不充分的，只是一种单纯的符号游戏；这些保证容易为自然的

意识所接受，甚至使自然的意识获得了一种印象，让它感觉这些保 179

证就是批判的哲学，因为它们对存在学采取了怀疑的态度。 但这

种怀疑只不过是怀疑的假象，因此是为躲避思想而向意见系统的

逃遁。

相反地，如果怀疑是作为彻底的怀疑主义来实现的，那么，思

想在形而上学范围内就展开为由存在学上的意识专门完成的对存

在状态上的意识与前存在学上的意识的比较。 存在学上的意识并

不是与自然的意识相分离的，而是回到作为存在状态上的表象和

前存在学上的表象的原始统一的意识的本性之中。如果这种比较

一旦发生，那么就有考查在进行之中 。 在这种比较的发生中，意识

就在显现中向自己显现出来。 它是自我在场的 。 它存在着。 意识

通过在其真理中自我生成而存在。

这种生成通过考查的展开而存在；而考查即是一种比较。 考

查根本上只可能通过先行于自己来展开。 怀疑先于自身看见，并

且自行预见。 怀疑预见到知识及其对象在它们的真理性中是什

么 。 第六节已经指出，自然的意识在考查的道路上丧失了它的真

理性。 如果它的被假定的真理是就真理性而被审视的，那么显而

易见，知识并不符合于它的对象，因为它并不想对对象的对象性作

出反应。 为了与对象的真理性相适应，意识必须改变以往的知识。

而就在它改变它关于对象的知识的同时，对象也已经改变了自己 。

这里，对象性就是对象了；而现在所谓对象，不再能根据先前

关于对象的意见来确定了 。 但即便对象性只是根据先前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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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只是消极地，并且总是越来越消极地被假装为非对象的东西，

180 这时候，那种先前关于对象的意见也还推动着它的知识。哲学致

力于成为对常规意见的漫不经心的无能的大肆颂扬 。

在预见到现象知识之显现的考查性比较中，不仅是关于对象

的自然知识（作为被假想为惟一的和真正的真实知识）经不起考

查，而且对象本身也失去了它作为考查之尺度的地位 。 在构成意

识自身之本性的考查中，无论是被考查的东西还是尺度，都没有经

受住考查。两者在那个本身在考查过程中出现的东西面前没有经

受住考查 。

【黑格尔】

（十四）意识对它自身一一既对它的知识又对它的对象一一所

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真实对象这一点
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 。 在这里我们应该把

刚才谈到的那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更加明确地指出，以使我

们能以一道新的光线照明下面的陈述的科学方面 。 意识知道某种

东西，这个东西、这个对象是本质或自在；但它也是为意识的自在；

因此，在这种真理上就出现了双重意义 。 我们看到，意识现在有了

两种对象，一种对象是第一个自在，另一种是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

存在 。 后者初看起来好像只是意识对其自身的反映，不是一种关

于对象的表象，而是一种关于意识对前一种对象的知识的表象。

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前一种对象在运动中改变了自

己；它不复是自在，它已被意识到它是一种只为意识的自在；而这

样一来，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真实的东西，但这又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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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个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就是本质，或者说，就是意识的对象 。

这个新的对象包含着对第一种对象的否定；新对象乃是关于第一

种对象的经验。

【海德格尔】

第十四节开头一句说：“意识对它自身一一一既对它的知识又对

它的对象一一所实行的这种辩证的运动，就其潜意识产生出新的

真实对象这一点而言，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东西。”这

里，黑格尔以“经验”一词所指为何呢？他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

存在者此间已成了主体，并由此成了客体和客观的东西。 存在自

古以来就意味着：在场。意识一一即根据被认识状态而存在的东

西一－在其中在场的方式乃是显现。 作为其所是的存在者，意识

乃是现象知识。 以“经验”这个名称，黑格尔指的是显现者本身，即

ω 币 ov［存在者作为存在者］。 在“经验”一词中所思的是这个自

［作为］。 根据这个5〔作为］（拉丁文的 qua，德文的 als），在其存在

状态中的存在者得到了思考。 “经验”现在不再是表示一种认识方

式的名称。 就存在根据存在者而被领会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言，

“经验”现在是存在之词语（ das Wort des Sei ns ） 。 “经验”指的是

主体的主体性。“经验”表示在“有意识”（BewuBt-sein ）一词中的

“存在”（－sein）的意思一一而且是这样，即，只有根据这个“存在”，

“意识”（ BewuBt－） 一词中有待思的东西才变得清晰起来，才会成

为有约束力的。

“经验”这个奇怪的词语作为表示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进入我

们的思考中，这乃是因为：已经到时候了 。 诚然，这个词的用法完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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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脱离了通常的语言用法，也完全脱离了哲学的语言用法。但它

是作为黑格尔的思想所坚持的事情本身的成果而发生的。这种语

言用法本质上不同于单纯的谈论方式；对这种用法的合法性辩护

就在于黑格尔在前面几节中着眼于意识的本性而洞见到的东西

中 。 关于意识的三个命题勾勒出意识之本性的基本结构：

但是意识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

意识自身考查自己。

第二个命题从下述角度来阐明第一个命题：它表明，意识得以

把握在其真理性中的自身的“它自己的概念”，乃是这种自我把握

的过程的尺度，而这个尺度与被衡量的东西一起，归于意识之中 。

第三个命题指示出被衡量的东西与尺度的原始统一性，而意识就

是作为这个原始统一性成其本质的，因为它自身就是考查性的比

较，从这种比较而来，两者才与显现者的显现一道显露出来。显现

的本质乃是经验。“经验”这个词现在已然具有那种含义，即它在

对意识之本性的说明中已经包含着的那种含义。

但通过前面的考察，凭着这三个关于意识的命题，已经得出了

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必须总是已经得到了命名，因为从其自身的方

式来看，它是不可回避的。黑格尔本人直到在其中出现了“经验”

这个关键词语的那一节才道出了这个东西 。 所有这三个命题的动

词都是有歧义的 ：第一个命题中的“是”，第二个命题中的“提供”以

及第三个命题中的“考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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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本身是它自己的概念，同时又不是它自己的概念。 意识

以下述方式是它自己的概念，即：概念在意识中生成，而意识在概

念中找到自己 。

意识自身给它自己提供尺度，同时又没有给它提供尺度。意 182

识提供尺度，是因为意识之真理性来自意识自身，而意识自身作为

绝对确定性达到其显现。 意识又没有提供尺度，因为意识总是一

再扣留着尺度，从而可以说把尺度隐瞒起来一一这个尺度，作为始

终非真实的对象，是承受不了什么的。

意识自身考查自己，但又没有考查自己。意识考查自己，因为

意识根本上乃是根据那种对对象性和对象的比较才成其所是的。

意识又没有考查自己，因为自然的意识固执于它的意见，未经考查

地把它的真理冒充为绝对真理。

以这种两义性，意识泄露出它的本质的基本特征：它已经是某

种东西，同时又还不是某种东西。 意识意义上的存在意味着：居留

于“已经”的“尚未”中，而且，这种“已经”就在“尚未”中在场。在场

自身就是一种人于“已经”的自我指引 。 它动身走上通向这个“已

经”的道路。它自身为自己构成道路。意识的存在就在于它自行

运动，它为自己开辟道路。 存在，被黑格尔思考为经验的存在，具

有运动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在这一节的开头就道出了经验的本

质，他说：“……辩证的运动……”恰恰就是人们称之为经验的那种

东西，而且在此是根据现象知识的科学所陈述的东西来理解的 。

倘若我们认为，黑格尔仅仅是把陈述标识为一种经验，以强调陈述

必须遵循现象，并避免沦于空洞的构造，那么，我们这种看法或许

是对原文最糟糕的曲解了 。 这里要思考的经验并不属于陈述，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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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陈述之特性的一个标志，相反地，倒是陈述归属于经验之本

质。经验乃是显现者本身的显现。 对显现的陈述是显现的一部

183 分，属于显现，因为显现乃是意识在其中实现其实在性的运动 。

黑格尔以着重号把这种运动称为“辩证的” 。 无论是在前面的

段落中，还是在下面的段落中，他都没有对这个仅仅在这里使用的

术语作出解释。 因此，我们试图根据前面关于意识之本性的思考

所得出的结论来理解这种辩证的东西 。 人们或许也可以根据正

题、反题和合题的统一，或者根据否定之否定，来说明这种辩证的

东西 。 不过，任何方式的论题都在意识中有其本质，就连否定

性 根据否定被理解的否定性－一也植根于意识之中 。 但意识

的本质被认为只有通过它的本性的展开才能得到规定。同样地，

辩证法是否仅仅是认识的方法，或者辩证法是不是作为某种实在

的客观实在本身的一个特性一一这个问题，我们且撇开不究。只

要实在之实在性存在，这种实在性如何植根于意识之存在中，以及

这种存在的情形如何等问题还没有得到确定的解决，则上面的问

题就还是一个假问题。 关于辩证法的探讨犹如人们根据静止的污

水来解释喷涌的源泉 。 也许，通向源泉的道路还远着呢。 但我们

必须做出努力，借黑格尔的帮助，指出这条道路的方向 。

意识作为意识乃是它自己的运动，因为意识乃是存在状态上

暨前存在学上的知识与存在学上的知识之间的比较。 前一种知识

需要后一种知识。后一种知识向前一种知识提出要求，要求成为

前一种知识的真理性 。 在一方与另一方之间（ 01α），有这些要求的

话语，有一种λ句ElV［言说、放置、聚集］。在这种对话中，意识向自

己说出它的真理性 。 这种01αλtγElV ［对话］乃是一种 01αλEyrn8ai



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211 

［ 自行聚集］。① 但这种对话并不滞留于意识的某一种形态中。作

为对话，它穿越<Stα）意识之形态的整个领域。在这种穿越中，它 184

把自身聚集到它的本质的真理性中 。 这种普遍的聚集即Stαλ句ElV

f对话］乃是一种自行聚集c &Potαf..eyeoElαt） 。

意识是作为自然的知识与实在的知识之间的对话②的意识，

这种对话贯穿意识的所有形态而完成对意识之本质的聚集。就意

识之形成既作为自行聚集着的对话又作为自行表达着的聚集发生

出来而言，意识的运动是辩证的 。

惟有根据存在状态上暨存在学上的意识的辩证特性，我们才

能取得意识之表象的论题特性。 因此，把辩证法描述为正题、反题

与合题的统一体，这始终是正确的，但也始终只是一种派生出来的

描述。 对于把辩证法解释为无限的否定性的做法，情形亦然 。 这

种无限的否定性的基础乃是意识的对话形态向绝对概念的普遍的

自行聚集；而作为绝对概念的意识就在其完成了的真理性中存在。

论题一肯定特性和否定着的否定是以原始辩证的意识之显现为前

提的，但绝不构成意识之本性的成分。 我们既不能在逻辑上根据 ·

表象的肯定和否定来解释辩证法，也不能在存在状态上把它确定

为实在的意识范围内的一种特殊的活动和运动方式。 辩证法作为

一种显现方式归属于存在，而非在作为非在者的布在状态从在场

中展开出来。 黑格尔不是辩证地把握经验，而是根据经验的本质

来思考辩证法。经验乃是那个作为主体的根据主体性而得到规定

① 希腊文81aλeyeσBat是81a:>-eye1v的动态或被动态形式． 一一译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在何种意义上这也适合于“逻辑学”？何者之间的对话？ 一一

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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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

185 经验的决定性的本质环节在于：意识在经验中获得新的真实

对象。这里重要的是作为真理性之发生的新对象的发生，而不在

于一个对象被看作某种与认识相对的东西了。实际上，我们现在

不再能够把对象思考为与表象相对立的东西，而是要把它思考为

那种东西，它与旧的对象（还不是真实的对象）相对立而作为意识

的真理性产生出来。经验乃是意识一一就意识存在而言一一驶向

其概念的方式；而意识作为它的概念才实际地存在 。 这种行驶着

的伸展在显现着的真理中通达真理性之显现。在通达真理性之

际，它也就达到显现本身的自我显现。经验中的“行驶”具有“拉、

牵引、移动”的原始含义。① 木匠在建造房屋时沿着木梁在某个方

向上移动。行驶是一种“伸向……”，比如一个人迁移到另一个的

视野中。行驶是一种“护送着达到……”，比如牧人外出放牧，护送

牧群上山。所以，经验乃是伸展着和通达着的达到。经验乃是一

种在场方式，也即一种存在方式。 通过经验，显现着的意识本身人

于其本己的在场寓于自身而在场。经验把意识聚集于它的本质的

聚集之中 。

经验乃是在自我表象中成其本质的在场者的在场状态的方

式。一向在意识之形成史中对意识而言产生出来的新对象，并不

是某种真实之物和存在者，而是真实之物的真理性，是存在者之存

在，是显现者之显现，是经验 。 根据第十四节末尾一句话来看，新

① 德文“经验”（ das Erfahren）的词根为“行驶”（das Fahren）.在海德格尔看来具

有“拉、牵引、移动”（das Ziehen）之义．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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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无非就是经验本身 。

在其 esse［存在］中的 ens ［存在者］的 essentia ［本质］乃是在

场（ Prasenz）。 而在场乃以呈现（ Prasen ta ti on）方式成其本质。 但 186

由于 ens［存在者］， 即 subiectum ［一般主体］，此间已经成了 res

cogitans［思维体］，所以，这种呈现在自身中同时又是表象着的，

也即是再现（Reprasentation）。黑格尔在“经验”一词中所思考的

东西首先说明 res cogitans［思维体］作为 subiectum co-agitans［心

灵主体］是什么。经验是绝对主体的呈现；这个绝对主体乃在再现

中成其本质并因而自我完成。经验乃是绝对主体的主体性。 作为

绝对再现的呈现，经验是绝对者的在场CParusie ） 。经验是绝对之

绝对性，是绝对在彻底的自行显现中的显现。一切都取决于我们

把这里所谓的经验思考为意识的存在。但存在意味着在场。 在场

公布自身为显现。 显现眼下乃是知识的显现。经验作为存在成其

本质；在这种存在中，蕴含着作为显现之特性的表象（呈现意义上

的表象） 。 即使是在经验知识的通常意义上使用“经验”一词时，黑

格尔首先关心的也是在场因素。这时，他把经验理解为“对当前事

物本身的注意”（参看《精神现象学》序言，霍夫麦斯特版，第 14

页） 。 相当谨慎地，黑格尔绝不只是说，经验乃是对当前事物的注

意，而是说，经验是对在其在场中的当前事物的注意。

经验关涉在其在场中的在场者。 但意识通过考查自己而存

在，就此而言，意识驶向它的在场，以便通过这种在场。现象知识

的显现必然在其在场中再现自己，也即陈述自己 。 陈述属于经验，

并且归属于经验之本质。陈述不只是经验的可有可无的配对物。

因此，只有当我们揭示出现象知识的陈述以何种方式归属于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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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7 本身，这时候，我们才能把在其完全的本质中的经验思考为绝对主

体意义上的存在者之存在状态 。 倒数第二节（即第十五节）就是要

完成最后一个步骤，以进入作为绝对之此在（Dasein）的经验的本

质中。

E黑格尔】

（十五）在我们对经验过程的这个陈述里，有一个环节似乎使

这里所说的经验与通常所理解的经验不尽一致 。 在这里，从第一

种对象以及从这种对象的知识发展到另一种对象，即，发展到人们

称之为经验的那种对象，其间的过渡被说成为：对第一种对象的知

识，即，第一种自在的为意识的存在，本身变成了第二种对象 。 与

此相反，通常所理解的情况则好像我们是从一种另外的对象上经

验到我们的第一种对象的非真实性的，而这另外的一种对象，是我

们偶然地从外面找到的对象；因而归根到底我们所有的对象，只是

那种对自在而自为的东西的单纯的把握。 但按照上述的那种看

法，新对象的出现显然是通过一种意识本身的转化而变成的 。 像

这样地来考察事物，乃是我们的额外做法，通过这种考察，意识所

经历的经验系列，就变成一个科学的发展进程；只是，这种考察并

不考察我们正在考察着的那种意识。但我们在这里的情况，也就

跟我们在前面讨论这种陈述与怀疑主义的关系时所说的是同一个

情况，即是说，从一个不真实的知识里产生出来的任何一次结采，

都不会变成一个空无所有，而必然地要被理解为对产生结采的那

个东西的否定；每一次的结果，都包含着以前的知识里所包含着的

真理 。 这种情况在这里表现成这样：由于当初作为对象而出现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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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之前的东西归结为关于这个对象的一种知识，并且由于自在

变成了自在的一种为意识的存在，变成了一种新的对象，因而也就

出现了一种新的、具有不同于以前的本质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

就使意识形态的整个系列按照它们的必然性向前发展。不过，这

种必然性，或者说，新对象的出现一一新对象在意识的不知不觉中

出现于意识面前一一在我们看起来，仿佛是一种暗示发生于意识

背后的东西 。 因此，在意识的运动过程里就出现了一种环节，即自

在的存在或为我们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为我们的（我们研究意识过

程的人，知道它出现），而不是为意识的（意识并不知道它的出现），

因为意识正在聚精会神地忙于经验自身。然而这种为我们出现的

存在，它的内容却是为意识的，我们只另外把握了它的形式，亦即

它的纯粹的出现；所以就它是为意识的而言，这种新出现或新发生

的东西只是一种对象，而就它是为我们的而言，它就同时又是一种

形成运动 。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学了，

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

【海德格尔】

第十五节开头讨论的是自然的意识所具有的关于人们所谓的

经验的观念。 这个观念是与黑格尔所思考的经验背道而驰的 。 这

意味着：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经验对自然的意识来说始终是难

以达到的 。 它乃是存在者的存在状态，因此，我们无论在哪里都不

能把它当作存在者范围内的一个存在着的物件而把它发现出来。

如果我们要从某个对象那里，譬如在我们使用的某个工具那里，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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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令人满意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在我们所经验的对象被应用于

其上的那个对象上取得这种经验 。 如果我们要在某个人身上取得

简单的经验，那么，我们就要在某些特定的时机，在这个人得以证

明自己的情形和关系中来取得经验 。 我们就某个对象所取得的经

验并不关涉这个对象本身，而是关涉到另一个我们所提供的对象，

我们参与其中的对象。 在通常的经验（即 experiri）中，人们是根

据由其他对象设定起来的条件来看要考查的对象的 。 这些其他对

象给出了我们要考查的对象的条件 。 如果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以

往所具有的关于要考查的对象的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新提供出来

的那些对象中分得了这种改变所带来的新东西 。 旧对象的非真理

性显示在新对象上面，而后者是我们要直接表象的，以便同样地在

表象之际把它置入与那个我们想对之有所经验的已经熟悉了的对

象的比较关系之中。而在意识本身藉以存在的那种经验中，情形

恰恰相反 。

如果我们表象一个对象的对象性，一个真实之物的真理性，那

188 么我们就取得了有关旧对象的经验，而且，这样一来，恰恰在旧对

象那里，产生了新的对象，即对象性 。 在旧对象那里，并且由之而

来，新对象升起并进入其状态之中 。 因此，要紧的事情是，不仅要

坚持不向另一个直接现成的对象逃遁，而且首先要专门去探究旧

对象。自然的意识把它所表象的东西和它的表象直接表象为存在

者，而不去注意它同时已经表象出来的存在 。 所以，如果自然的意

识要去关注存在者之存在，那么，它不仅必须保持在存在者那里，

而且必须返回到在它对存在者的表象中已经处于被表象状态的东

西那里，由此来探究存在者。 就显现者的显现显露出来而言，意识



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217 

已经以某种方式扬弃了通常的表象，并且从显现者返回到显现那

里了 。

在显现的自行显现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意识本身的转化”。转

化乃是意识的经验的基本特征。实际上，它乃是“我们的额外做

法”。 在意识的这种转化中自行陈述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为意识”

的，也即并不是为自然的意识的。在这种转化中自行陈述出来的

东西，并不是“为它”的，即并不是为“我们所考察的”意识的，而是

“为我们”的，是为我们所考察的“我们”的 。 这个“我们”是谁呢？

这里的“我们”就是那些人，他们虽然在自然的意识的转化中

让这种意识保留在其意见中，但同时又特别地观看着显现者的显

现。 这种特别地专注于显现的观看，乃是怀疑藉以实行的那种审

视；这种怀疑预见了绝对之绝对性，并且先行对这种绝对性有了准

备。 在彻底的怀疑主义中显露出来的东西“为我们”而显示自身，

亦即为那些在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之际已经具备存在的人们而

显示自身。 在怀疑中起支配作用的意识的转化乃是一个配备过

程，意识正是通过这个过程而对显现有了准备。诚然，向如此这般

被配备者显示自身的东西，就其内容而言，是归属于意识本身的， 189

并且是“为它”的。但显现者显示自身的方式一一亦即作为显

现一一乃是显现者的外观，即它的eToos〔爱多斯、外观］，后者形成

一切显现者，把一切显现者置入景观之中并赋以形象，那就是µop-

φ内［形式］，即 forma 。 黑格尔称之为“形式”。这个形式绝不是“为

它”的，不是为自然的、直接表象着的意识的。 就这个形式为意识

而存在而言，它对意识来说始终仅仅作为对象而存在，而绝不是对

象性。 形式，即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是“为我们”的，这个“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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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中并不直接观看显现者，而是观看显现者之显现。 意识的转

化乃是一种表象的转化；它并不从直接的表象拐向偏门旁道上去，

而毋宁说，它是在自然意识的范围内去关注那种东西，这种东西使

得直接的表象能够把某物当作在场者来加以知觉。

在意识的转化中，我们关心的是任何一种自然意识都不能发

现的东西。我们观看的是“发生于意识背后的东西”。 这也包含了

转化。通过转化，显现者之显现得以进入陈述之中 。 惟有这种转

化才把经验翻转并设置人陈述中 。 通过这种转化，意识的经验便

“提升到科学的发展进程”中。陈述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象出来 。 它

乃是关于δv iJδv［存在者作为存在者］的科学 。 我们在转化中转

向对显现者本身的审视；这种转化把我们的观看带入科学的发展

进程中。针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怀疑把存在者置回到它本身，以致

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在“作为”（ als）中显示自身。这种转化特别地

使这个币［作为］在与δv［存在者］的关联中发生出来 。 这样，经验的

决定性因素一一意识自身通过这种经验而在其显现中自行显

现一一就在这种转化中。但这种转化却是“我们的额外做法”。

190 然而，在前面几节中（特别如在第十二节中），黑格尔不是已经

花了全部的思考，想要表明，在现象知识的陈述中我们恰恰必须撇

开我们的观念和思想，才得以保持“纯粹的审视”吗？在第十三节

中，黑格尔不是明确地说，意识自身考查自己，因此“我们的额外做

法”是多余的吗？通过撇开一切额外做法，我们得以达到这样一

点，即，显现者从自身而来在其显现中显示自身 。 但这种撇开不会

自行发生。如果连放手不干也是行为，那么，这种撇开也是一种行

为了。这种行为必然是一种额外的做法。因为，只有当彻底的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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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主义的怀疑预见到存在者之存在时，存在者才能自由地从自身

而来显现出来，并且让它的显现闪耀出来。 意识之转化的额外做

法乃是让显现者本身显现出来 。 这种额外做法并不是把与经验格

格不入的东西强加给经验。 毋宁说，它只是特别地从经验本身中

产生出包含在作为意识之存在的经验中的东西；而这种意识，根据

第一个关于意识的命题来看，自身就是它自己的概念。 所以，这种

额外做法甚至也绝不能消除那种对陈述来说必需的纯粹的审视。

在这种额外做法中，并且通过这种额外做法，纯粹的审视倒是开始

了 。 因此，这种审视保持在额外做法中 。

在前一节中，黑格尔说，经验乃是意识本身对它自身所实行的

运动。 这种实行乃是那种力量的运作一一绝对之意志作为这种力

量而意求绝对在其绝对性中寓于我们在场。 绝对作为意志而存

在；这种意志以经验方式运作。 经验乃是伸展着和通达着的到

达一一显现就是作为这种到达而自行显现的 。 作为这种到达（在

场），经验标示着意志之本质，这种本质与经验的本质一道，自行遮

蔽于存在之本质中 。 我们这里所思考的经验既不是一种认识方

式，也不是通常所见的意欲方式。 绝对之意志作为经验而运作，寓 191

于我们而存在，也即作为显现者而为我们显现出来。 显现者在其

显现中为我们陈述出自己，因为我们对转化是有额外的贡献的 。

这种额外做法因此意求绝对之意志。 这种额外做法本身乃是绝对

之绝对性所意愿的东西。 意识的转化并没有把我们这边的什么自

私自利的东西强加给绝对。 它把我们置回到我们的本质中，这种

本质在于：在绝对之在场（ Parusie）中在场（anwesen ） 。 这对我们

来说意味着：把在场陈述出来。 经验之陈述根据经验之本质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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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意愿，意愿成为经验的一部分。额外做法揭示出我们在审视中

亲近于绝对之绝对性的情况。

经验乃是存在者之存在。存在者此间已经显现在意识之特性

中，并且作为显现者存在于呈现中 。 但如果经验之本质包含着陈

述，如果陈述以转化为基础，如果作为我们的额外做法的转化乃是

对我们的与绝对之绝对性的本质关系的实行，那么，我们的本质本

身就归属于绝对之在场。 转化乃是深入绝对性的怀疑 。 它转化一

切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 。 由于预先具备了显现，它超过一切显现

者本身，包含一切显现者，并且开启出显现在自身中自行显现出来

的那个场所的范围。在这个场所中，并且贯穿这个场所，陈述展开

其行程，它不断地以怀疑方式先行于自己 。 在转化中，陈述在自身

面前具有绝对之绝对性，从而在自身那里具有绝对。 转化开启并

界定了意识之形成史的场所。 如此这般，转化便保证着意识经验

的完整性和发展进程。意识之运动是由于意识先行于自身，在先

行于自身之际返回到自身那里，在返回之际又展开为意识之在场，

192 并且作为在场而成为持续的。意识的彻底的、持续的在场状态乃

是绝对之存在。通过转化，现象知识便在其显现中并且仅仅在这

种显现中显示自身 。 显现者外化而进入其显现。 通过这种外化，

意识便出离而进入其存在之极致。但意识既没有因此而离开自身

和它的本质，绝对也并没有由于这种外化而落入其空虚的软弱之

中 。 而毋宁说，这种外化是显现之丰富性的保持，所凭靠的是意志

的力量，而绝对之在场就是作为这种意志而运作的 。 绝对之外化

乃是它的进入其绝对性的显现过程中的回忆。 外化根本不是那种

进入抽象的异化，相反地，恰恰是通过外化，显现才在显现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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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为游刃有余的。

无疑，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是，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主体性

是存在之本质的特有命运一一在其中，存在之无蔽状态（而不是存

在者之真理）自行隐匿，从而规定着一个特有的时代。在主体性范

围内，每个存在者本身都成了对象。一切存在者都是根据这种持

存化并且在这种持存化中成为存在者的。如果说，在技术的本质

建基于其中的这个主体性时代里，自然被当作存在而与意识对立

起来，那么，这种自然就只是那种存在者，就是作为现代的技术对

象化过程之对象的存在者 这种对象化过程毫无差异地向事物

和人类的持存发起进攻。

惟有意识之转化首先特别地开启出那个区间（01α），在此区间

范围内，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才达到它自己的语

言。同时，作为针对绝对之绝对性的怀疑，这种转化也开启出那个

完整的领域，贯穿C01α）这个领域，意识才把它的历史聚集到完成

了的真理性之中，并且以此方式形成它自己。意识之转化揭示着

双重的λEyw8α1［言说］中的双重的“之间”（01α）。首先并且一般 193

地，这种转化形成了那种运动的辩证法的本质空间，而经验就是作

为这种辩证的运动，展开自身而成为意识的存在。

意识之转化乃是怀疑之观看的实行；怀疑观看着，因为它已经

具备了绝对性，从而通过绝对性而拥有了绝对性。 怀疑的“已经看

到”（ vidi）是有关绝对性的知识。意识的转化乃是那种展开为现

象知识之陈述的知识的本质中心。 于是，陈述就是意识本身向着

显现中的自行显现发展的过程。它是“走向科学的道路”。作为如

此这般被理解的走向科学的道路，陈述本身就是科学；因为陈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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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展开自身的这条道路乃是经验意义上的运动。在经验中并且

作为这种经验而运作着的力量，乃是在其在场（Parusie）中意求自

身的绝对之意志。在这种意志中包含着那条道路的必然性。

黑格尔把他在第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中关于经验的本质所得出

的思考结果概括为一个句子。他把这个句子与前一段文字分开

来，构成单独的一句。这个句子于是便立即把前面的所有段落都

汇集到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中。这个句子如下：

由于这种必然性，这条达到科学的道路本身已经就是科

学了，而且就其内容来说，乃是关于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

如果我们把这个句子中带着重号的词语放在一起，它们就构

成了黑格尔起先给《精神现象学》所加的标题，即：“意识经验的科

学”。从字面上看，前面各节就是展开对这个标题的阐释 。 经验是

194 现象知识本身的显现。意识经验的科学把显现者作为显现者陈述

出来。这个显现者乃是ω［存在者］，即意识意义上的存在者 。 陈

述的怀疑。EwpEI Tδω 币 ov Kαl TO TOVTc+J 心节也PXOVTαKαe ' 

αVTφ ， “观照（在显现中的）在场者作为（如此）在场者，并因而（观

照）在后者（在其显现中的显现者）那里凭本性就已经居支配地位

的东西”。①

陈述自己为那种意志的力量做好了准备；作为这种意志，绝对

意求着它的在场状态（Parusie）。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描绘的对存

①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 4 卷，第 1 章， 1003a21 .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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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者作为存在者的观照称为何lσT巾fl Tl ＇）［某种知识］，就是我们

的观看和知觉寓于在场者本身而持留的一种方式。 作为寓于持续

在场者的持留的方式，何lσT巾η［知识］本身就是人类寓于无蔽的

在场者而在场的一种方式。 如果我们用“科学”来翻译emσT阳n

一词，并且随心所欲地认为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们一般地在“科

学”这个名称下所了解的东西，那么，我们就把自己逼人歧途了 。

而如果我们在这里用“科学”来译这个印lσ叫川，那么，要使这种

阐释成为合理的，我们就必须把知识理解为“已经看到”，并且根据

那种“看”来思考“已经看到”一→这种“看”面对在场者本身的外

观，并且注视着在场状态本身。 从如此这般得到思考的知识来看，

绝非偶然地，亚里士多德的emσ叫问 Tl＇）［某种知识］就与黑格尔所

谓的“科学”有着本质的关联，尽管这门科学的知识随着在场者之在

场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如果我们仅仅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科

学”这个名称，那么，人们通常所谓的诸门科学便是等而次之的科学

了 。 诸门科学根本上就是哲学，但它们之为哲学，乃是由于它们离

弃了它们自己的基础，并且以自己的方式把自己建立在哲学已经为

它们开启出来的领域之中 。 这个领域就是T仪Vfl〔技艺］之领域。

亚里士多德把他所描绘的科学，即考察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 195

的科学，称为第一哲学。 但第一哲学不仅仅要考察在其存在状态

中的存在者，而且也考察那种完全与存在状态相符合的存在者，即

最高存在者。 这个最高存在者， To Eleiov ，即神性者，也在一种十

分奇怪的歧义性中被称为“存在”。 第一哲学作为存在学，也是关

于真实存在者的神学。 更确切地，也许应该把它称为有神论

CTheiologie ） 。 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科学，本身就是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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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的（onto-theologisch ） 。①

与此相应，黑格尔没有把现象知识的陈述称为意识经验的科

学，而是把它称为“科学” 。 它只是科学“的”一部分。 因此，在“意

识经验的科学”这个名称之上，还明确地有“第一部分”的字样。意

识经验的科学本就指示着科学的另一部分。 这另一部分并不低于

第一部分，正如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神学并不低于存在学。 但两者

当中无论哪一方也并不高于另一方 。 两者相互间也不是同等的 。

两者一向各有自己的方式，而又是同一的 。 这种关于第一部分和

第二部分的说法始终是浅薄的；但它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自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尼采，形而上学的存在 神学本质的统一

性基础始终是深深地被遮蔽着的，以至于连对这个基础的追问也

还没有过。 而存在学和神学倒是在变动不居的观点上动摇不定，

一会儿存在学，一会儿神学，被认为是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第一性的

和真正的科学 。 对于黑格尔来说，意识经验的科学，也即关于在其

此在中的真实存在者的存在学，指示着作为“真正科学”的科学的

另一部分。

【黑格尔】

（十六）意识对其自身的经验，按其概念来说，是能够完全包括

整个意识系统，即，整个的精神真理的王国于其自身的；因而具理

的各个环节在这个独特的规定性之下并不是被陈述为抽象的、纯

① 后期海德格尔把西方形而上学的本质机制理解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 （ Onto

Theo-Logik），以标明形而上学是“存在学”和“神学”的一体 ． 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的

《同一与差异》中的《形而上学的存在 神一逻辑学机制》一文。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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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环节，而是被陈述为意识的环节，或者换句话说，意识本身就

是出现于它自己与这些环节的关系中的；因为这个缘故，全体的各

个环节就是意识的各个形态。 意识在趋向于它的真实实存的过程

中，将妥达到一个地点，在这个地点上，它将摆脱它从外表看起来

的那个样子，从外表上看，它仿佛总跟外来的东西，即总跟为它（意

识）而存在的和作为一个他物而存在的东西纠缠在一起；在这个地

点上，现象即是本质；因而恰恰在这个地点上，对意识的陈述就等

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而最后，当意识把握了它自己的这个本质

时，它自身就将标示着绝对知识的本性。

【海德格尔】

第十六节是这段导论的结尾，它对上述联系作了展望。 但只

有当我们注意到，经验乃是那个作为意识而在意识之形态中在场 196

的存在者的存在状态，这时，上述的这种联系才会表明自己。在场

者之在场状态，即δv［存在者］的ovoiα［在场］，对于希腊思想家来

说一一自从ω作为φvat） ［ 自然〕涌现出来一一就是φαiVEσ6ai［显

现］，即：自行显示着的显现。 与此相应，在场者的多样性（即T也

δVTα［诸存在者］）被思考为那种在其显现中直接被接受的东西，

即：TO OOKOVVTα［假象］。 06巳α〔意见］直接地采纳和接受在场

者。 相反地，voeiv［思想］则是那种觉知，它采纳在场者作为这样

一个在场者，并且就其在场方面来审察在场者。 由于ω［存在者］

即在场者是两义的，既意味着在场者本身又意味着在场，所以，这

个δv［存在者］本质上必然地并且原始地与VOEiv[ J思想］和06~a ［意

见］相关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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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那个在确定性中被认识的东西的存在，也具有在场的

基本特征 。 它作为显现而成其本质 。 但在知识的在场中，也即在

res cogitans[J思维体］意义上的 subiectuum［主体］的在场中，显现

不再是作为Eloos［爱多斯］的 idea［理念］的自行显示，而是作为

perceptio［知觉］的 idea［理念］自行显示。现在，显现乃是以再现

领域中的呈现为方式的在场。 现象知识的显现乃是意识的直接在

场。 但这种在场是以经验的方式成其本质的 。 随着这种经验，绝

对，即精神，得以进入被展开了的“精神真理的整个王国”中 。 可

是，精神真理的各个环节乃是意识的各个形态，后者在经验的过程

中摆脱了那一切东西 这一切东西一向只对自然的意识来说看

来才是真理，因为它们在自然意识的历史中一向只是为它的 。 相

反地，一旦经验已经被完成，则显现者的显现就得到了纯粹的闪

现；作为这种纯粹的闪现，绝对绝对地寓于它自身而在场，绝对自

身就是本质了。在这种纯粹的闪现中，运作着那种由经验的运动

对意识本身所实行的力量。在经验中起支配作用的绝对之力量

197 “推动意识趋向它的真实实存”。在这里，实存（ Existenz）意味着

以自行显现为方式的在场。在这一点上，绝对之纯粹显现就是它

的本质。

在场（ parusie）是那种在场状态，在其中绝对在我们近旁存

在，同时又作为这个绝对寓于它自身。所以在这一点上，显现的陈

述也就等于是“真正的精神科学”。现象知识的科学通向真正的科

学，归于真正的科学。真正的科学陈述出，绝对自身在其在场状态

中如何向其本身在场。真正的科学乃是“逻辑科学” 。 这个名称是

传统式的 。 逻辑被看作关于概念的知识。 但概念一一意识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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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才是它自己的概念 现在指的是处于它自己对自身的绝

对把握中的那个绝对的绝对自我把握。 关于这种概念的逻辑乃

是有关绝对的存在学上的有神论。它并不像意识经验的科学那

样陈述出绝对之在场，而是陈述出在其向自身的在场中的绝对

状态 。

在“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中，加了着重号的“经验”一词

位于中间 。 它在意识与科学之间起中介作用 。 在这方面看，这个

标题的意思是与事情本身相一致的 。 作为意识的存在，经验本就

是那种转化，借助于这种转化，意识才在其显现中把自己陈述出

来。 这就是说：在陈述中，经验就是科学。 但自然的表象直接地来

理解这个标题，并且仅仅在下述意义上来理解它，即：科学的对象

是经验，而这种经验又是关于意识的经验。 不过，被冠以这个标题

的这部著作正是通过对意识的转化的陈述来阐述这种转化的 。 而

这种转化是把自然的意识倒转过来。 因此，只要我们还按照自然

意识的习惯来读解这个标题，那么，这个标题就还没有得到理解。

“经验的”和“意识的”这两个第二格并不是指一个第二格宾语，而

是指一个第二格主语。① 主语（主体）是意识，而不是科学。 意识 198

才是以经验方式存在的主体。 而经验乃是科学的主体（主语） 。 另

一方面，无可争议的是，第二格宾语亦有其意义，尽管这只是因为

第二格主语的作用所致。 确切地说，两者当中，没有哪一个对于另

① 根据日常德语的语法看来，“意识〈的）经验的科学”（ Wissenschaft der Erfahr

ung des BewuBtseins）这个标题中的主ia ＜主词〉是“科学”，“意识（的）”和“经验（的）”都

是第二格，限定“科学”这个主语． 但海德格尔却认为，在此“意识”才是主语．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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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优先性 。 两者都指示着在其主体性中的绝对主体的主体一

客体关系。着眼于这个在经验中有其本质的主体一客体关系，我

们必须把自己置入这个起中介作用的词语的中心，时时既瞻前又

顾后地来思考这个标题。

在两种意义中，第二格都指示着那种关系，这种关系为转化所

利用，而向来没有予以特别的思考，那就是：作为存在者与存在的

关系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辩证的运动确立于其中的场所虽然

被转化开启出来了，但是，这个场所作为那种关系的敞开领域恰恰

被掩蔽起来了 。 自然的意识与绝对的意识之间的怀疑的对话在对

绝对之绝对状态的先行观看中洞见了这个场所。辩证的怀疑乃是

思辨哲学的本质。 在标题中出现的第二格既不仅仅是主语（主体）

的，也不仅仅是宾语（客体）的，甚至也不只是两者的结合 。 它们属

于辩证的一思辨的第二格 。 这种第二格之所以在标题中显示出

来，只是因为它自始就贯通着那种语言，即意识的经验在完成它的

陈述时所说的语言 。

最初选定的标题《意识经验的科学》在著作付梓时被删掉了 。

但解说标题的这个段落保留了下来 。 这个标题则由另一个标题取

199 而代之了 。 它就是现在的《精神现象学科学》。 所以，虽然保留下

来的段落根本就没有讨论精神现象学，但它成了对新标题的恰当

阐释 。 当这部著作在 1807 年出版时，也是有这个新标题的；当

时，这部著作被冠以一个总题目，叫做《科学体系，第 1 部，精神

现象学》。 而当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去世后不久作为黑格尔《全

集 》第 2 卷原封不动地再版时 (1832 年），它的标题只叫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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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了。标题中不易察觉地删去了一个冠词“这个”。① 但在

这个举动后面，却隐藏着黑格尔思想及其传达方式的一个决定

性变化。从内容上看，这种变化涉及体系；从时间上说，这种变

化始于《精神现象学科学》发表后不久；而且，也许是黑格尔转入

纽伦堡人文中学接受教职，才诱发和强化了这种变化。他在中

学的教学活动进而也对他后来重新接受的大学教学活动产生了

影响。

当《精神现象学》最初发表时，《科学体系》这个总标题具有辩

证的一思辨的多义性。 它并不意味着 ：分门别类地把诸科学编排

到一个设想出来的秩序中 。 它也并不意味着：把作为科学的哲学

系统地描述出来。《科学体系 》指的是：科学在自身中就是绝对之

绝对性的绝对体制 。 主体的主体性是这样成其本质的，即，它在自

我认识之际使自己适应于其结构的完整性。 这种自我适应就是主

体性的存在方式。 “体系”乃是绝对的共同出现，绝对自行聚集到

它的绝对性之中，并且通过这种聚集而得以在它自己的在场状态

中持存 。 科学乃是体系的主体，而不是它的客体。但科学是这样

成为主体的，即，科学在归属于主体性的同时一道构成了绝对之绝

对性。 在首次出版《精神现象学》那阵子，科学对黑格尔来说就是

关于作为存在者的真实存在者的存在一有神论上的知识。它以双 200

重方式把其整体展开为“精神现象学科学”和“逻辑学”。在当时，

黑格尔的“逻辑学”是绝对的有神论，而不是存在学。而存在学则

① 《精神现象学》1807 年初版时，书名为《科学体系，第 1 部，精神现象学》CSys

tern der Wissenschaft Erster Tei I, die Phiinomenologie des Geistes); 1832 年再版时，

只叫《精神现象学》了，且删去了“现象学”一词前的冠词“这个”（die）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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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展开为“意识经验的科学”。 现象学是“第一科学”，逻辑学是在

被理解为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第一哲学范围内的真正科学 。 存在

者本身之真理乃是形而上学的本质 。 但就像他之前的康德和他之

后的谢林（后期谢林）一样，黑格尔也没有克服学院形而上学的说

教体系所具有的久已固定下来的力量。 尼采竭力反对这种体系，

仅仅是因为尼采的思想必然还停留在本质性的、存在 有神论的

形而上学体系中 。

那么，黑格尔为何抛弃了最初选定的《意识经验的科学 》这个

标题呢？我们不得而知 。 但我们不妨对此加以猜度。是黑格尔对

他自己强调地置之于中间位置的“经验”一词感到畏惧了吗？在这

里，这个词乃是表示存在者之存在的名称。 对康德来说，它是指惟

一可能的关于存在者的理论知识。重新去聆听“经验”（erfahren)

一词的原始意义的回声（黑格尔也许听到了这种回声） ： “经验Y作

为伸展着的到达，这种“到达”作为在场、 ElVα 1 ［存在、是］ 、存在的

方式一一这看起来难道不是太过冒险了吗？把这一古老的音调提

升为这部著作所说的语言的基本音调，甚至在并没有出现“经验”

一词的地方也这样做 这看起来难道不是过于大胆了吗？在这

部著作行文过程的所有关键段落中，在启承转折的地方，这个词确

实都出现了 。 诚然，在最后描述作为精神的意识的显现的那个主

要部分中，这个词又隐退了 。 但另一方面，在著作完成后所写的前

言中，黑格尔也还谈到了“精神经验的体系”。

201 可是，《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还是消失掉了 。 而与之相

随，“意识”一词也一起从著作的标题中消失掉了，尽管意识作为自

我意识构成了绝对之绝对性的本质领域，尽管意识乃是现代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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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陆地一一这块陆地现在已经把自己当作“科学体系”来占有

了，并且完全地测度了自己 。

《意识经验的科学》这个标题消失后，代之以新的标题 ： 《精神

现象学的科学》。 这个新标题的构造与旧标题十分一致 。 我们必

须同样地把它的第二格理解为辩证的一思辨的 。 取代“经验”一词

的，是在学院哲学中已经常用的名称“现象学”。 经验的本质乃是

现象学的本质。 φαiveo6m［显现］，即被称为“精神”的绝对主体的

自行显现，以存在者状态上的意识与存在学上的意识之间的对话

的方式聚集自身。 现象学中的“学” C-Iogie）乃是两义的 51a挝γE

σ6α 1［ 自行聚集］意义上的λtγeoeαl〔言说］，后者标志着意识的经

验借以是意识的存在的那种运动。 现象学乃是精神与其在场（Pa

rusie）之对话的自行聚集 。 现象学在这里是表示精神之此在CDa

sein ） 的名称。 精神是现象学的主体，而不是现象学的对象。 这个

词在这里既不意味着一门哲学学科，它甚至也不是表示一种特殊

的、意在描述所与之物的研究方式的名称。 但由于绝对向着其在

场的自行聚集本质上要求着陈述，故现象学的本质就包含着一种

规定性，即成为科学一一而这并不是因为现象学是精神的一种表

象，而是因为它是精神的此在，即精神的在场状态。因此，恰当地

看，《精神现象学》这个简化了的标题并没有落入不确定性之中 。 202

它逼使我们的思想进入终极可能的聚精会神之中 。 “精神现象学”

意味着 ：运作中的绝对之在场CParusie) o 《精神现象学》一书出版

十年后，“现象学”在黑格尔《百科全书》(1817 年）的学院体系中被

贬降为精神哲学的一个狭隘部分。 犹如在 18 世纪那样，“现象学”

这个名称再度成为一门学科的名称。 这门学科介于人类学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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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之间 。

但如果说精神现象学是意识的经验，那么，这种精神现象学究

竟是什么呢？它就是彻底的怀疑主义。经验乃是自然的意识与绝

对的知识之间的对话。自然的意识乃是在任何时代里都历史性地

此在着的精神。不过，这种精神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它作为主

体性乃是现实的现实性 。 历史性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靠自身回

忆自己 。 而绝对的知识乃是对此在着的精神的显现的陈述。 它完

成着精神王国的存在构造的“机制”。 对话的过程把自身聚集到它

在其过程中才达到的那个领域中，以便在穿越这个领域之际把自

己确立于其中，并且在如此这般通达这个领域之际在其中在场。

对话的这一通达过程乃是一条绝望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意识

总是丧失它尚不真实的东西，总是献身于真理的显现。在“彻底

的怀疑主义”的对话的完成中，有一个警句如是说：“它完了（es

ist vollbracht）。”这个警句是在那条道路的场所里说的，在那里，

意识本身走向它的死亡，它被绝对的力量撕裂开来而进入它的死

亡中。在这部著作结尾处，黑格尔把精神现象学称为“绝对精神的

基地” 。

精神现象学科学乃是绝对之神学，它着眼于在辩证的一思辨

203 的受难节中的绝对之在场。在这里，绝对趋于死亡。上帝死了。

这话可以有任何别的意思，惟独没有“不存在上帝”的意思 。 但“逻

辑学”却是关于在其作为绝对概念的自我认识中的绝对的科学；这

个绝对原初地寓于自身而在场。 “逻辑学”是关于在创造之前的绝

对之绝对性的神学。这两门神学都是存在学，都是世俗的。它们

思考世界的世界性，而世界在此意味着 ：存在者整体，这个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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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体性的基本特征。 如此理解的世界是这样来规定它的存在

者的，即，存在者是在那种再现着绝对的再现中在场的。 但绝对知

识的科学之所以是关于世界的世俗神学，并不是因为它把基督教

神学和教会神学世俗化了，而是因为它包含于存在学的本质中 。

存在学比任何一种基督教神学更为古老，而后者必须首先是现实

的，然后才能开始一种世俗化过程。 绝对之神学乃是关于存在者

之为存在者的知识，它在希腊思想家那里显露出它的存在一神学

的本质，并且遵循着这种本质，但始终没有深入其基础来追踪这种

本质。绝对科学的语言向我们表明，从其认识的东西和认识方式

来看，基督教神学乃是形而上学。

“意识的经验是彻底的怀疑主义”和“现象学是绝对精神的墓

地”一一这两个句子把这部著作的完成与它的开端联结起来了 。

不过，在《精神现象学》中根本性的东西并不是作为一个思想家的

成果的作品，而是作为意识本身之现实性的作品 。 由于现象学是

经验，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所以，现象学也就是把自行显现聚集

到那种从绝对的闪现而来的显现之中 。

但聚集着的自行集中却是意志的未曾被道出的本质。意志在

寓于我们的绝对的在场中意求着自身。“现象学”本身就是存在， 204

按照这种存在的方式，绝对才在我们近旁自在自为地存在。这种

存在有所意求，因为意志乃是这种存在的本质。有待思索的事情

是，存在如何获得这种本质。

“在我们近旁存在”属于绝对之绝对性。 倘若没有这种“在我

们近旁”，绝对就会是孤寂的东西，不能在显现者中向自己显现出

来。 它就不能涌现出来，进入其无蔽状态中 。 如若没有这种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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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6σIS），它就不会有生命＜sw币。经验乃是自然的知识与绝对的

知识之间的对话运动。经验作为具有统一作用的统一体而聚集；

根据这个统一体，经验才是这两种知识。经验乃是自然的意识的

本性，后者在其现象形态的偶然性中历史性地存在。经验乃是这

些在其显现的机制中的形态的自我理解。所以，这部著作结束于

这样一句话：“两者汇合在一起，被概念式地理解了的历史，就构成

绝对精神的回忆和基地，也构成它的王座的现实性、真理性和确定

性，没有这个王座，绝对精神就会是没有生命的、孤寂的东西 。”①

绝对在其绝对性中需要作为崇高位置的王座，它在那里坐定，而绝

不屈尊自贬。

绝对之在场发生为现象学。经验乃是存在，按照这种存在，绝

对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由于本质上包含在经验中的陈述所要陈

述的元非是在场意义上的现象学，所以，在这部著作开头一节的末

尾，就已经指出了该著作的终点，即：在场（ Parusi的 。 绝对已经自

在和自为地在我们近旁存在，并且就意愿在我们近旁存在一一这

一点仅仅是很不显眼地在一个从句中提到的 。 而在该著作的结尾

处，这个从句成了单一的主句。“在我们近旁”展示为“非有我们不

可”了。

在我们引的这段导论开头的“在我们近旁”中，“我们”的本质

还是未曾得到思考的 。 而在这部著作结尾处的“非有我们不可”

205 中，“我们”的本质已经得到了规定 。 “我们”就是那些人一一怀疑

①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 、王政兴译，北京 1983 年．下卷，第

275 页．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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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给予存在者之存在以特别的关注，从而真正地重视存在。

圆圈闭合了 。 这部著作最后的词语又回头呼应着它的开端，

并隐失于它的开端中 。 因为往往被称为《精神现象学》之导论的这

十六节文字，本就是现象学的真正开端 。

在 1807 年初版中，并没有“导论”这个标题。 只是在随后为这

个版本所加的目录中，序言之后的这段文字才被冠以“导论”的标

题，这也许是为了消除由目录的约束引起的麻烦。 因为按实情来

讲，这段文字并不是导论；因此，只是在这部著作完成之后，黑格

尔才撰写了一个规模上要大得多的序言 。 这段十六节的文字并

不是导论，因为它不可能是这样一种导论。 它之所以不可能是

这样一种导论，是因为对现象学来说是没有什么导论的 。 而现

象学之所以没有导论，是因为对它来说不可能有什么导论。 精

神现象学乃是绝对之在场。 在场乃是存在者的存在 。 对人来

说，没有什么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导论（导寻｜），因为人的本质处

于存在的护送中，就是这种护送本身 。 由于绝对的“在我们近旁

存在”起着支配作用，我们就已经在在场中了 。 我们绝不可能是

从外部的某处而来被护送到在场中去 。 但我们如何是在绝对之

在场中存在的呢？我们按自然意识的习惯在这种在场中存在 。

对自然意识来说，一切事物都这样显现出来，就仿佛一切在场者

都是相互并列的 。 即便是绝对，通常也向自然的意识显现为某

种与所有其他事物并列的东西 。 就连那种高于通常被表象的存

在者的东西，也是与自然的意识相对待的 。 这是在向上的方向

上现存的并列，而我们本身就在这种并列中存在 。 在跟随其表

象倾向之际，自然的意识滞留于存在者那里，而没有去关注存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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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尽管存在自始就吸引了自然的意识，甚至把它吸引人那种

向着存在者之存在的倾向之中了 。 但如果自然的意识注意到存

在，它就会向我们保证说，存在乃是某种抽象的东西 。 把自然的意

识吸引到它自己的本质中去的东西，声称自己是某种被抽象的东

西 。 对自然的意识来说，不可能有比这种意见更大的对它的本质

的颠倒了 。

与这种颠倒比较，自然的意识漫游于其中的那种反转就大为

逊色了；而且，自然的意识试图用一种反转的机制来消除另一种反

转，而并不去思考真正的颠倒 。 因此，对意识来说始终迫切的一件

事情是，从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元所顾视的状况中回头，而转向

显现者之显现。 自然的意识不能被引向它已经在的地方。但在转

化中，自然的意识也不会离弃它在存在者中间的逗留。它将特别

地在其真理性中接受这种逗留 。

从字面上看，我们可以把第十六节视为对那个随后被删除了

的标题的解说。 但从实事方面看，重要的并不是一本书的标题，而

是著作本身。 甚至著作本身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陈述，即：

经验，作为绝对之在场的本质现身（ <las Wesende）的现象学。但

进一步讲，重要的也不是我们对之有所认识了，而是：我们自身在

经验中存在，这种经验是我们的存在本身的本性一一“存在”在古

老的传统意义上就是：寓于……在场者而在场（anwesend bei ... 

dem Anwesenden）。

这段十六节的导论就是把自然的意识引回到对其逗留之所的

占有过程中 。 这种占有是通过意识的转化而发生的事情；通过转

化，意识获得了经验，而经验乃是绝对之在场的真实发生。为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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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意识从其习惯表象中取回来、并且把它引回到经验之中，我 207

们必须以那些观念为起点，就是以自然的意识借以直接地回答一

切对于绝对认识的要求的那些观念为起点。 这种以自然表象的意

见为起点的做法标志着这段文字的各个段落的风格，决定着各个

段落的联系 。

这部著作的核心部分是从这段导论开始的 。 这段导论乃是那

种贯穿着彻底的怀疑主义的怀疑的开端。 开始怀疑意味着：把那

种进入绝对之绝对性中的“已经看到”实行起来，并且保持这种绝

对性。 这段文字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机会，促使自然的意识在自身

那里引发出知识；意识已经在这种知识中，因为意识自身就是它自

己的概念。 惟当我们已经完成了意识的转化，而我们在这种转化

中转向了精神的显现，这时，显现者才作为“为我们”的显现者而在

场。 “为我们”恰恰并不表示“相对于我们”一一相对于通常的表象

者。 “为我们”意味着：“自在”（an sich），也即从绝对之绝对性而

来的显现和进入其显现的纯粹领域中。

只有当这段导论促使我们进入作为陈述之真正开端的转化之

中时，意识经验的陈述才能开始。 它绝对地始于绝对之绝对性。

它始于在场之意志的极端力量。 它始于在其显现中的绝对的极端

外化。 为了能够先行现入这种显现，我们必须如其显现出来的那

样来接纳显现者，并且中止我们关于显现者的意见和看法。 但这

样一种对显现者的接纳和对我们的看法的中止乃是一种行为，这

种行为只有从转化的额外做法中才取得它的可靠性和持久性。我

们的额外做法在于：我们怀疑地，也即睁开眼睛，去面对那种已经

在在场中走向我们的现象知识的显现；结果，我们就在那条道路上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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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这条道路上，经验就是绝对之现象学。

陈述一开始就让“感性确定性”绝对地显现出来：

那最初或者直接是我们的对象的知识，不外乎那本身是

直接的知识，亦即对于直接之物或者存在者的知识。我们对

待它也同样必须采取直接的或者接纳的态度，因此对于这种

知识，必须只像它所呈现给我们那样，不加改变，并且不让在

这种认识中夹杂有概念的把握。①

一旦感性确定性的显现的陈述得到了完成，被陈述视为存在

者和真实之物的那个东西的存在就从中产生出来，成为一个新的

对象，即确定性的真理性；这种确定性乃是自我认识着的自我意

识。对“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的显现的陈述始于下面的

句子：

确定性前此的各个方式对意识说来其真理都是意识自身

以外的某种东西。但这个真理的概念在我们经验到、认识到

它的过程中便消失了。就对象是直接地自在而言 不论这

对象是感性确定性的存在者、知觉的具体事物、或知性的

力←一一它毋宁被表明为真正地并不存在，而这种自在反而证

明它自身仅仅是为他物而存在的一个方式；这种抽象的、自在

的对象的概念扬弃其自身于现实的对象中，或者说，那最初的

①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政兴译，北京 1983 年，上卷，第

63 页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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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观念扬弃其自身于经验到 、认识到它的过程中 ；而这种

确定性消失其自身于真理性中。①

①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文版，贺麟、王队兴译，北京 1983 年，上卷，第

115 页．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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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解释试图指明，从何而来我们兴许有朝一 日能够提出

虚无主义的本质的问题。我们的解释起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着

手要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的范围内对尼采的基本立场作某种廓

清。这一番指明工作将揭示西方形而上学的一个阶段，它也许是

形而上学的最终阶段，因为就形而上学通过尼采而在某种程度上

自行丧失了它本己的本质可能性而言，我们不再能够看到形而上

学的其他什么可能性了。形而上学由于尼采所完成的颠倒还只不

过是倒转为它的非本质了。① 超感性领域成了感性领域的一种不

牢靠的产品。而随着这样一种对它的对立面的贬降，感性领域却

背弃了它自己的本质。对超感性领域的废黝同样也消除了纯粹感

性领域，从而也消除了感性与超感性之区分。这种废黝超感性领

域的过程终止于一种与感性（α t06TJ Tφv ） 和非感性（ VOTJTφv ） 之区

分相联系的“既非二又非飞这种废黝终结于无意义状态 。 不过，

它始终是那些通过单纯地赋予意义来逃避无意义状态的令人迷惑

的尝试的前提，而这个前提是未经思虑的和不可克服的 。

① 按照日常德语的用法 ，此处的“非本质”（ Unwesen）也可译为“棍乱”、“捣乱”和

“胡作非为”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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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一概把形而上学思为存在者之为存在

者整体的真理，而不是把它看作某一位思想家的学说。 每个思想

家总是在形而上学中有其基本的哲学立场。 因此，我们可以用他

的名字来称呼某种形而上学。 但是，根据我们这里所恩的形而上

学之本质来看，这绝不意味着，各种形而上学都是那个作为文化创

造活动的公共范围内的突出人物的思想家的成就和财产。 在形而

上学的每一个阶段，总是显出一条道路的一段，而这条道路乃是存 210

在之命运在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险峻时期为自己开辟出来的 。 尼

采本人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解说了西方历史的进程，并且把这种进

程解说为虚无主义的兴起和展开。 对尼采形而上学的深入思考成

了一种对现代人的处境和位置的沉思，而现代人的命运却还是很

少就其真理方面被经验到的 。 可是，任何这种方式的沉思，如果不

只是空洞的鹦鹉学舌的报告的话，都超出了所要沉思的东西。 这

种超出绝不是某种加高，甚或超过，也并不就是一种克服。 说我们

要沉思尼采的形而上学，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除了考虑他的伦理

学、知识论和美学之外，也要并且首先要考虑他的形而上学；而只

是意味着，我们试图严肃地把尼采当作一个思想家来对待。 而思想

对尼采来说也就是：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表象出来。一切形而上学

的思想都是存在一学（Onto- logi时，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

对于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来说，关键的是期备一个质朴无

华的思想步骤。 这种期备性的思想的要旨在于揭示那个运作空

间，在此运作空间内，存在本身①能够在人的本质方面把人重新纳

① 1950 年第一版·本有（ E reignis) ，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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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 。① 去期备，这乃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本质 。

这种本质性的、因而普遍地从任何方面来看都只是期备性的

思想毫不显眼地运行着 。 在这里，任何一种共思 CMitdenken ），不

论它表现得多么笨拙，多么具有试探性，都是一种根本性的帮助 。

211 共思成了一种不起眼的、不能通过作用和效果来加以证实的播种，

它播下的种子也许从来看不到禾苗和果实，从来不知道收获 。 这

些种子被用于播种，还更应该说，是被用于对播种的期备 。

播种之前要犁田 。 就是要开垦出那片田野，那片由于形而上

学的土地的无可回避的统治地位而必然保持在未知之中的田野。

现在要紧的是，首先猜度这片田野，进而寻找这片田野，进而开垦

这片田野。要紧的是向这片田野作一种初步的行进 。 尚属未知的

田间小路有许多条。 但对于每个思想家来说，他向来只被指定了

一条道路，即他的道路；思想家必然总是一再在这一条道路的踪迹

中来回行走，旨在最终把这条道路当作他的道路（但从来不是属于

他的道路）来遵循，并且把在这一条道路上可经验的东西道说

出来。

也许《存在与时间 》这个标题就是这样一条道路的路标 。 按照

那种本质性的、为形而上学所要求的、并且总是一再被重新寻求的

形而上学与诸科学（它们乃是形而上学孽生的后裔）的交织关系，

期备性的思想有时也必然要在诸科学的范围内活动；因为，诸科学

始终还以多样的形态要求先行给出知识和可知之物的基本形式，

不论这是有意识的，还是以诸科学的作用和效果的方式来要求的 。

① 1950 年第一版：用（ Brauch ） 。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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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科学愈是赤裸裸地去追逐它们被先行规定了的技术本质及其外

在表现，就愈是明确地橙清了关于在技术中被要求的知识之可能

性的问题，关于这种可能性的特性、界限及其正当性的问题。

期备性的思想及其实行包含着一种在诸科学中间的思想方面

的教育。 对此，难的是找到适恰的形式，以便这种在思想方面的教

育不至于陷入一种与研究和学究的混淆。 这一意图还是皮发可危

的，尤其是当思想同时并且始终还不得不首先去寻找它自己的栖 21 2

留之所时 。 在诸科学中间运思，这意思就是说：与诸科学交臂而

过，而没有鄙视诸科学。

我们并不知道，西方历史的命运对我们的民族和西方来说具

有哪些可能性。 而且，这些可能性的外在的构成和设置也不是首

先必需的东西。重要的只是这样一回事情，即，思想方面的学习者

要共同学习，同时，在以他们的方式共同学习之际，要保持在道路

上，井且在适当的瞬间在此存在。

下面的解释以其意图和效果而保持在那种从《存在与时间 》而

来得到思考的经验的领域之中 。 思想不断地关注着这样一个事

件，即：在西方思想的历史中，尽管人们自始就着眼于存在而思考

了存在者，但存在之真理始终还是未曾被思的，它作为可能的经验

不仅向思想隐瞒起来了，而且，西方思想本身以形而上学的形态特

别地、但却一无所知地掩盖了这一隐瞒事件。①

期备性的思想因此必然地保持在历史性沉思的领域中 。 对于

这种思想来说，历史并不是时代的序列，而是那个同一者的独一无

① 1950 年第一版 ·拒绝与扣留。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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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的切近，这个同一者以命运的无法估量的方式、并且基于变化多

端的直接性而关涉着思想。①

眼下我们要沉思的是尼采的形而上学。尼采的思想自以为是

以虚无主义（Nihilismus）为标志的。“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的

是一个为尼采所认识的、已经贯穿此前几个世纪并且规定着现在

这个世纪的历史性运动。尼采把对虚无主义的解释综括在一个短

句中：“上帝死了！”

213 或许人们会认为，“上帝死了”这句话表达了尼采这个无神论

者的一个意见，从而只不过是个人发表的意见，因此是片面的，由

于这个缘故，它也是很容易反驳的；为反驳它，我们只消指出，今

天，到处都有大量的人在上教堂，并且基于一种基督教式的上帝信

仰来承受生活的困苦磨难。然而，问题依然是，尼采所讲的这句话

是否只不过是一位思想家的乖张的观点一一一关于这位思想家，现

成的就有一个正确的说法，即 ： 他最后是发疯了。有待追问的还

是，是否尼采在这里倒是表达出在被形而上学所规定的西方历史

范围内总是已经未曾明言地被道说了的这句话。在发表任何一种

过于仓促的意见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尝试来思考“上帝死了”这句

话的本来意思。因此，我们最好排除我们在面对这样一句可怕的

话时很快就会冒出来的所有仓促意见。

下面所做的思考试图就某些本质性的方面来解释尼采的这句

① 此处··同一者的独一无二的切近”（ eine einizige Niihe des Selben ） 中的“同一

者”（ das Selbe）和“切近”（ Niihe）在海德格尔那里都有特定含义，意指存在成其本身

(Ereigni s）的差异化的到来、发生 ． 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一书中

的“语言的本质”等篇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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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再强调一下：尼采这句话说的是两千年来的西方历史的命运。

我们本身和在座所有人一样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不可认为，通

过一个关于尼采这句话的演讲报告就能改变这一命运，或者哪怕

只是充分学会去认识这一命运。尽管如此，我们眼下必须做一件

事情，就是我们要从沉思中接受教导，并且借助于这种教导来学会

沉思我们自己。

无疑地，任何一种解释不但必须获取文本的内容，它也必须不

加注明地把从它自己的内容而来的某种东西加给文本，而不是固

执于文本。 门外汉总是把这种添加与他所认为的文本的内容相比

较，觉得它是一种穿凿附会的加入，并且指摘它是任意独断－一一门

外汉固然有他自己的道理吧。 但是，一种正当的解释对文本的理

解绝不会比文本作者对文本的理解更好些，而倒是不同的理解。 214

不过，这种不同必定是这样的，即，它切中了被解释的文本所思考

的同一东西 。

尼采是在 1882 年出版的著作《快乐的科学》第 3 卷中首次表

达出“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随着这部著作，尼采开始走上了他的

道路，去形成其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在这部著作之后，尼采出版

了另一部作品，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以后，尼采致力于写

作他所计划的主要著作，为之思蝉力竭而徒劳无功。计划中的主

要著作最终未能完成。这部主要著作暂时被冠以《权力意志》的书

名，并且立有一个副题：“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

早在青年时代，尼采就相信上帝死了和诸神垂死这样一个怪

异的思想。 在起草他的第一部著作《悲剧的诞生》时，尼采就在一

个笔记中写道（1870 年）：“我相信原始日耳曼人的话：一切神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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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要走向死亡。”青年黑格尔在《信仰与知识》 (1802 年）一文的结

尾处指出：“新时代的宗教赖以建基的那种情感一一就是：上帝本

身死了……”黑格尔的话所思考的东西不同于尼采的话所思考的。

不过，两者之间有着一耕根本性的联系，这种联系隐藏在一切形而

上学的本质中。帕斯卡尔从普鲁塔克那里引来的话“伟大的潘是

死去了”（Le grand Pan est mort ) （《思想录机第 695 节）， ①尽管是

出于一些相反的理由，但也是在这同一个领域里说的话。

我们首先来昕昕《快乐的科学》一书第 125 节的整节原文。这

节文字的标题是“疯子”。原文如下：

疯子。 一一你们是否听说过那个疯子，他大白天点着灯

笼，跑到市场上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

帝！”一一由于那里刚好聚集着许多不信上帝的人，所以他引

215 起了一阵哄然嘲笑。怎么搞的！他失魂了吗？其中一个说

道。他是不是像小孩一样走错了路？另一个说 。 还是他迷失

了自己？他害怕我们吗？他在梦游吗？人们议论纷纷，哄然

大笑。这个疯子突然闯进人群之中，并张大双眼瞪着大家 。

“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喊叫，“我要对你们说出真相！

我们把它杀死了 你们和我 ！ 我们都是凶手！但我们是怎

样杀死上帝的呢？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海

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

① 参看帕斯卡尔．《思想、录 》 （ Pensees），中文版，何兆武译，北京 1987 年 ，第 329

页 ． 句中的“潘气 Pan）为古希腊神话中的牧神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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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时又该做些什么？它现在移往何方？我们又将移往何方？

要远离整个太阳系吗？难道我们不是在朝前后左右各个方向

赶吗？还有高和低吗？当我们通过无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

难道没有宽广的空间可以让我们呼吸吗？那儿不会更冷吗？

是否黑夜不会永远降临且日益黯淡？我们不必在大白天点亮

提灯吗？难道我们没有听到那正在埋葬上帝的挖掘坟墓者吵

嚷的声音吗？难道我们没有嗅到神性的腐臭吗？ 一一就连诸

神也腐朽了 ！ 上帝死了 ！ 上帝真的死了 ！ 是我们杀死了他 ！

我们将何以自解，最残忍的凶手？曾经是这世界上最神圣 、最

万能的他现在已倒在我们的刀下一一一有谁能洗清我们身上的

血迹？有什么水能清洗我们自身？我们应该举办什么样的祭

典和庄严的店会呢？难道这场面对我们来说不会显得大过于

隆重了吗？难道我们不能使自身成为上帝 ，就算只是感觉仿

佛值得一试？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一一一而因此之故，我

们的后人将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 ！”

说到这里，疯子静下来，举目望望四周的听众，听众也寂

然无声并惊讶地看着他。最后 ，他将提灯掷在地上，而使灯破

火熄 。 “我来得太早了，”他接着说，“我来得不是时候 ，这件惊 216

人的大事尚未传到人们的耳朵里，雷电需要时间 ，星光需要时

间，大事也需要时间，即使在人们耳闻目睹之后亦然，而这件

大事比最远的星辰距离人们还要更为遥远一一一虽然他们已经

做了这件事 ！ ”
据说，在同一天，这个疯子还跑到各个教堂里，在里面唱

他的 Requiem aeternam deo［安魂弥撒曲 ］。而当有人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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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时 ，他 总是回答说 ： “假如这些教堂不是上帝的 陵墓和墓

碑，那么，它们究竟还是什么玩意？”

四年之后(1886 年），尼采给原为 4 卷的《快乐的科学》增补了

第 5 卷。第 5 卷的标题为“我们无畏者” 。 该卷的第 1 节（第 343

个格言）有“喜悦的含意”的题目 。 这一段的开头写道 ： “最近发生

的最伟大的事件 ‘上帝死了’，对于基督教上帝的信仰成为不

可信的了一一已经开始把它最初的阴影投在欧洲大地上 。 ，，

从这个句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尼采关于上帝之死的话指的

是基督教的上帝。 但不无确定地，并且首先要思索的是，在尼采思

想、中，“上帝”和“基督教上帝”这两个名称根本上是被用来表示超

感性世界的 。 上帝乃是表示理念和理想领域的名称 。 自柏拉图以

来，更确切地说，自晚期希腊和基督教对柏拉图哲学的解释以来，

这一超感性领域就被当作真实的和真正现实的世界了 。 与之相区

别，感性世界只不过是尘世的、易变的，因而是完全表面的、非现实

的世界。尘世的世界是红尘苦海，不同于彼岸世界的永恒极乐的

217 天国。如果我们把感性世界称为宽泛意义上的物理世界（康德还

是这样做的），那么，超感性世界就是形而上学的世界了 。

“上帝死了”这句话意味着 ：超感性世界没有作用力了。它没

有任何生命力了 。 形而上学终结了，对尼采来说，就是被理解为柏

拉图主义的西方哲学终结了 。 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看作对形而上

学的反动，对他来说，也就是对柏拉图主义的反动 。

然而，作为单纯的反动，尼采的哲学必然如同所有的“反…

(Anti－）一样，还拘执于它所反对的东西的本质之中 。 作为对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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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的单纯颠倒，尼采对于形而上学的反动绝望地陷入形而上学

中了，而且情形是，这种形而上学实际上并没有自绝于它的本质，

并且作为形而上学，它从来就不能思考自己的本质。 因此，在形而

上学中并且作为形而上学本身而真正发生的事情，对形而上学来

说并且通过形而上学，始终是被遮蔽着的 。

如果作为超感性的根据和一切现实的目标的上帝死了，如果

超感性的观念世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特别是它的激发力和建构

力，那么，就不再有什么东西是人能够遵循和可以当作指南的了。

因此，在我们前面所引的那段文字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通

过元际的虚无时不会迷失吗？川上帝死了”这句话包含着以下断

言：这种虚无展开自身。 “虚无”在此意味着：一个超感性的、约束

性的世界的不在场。 虚无主义，“一切客人中最可怕的客人”，就要

到来了 。

我们试图解释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其意就是要阐述尼采所

理解的虚无主义，从而表明尼采本人是如何对待虚无主义的。但

是，由于“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往往只被人们当作流行的标语来使

用，常常也被当作谴责性的骂人话来使用，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了解

一下它的意思。一个人版依于基督教信仰和无论何种形而上学信 218

念，但他并不因此就在虚无主义之外了 。 而反过来说，也并非每一

个思索虚无及其本质的人都是虚无主义者。

人们喜欢以某种语调来使用这个名称，仿佛光是“虚无主义

者”这个名字一一人们在这个词语上另无所思一一已经足以提供

证据，表明一种关于虚无的沉思就必定使人投入虚无之中，就必定

意味着虚无之专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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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我们要问，严格地在尼采哲学的意义上来看，“虚无

主义”这个名称是不是仅仅具有一种虚无主义的意思，也即一种否

定的、遁入一无所有的虚无之中的意思 。 因此，在准确地讨论尼采

本人对于虚无主义所说的话之前，就人们对“虚无主义”这个名称

的模糊的和任意的使用，我们有必要去获得一个正当的视点，有了

这个正当的视点，我们才可以追问虚无主义 。

虚无主义是一种历史性的运动，而并不是何人所主张的何种

观点和学说。虚无主义在西方民族的命运中以一种几乎尚未为人

们所认识的基本过程的方式推动了历史 。 因此，虚无主义也不只

是其他历史性现象中间的一个现象，也不只是一个精神思潮而可

以与欧洲历史中出现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等思潮相提

并论。

从其本质上来看，虚无主义毋宁说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 。

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不过还、可能

引起世界灾难 。 虚无主义乃是被拉入现代之权力范围中的全球诸

民族的世界历史性的运动 。 因此之故，虚无主义不只是当代的一

个现象，也不只是 19 世纪的产物一一诚然，在 19 世纪，人们清晰

地看到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也变得司空见惯了。虚

219 元主义同样也不仅是个别民族的产物，即使这些个别民族的思想

家和作家专门谈论了虚无主义 。 那些误以为自己摆脱了虚无主义

的人们，也许最深刻地推动了虚无主义的展开。 这个最可怕的客

人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不能说出自己的来源 。

也并不是只有在基督教的上帝被否定 ，基督教受到攻击，或者

仅仅还是自由意志论者们传布一种鄙俗的无神论之处，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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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流行开来。 只消我们一门心思只看见这种背弃基督教的元信仰

及其表现形式，那么，我们的眼光就还固执于虚无主义的浅显而贫

乏的外表上。 那个疯子的话恰恰就是说，“上帝死了”这个说法与

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们的乱七八糟的空洞意见毫无共同之处。

诸如此类的完全无信仰的人们根本还没有理解作为他们本己的命

运的虚无主义。

只要我们仅仅把“上帝死了”这句话把捉为无信仰之公式，那

么，我们就是在神学一教义辩护上来看待这句话了，并且放弃了尼

采所关心的问题，也即放弃了对那种和超感性世界的真理及其与

人之本质的关系一道出现的问题的沉思 。

因此也可以说，尼采意义上的虚无主义绝不是指那种完全否

定地被设想的状态，即，人们不再能够信仰圣经启示的基督教的上

帝了；正如尼采所理解的基督教说到底也并不是那种在新约福音

撰写之前和保罗传教之前一度并且短期内存在过的基督教生活。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乃是在西方人和西方现代文化之形成中的教

会及其极力要求的历史性的、世俗政治的现象。 这种意义上的基 220

督教与新约全书的信仰的教义（Christlichkeit）不是同一回事情。

就连一种非基督教式的生活也能肯定这种基督教，井且把它当作

权力因素来使用，同样，反过来讲，一种基督教式的生活也并非必

然需要这种基督教。 正因此，一种与基督教的争辩绝非一定是对

基督教信仰的斗争，正如一种神学批判并不就是一种对神学所解

释的信仰的批判 。 只要人们忽视了这一本质性的差异，那么，人们

就还在世界观斗争的泥坑里面打转。

从本质上看，“上帝死了”这句话中的“上帝”这个名称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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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感性的理想世界的，后者包含着尘世生活的高于这种生活本身

的目标，并且如此这般地从高处规定了尘世生活，因而在某种程度

上是从外部规定了尘世生活 。 但如果这种纯粹的、由教会规定的

信仰烟消云散了，尤其是，如果信仰学说，即神学，在其充当存在者

整体的决定性解释的作用方面受到了限制和排挤，这样的话，也还

绝不是那种基本结构分崩离析了 根据这种基本结构，一种深

入超感性领域的目标设定过程才掌握了感性的尘世生活 。

上帝和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良知的权威，突

兀而起的是理性的权威。 反抗这种权威而兴起的是社会的本能。

向着超感性领域的遁世为历史的进步所取代。一种永恒幸福的彼

岸目标转变为多数人的尘世幸福。 对宗教文化的维护被那种对于

文化的创造或对于文明的扩张的热情所代替 。 创造在以前是《圣

经》的上帝的事情，而现在则成了人类行为的特性。 人类行为的创

造最终转变为交易 。

221 如此这般取代超感性领域的东西，乃是对基督教教会的和神

学的世界解释的变换；而这种世界解释从泛希腊的一犹太的世界

那里承继了它的秩序模式，即存在者的等级秩序的模式。 在西方

形而上学的开端处，柏拉图就确立了这个泛希腊的一犹太的世界

的基本结构 。

虚无主义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乃是形而上学本身；在这里

我们总是假定，我们所请的形而上学并不是指一种学说，或者，根

本上不仅仅是指哲学的一门专门学科，不如说，我们在“形而上学”

这个名称那里想到的是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是就存在者整体

被区分为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并且感性世界总是为超感性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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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所包含和规定而言来考虑的 。 形而上学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

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观念、上帝、道德法

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

构造力量井且成为虚无的。 对于超感性领域的这种本质性崩塌，

我们称之为超感性领域的腐烂（Verwesung）。 所以，在基督教信

仰学说的跌落意义上的无信仰绝不是虚无主义的本质和基础，而

始终只是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因为事情也许是，基督教本身乃是

虚无主义的一个结果和构成。

由此出发，我们也就认识到人们在把握虚无主义时和对虚无

主义的臆想的斗争中所遭受到的最后迷误了 。 由于人们并没有把

虚无主义当作一场已经持续很久的、其本质根据就在形而上学本

身之中的历史性运动来经验，因此，人们便沉溺于这样一种有害的

癖好，就是把已经是和仅仅是虚无主义的结果的那些现象看作是

虚无主义本身，或者把结果和作用看作虚无主义的原因 。 在对这

种表象方式的不假思索的适应中，人们几十年以来已经习惯于把

技术的统治地位或民众的反抗暴动举为时代的历史性状况的原

因，并且根据这些方面孜孜不倦地去分析时代的精神处境。 但是， 222

每一种对人及其在存在者范围内的地位的分析，无论多么有见地、

多么机智，只要它没有去思考人之本质的处所，并且在存在之真理

中经验这种处所，那么，它就还是不假思索的，还只是产生一种沉

思的假象而已 。

只消我们一昧地把虚无主义的现象当作虚无主义本身，则我

们对于虚无主义所发表的看法就还是表面的 。 如果我们的看法是

从对世界状况的不满中，或者是从几乎已经得到承认的绝望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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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道德上的愤怒中，或者从信教者的自负的优越感中，借得某种

抵触情绪，那么，我们的看法就根本改变不了什么 。

与此相对，首要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展开沉思 。 因此，让我们现

在对尼采本人发问 ：他所理解的虚无主义是什么；这里，我们先且不

管尼采凭这一理解是否已经触及和是否能够触及虚无主义的本质。

尼采在 1887 年的一个笔记中提出问题（《权力意志 》，第 2

条）：“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他答曰：“最高价值的自行贬制 。 ”

这个回答是加了着重号的，并且还有一个说明性的附注：“没

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 。”

根据这则笔记来看，尼采是把虚无主义理解为一个历史性的

过程。他把这一过程解释为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黝。上帝、超

感性世界（作为真实存在着的并且决定着一切的世界）、理想和理

念、决定并包含着一切存在者（特别是人类生活）的目标和根据，所

有这一切在这里都是在最高价值的意义上被表象的 。 根据那种至

今仍在流行的意见，人们所理解的最高价值就是真、善、美一一真

22 3 就是现实存在者；善就是普遍地决定一切的东西；美就是存在者整

体的秩序和统一性 。 但现在，由于出现了这样的洞识，即，理想世

界是绝不能在实在世界内实现的，于是，那些最高价值就已然自行

废黝了。最高价值的约束力量摇摇欲坠了 。 由此产生出这样一个

问题：如果最高价值不能同时为那些在它们之中被设定起来的目

标之实现提供保证、途径和手段，那么，这些最高价值又有何用呢？

但如果我们仅仅想在字面上来理解尼采对虚无主义之本质的

规定，即虚无主义就是最高价值的失落，那就会得出那样一种关于

虚无主义之本质的观点，这种观点此间已经成了流行的观点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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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行受到了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支持；这种观点认为，最高价值

的废制明显意味着一种堕落。 可是，对尼采来说，虚无主义绝不只

是一种堕落现象，而毋宁说，虚无主义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过程同

时、并且首先是西方历史的法则 。 因此，即便是在他对虚无主义的

考察中，尼采也很少重视对最高价值的废制过程作历史学上的描

述，并且最后从中得出西方的没落的结论；尼采倒是把虚无主义当

作西方历史的“内在逻辑”来思考的 。

尼采同时认识到，随着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剧，对世界来说就

只剩下世界本身了，而且首先，这个变得无价值的世界不可避免地

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① 在以往的最高价值失效之后，这种新

的价值设定在以往的价值方面来看就转变为一种“对一切价值的

重估”。 对于以往价值的否定来自对于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 因

为以尼采的看法，在这种肯定中不存在任何与以往价值的调解和 224

平衡，所以，这种对新的价值设定的肯定包含着绝对的否定。 为了

反对向以往价值的倒退而保证这种新的肯定的绝对性，也即为了

确立作为一种反动的新的价值设定，尼采也还把新的价值设定称

为虚无主义，也即那种虚无主义，通过它，最高价值的废黝才得以

完成而成为一种新的和惟一地起决定作用的价值设定。 尼采把虚

无主义的这一决定性阶段称为“完成了的”亦即古典的虚无主义。

尼采所理解的虚无主义就是以往最高价值的废剧 。 但是，尼采同

时也对“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意义上的虚无主义采取了肯定的

① 1950 年第一版：在何种前提下？ “世界”．存在者整体，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中的

权力意志。 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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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因此，“虚无主义”这个名称始终是多义的，极端地看来，这

个名称首先始终是两义的，因为，它一方面是指以往的最高价值的

单纯废黝，但另一方面又是指对这种废制过程的绝对反动。这种

意义上的两义也就是被尼采引为虚无主义的先行形式的悲观主义

(Pessimism us）。在叔本华那里，悲观主义乃是这样一种信仰，它

相信，在这个极其恶劣的世界中，生命是不值得经受和肯定的 。 根

据这种学说，生命是必须否定的，同时也即说，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整体是必须否定的。这种悲观主义在尼采看来是“弱者的悲观主

义”。它往往只看到阴暗的东西，为一切找到一个失败的根据，并

且要求知道普遍苦难意义上的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与此相反，强

者的和作为强者的悲观主义却并不自欺欺人，它看到了危险，不想

作任何掩盖和粉饰 。 它洞穿了那种对于以往失却的东西的回归的

225 一味期望的不妙之处 。 它深入地分析现象，要求人们去觉悟那些

无论如何保证着对历史性状况的控制的条件和力量。

一种更为本质性的沉思可以表明，在尼采所谓的“强者的悲观

主义”中，现代人如何完成了一种暴动，从而进入到在存在者之主

体性范围内的主观性的绝对的统治之中 。① 通过这种具有双重形

式的悲观主义，各种极端显露出来 。 极端之为极端拥有优势。于

① 在海德格尔思想中，“主体性”（ Subjektitiit ）和“主观性”（ Subjcktivitat）是有分

别的 ． 前者意指存在在存在者方面显示自身的方式，即存在显示为“主体”，而这个“主

体”的原义为“基体、基底、基础”， ftjl拉丁文的 subicctum 和希腊文的。节。KElµev。h 只

是到近代之初，这种意义上的“一般主体”才转化为“自我意识”或“自孜飞ego ）， 即特指

人的“主体”；而只有对后者而言，才有与“客观性吁口对的“主观性” （ Subjektivitat ）.英

译者把“主体性”。ubjektitat)译为 subjectness ，把“主观性”（ Subjektivitiit）译为 subjec-

tJV1ty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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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就出现了那种导致“或此或彼”（Entweder-Oder）的选择的

绝对尖锐化状态。一个“中间状态”受到注意，因为在其中显然可

见，一方面以往最高价值的实现并没有完成。 世界看来是无价值

的 。 另一方面，这种觉悟把人们探索的目光对准了新的价值设定

的源泉，而世界并没有因此就重新获得其价值。

诚然，鉴于以往价值的动摇，人们还可以作另一种尝试。这就

是说，如果基督教上帝意义上的神已经从它在超感性世界的位置

那里消失了，那么，这个位置本身总还是保留着的，尽管已经是一

个空位了 。 人们依然可以紧紧抓住超感性世界和理想世界的这个

已经空出来的位置领域。 这个空出的位置甚至要求人们重新去占

领它，用别的东西去替代从那里消失了的上帝。 新的理想被建立

起来。 在尼采看来《（权力意志 》，第 1021 条， 1887 年），这是通过

世界幸福说和社会主义而发生的事情，同时也是在瓦格纳音乐中

发生的事情，也即说，是在“独断的基督教”“已经破产”之处普遍发

生的事情。 于是便出现了“不完全的虚无主义”。 对此，尼采说道

（《权力意志》，第 28 条， 1887 年）：“不完全的虚无主义，它的各种

形式：我们就生活于其中 。 没有重估以往的价值，而试图逃避虚无

主义：此类尝试会事与愿违，使问题更尖锐化。”

我们可以对尼采关于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的思想作更清晰和鲜 226

明的把握，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虽然用其他价值

替代了以往的价值，但它始终还是把它们置于那个旧位置上，后者

仿佛是作为超感性的理想领域而被保留着的 。 但是，不完全的虚

无主义甚至还必须清除价值位置本身，即超感性领域，从而以不同

的方式来设定和重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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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完全的、完成了的、因而是古典的虚无主义虽然包

含着“对一切以往价值的重估”，但这种重估并不仅仅是以新的价

值来替代旧的价值。价值重估成了对价值评价的特性和方式的颠

倒 。 价值设定需要一个新的原则，也即需要某种东西作为它的出

发点和立身之地 。 价值设定需要另一个领域。 其原则不再能够是

已经失去生命的超感性世界 。 因此，以如此这般被理解的重估为

目标的虚无主义将去寻求最有生命力的东西。于是，虚无主义本

身就成了“最充沛的生命的理想”（《权力意志 》 ，第 14 条， 1887

年） 。 在这一新的最高价值中隐含着对生命的另一种评价，也即对

一切生命的决定性本质的依据的另一种评价 。 所以我们还要问，

尼采所理解的生命为何 。

上面对虚无主义的不同等级和方式的提示表明 ：根据尼采的

阐释，虚无主义不外乎是这样一种历史，在其中关键的问题是价

值、价值的确立、价值的废制、价值的重估，是价值的重新设定，最

后而且根本上，是对一切价值设定之原则所作的不同的评价性设

定。最高的目的、存在者的根据和原则、理想和超感性领域、上帝

和诸神一一’所有这一切被先行把握为价值了 。 可见，只有当我们

知道了尼采所理解的价值为何时，我们才能充分地了解尼采的虚

无主义概念。 由此而来，我们也才能理解“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本

227 来意思 。 对尼采价值思想的充分清晰的解说，乃是理解尼采形而

上学的钥匙。

在 19 世纪，关于价值的谈论是很常见的，对于价值的思考也

是司空见惯的 。 然而，只有当尼采的著作在市面上传布开来之后，

关于价值的谈论才成了大众化的事情。人们大谈特谈生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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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永恒价值、价值等级、精神价值（譬如，人们以为在古典

文化中发现了这种精神价值） 。 在哲学的学术研究中，在新康德主

义的改造中，人们获得了价值哲学。 人们构造出种种价值系统，并

且在伦理学中探究价值的层次。 甚至在基督教神学中，人们也把

上帝，即 summum ens qua summum bonum［作为最高的善的最高

存在者］，规定为至高的价值。 人们认为科学是价值中立的，而把

价值评价抛向世界观一边。 价值和价值因素成了形而上学因素的

实证主义的替代品。与人们阔谈价值这一情形相应的是概念的不

确定性。 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又与来自存在的价值的本质渊源的

模糊性相一致 。 因为如果我们假定，以这种方式屡屡被引证的价

值并不是一无所有的，那么，它必然在存在中有其本质。

尼采所理解的价值为何？价值之本质植根于何处？为什么尼

采的形而上学是价值形而上学？

在一则笔记(1887-1888 年） 中，尼采道出了他对于价值的理

解：“着眼于①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

值’的观点乃是保存一提高的条件的观点。”（《权力意志》，第 715

条）

价值的本质在于成为观点。② 价值是指已经被收入眼帘的东

西。 价值意味着一种观看的视点，这种观看针对某个东西，或者如 228

我们所说，指望某个东西同时也必须指望其他东西。 价值处于与

一种“如此之多”的内在关联中，与量和数的内在关联中 。 所以，价

① 1950 年第一版：透视角度、境域． 作者边注

② 海德格尔在此强调，“观点”（Gesichtspunkt）乃是“观看之点’＼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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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关系到一个“数字和计量刻度”（《权力意志》，第 710 条， 1888

年） 。 而问题依然是，升和降的刻度的基础何在 。

由于把价值标识为一种观点，这里便得出了对尼采的价值概

念来说是本质性的一点 ：作为观点，价值总是被一种观看、并且为

这种观看而设立起来了 。 这种观看具有这样的特性，即它看 ，是因

为已经看到了；而它已经看到，是因为它表象并设定了被看见的东

西本身 。 通过这种表象着的设定，那个对“针对某物的看”来说必

需的、从而对这种观看的视线起着指导作用的点才成为视点 CAu

genpunkt），也即才成为在观看中并且在一切受视野引导的行为

中起标尺作用的东西 。 因此，价值并非首先是某个自在的东西，然

后才得以偶尔地被看作观点 。

价值之为价值，是由于它起作用 。 价值之起作用，是由于它被

设定为标尺 。 它如此这般地被设定起来，通过一种对必须被指望

的东西的看望而被设定起来。 视点、视角、视界在这里指的是在一

种为希腊思想所决定的、但经历了从eToos〔爱多斯、外观］到 per

ceptio［知觉］的观念转变的意义上的视觉和观看。 这种观看是这

样一种表象，它从莱布尼茨以来就相当明确地在 appetitus〔欲望］

的基本特征中被把捉的。一切存在者都是表象着的存在者，因为

存在者之存在包含着一种 nisus ［欲求］ ，亦即一种露面的冲动，这

种冲动使得某物涌现（显现）出来，从而决定着它的出现。一切存

在者的本质一一具有这种欲求的本质一一于是就占有自己，并为

自己设定一个视点 。 这个视点给出要遵循的视角 。 这个视点就是

价值。

在尼采看来，凭着这种作为观点的价值，“保存一提高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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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haltung-, Steigerungs-Bedingungen）就被设定起来了。尼采 229

在“保存”和“提高”之间忽略了一个“和”，而代之以一个连字符；光

从这种书写方式就可以看出，尼采是想表明，作为观点的价值在本

质上是、并因而始终同时是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价值被设定之处，

必然总是有两种制约作用的方式被收入眼帘了，而且是这样，即，

这两种方式总是一体地相互联系在一起了。为什么呢？显然只是

因为表象着一欲求着的存在者本身在其本质中就是如此这般地存

在的，即，它需要这双重的视点。如果作为观点的价值必然地既制

约着保存又制约着提高，那么，这种价值是何种东西的条件呢？

保存和提高标志着生命的原本一体的基本特征。生命之本质

包含着生长欲望，即提高。生命的任何保存都服务于生命的提高。

任何一种生命，如果一昧地自限于单纯的保存，那么它就衰败了。

譬如，生存空间的保障对生命体来说从来就不是目的，而只是生命

提高的手段。反过来讲，得到提高的生命又增加了生命以前对空

间扩张的需要。但如果不是已经有一个被保障的、并且因而能够

提高的生命成分已经得到了保存，那么，无论在哪里都不可能有提

高。所以，生命体乃是一个由提高和保存这两个基本特征联结起

来的产物，即“生命的复合构成物”。作为观点，价值引导着那种

“着眼于复合构成物”的观看。这种观看一向是那种贯通一切生命

体的生命目光（Lebensblick）的观看。由于生命为生命体设定视

点，生命在其本质中便表明自身是设定价值的生命（参看《权力意

志》，第 556 条， 1885-1886 年） 。

“生命的复合构成物”依赖于那些保存和持续的条件，而且，持

续者只是为了在提高中成为非持续者才持存。这一生命的复合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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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成物的延续乃基于提高和保存的交互关系。所以，这种延续是一

种比较而言的延续 。 它始终是生命体的“相对延续”，也就是生命

的“相对延续”。

用尼采的话来说，“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

合构成物”，价值就是“保存二提高的条件的观点” 。 这里，而且一

般地在尼采形而上学的概念语言里，“生戚”（Werden）这个单纯的

和不确定的词语并不意味着万物的某种流变，并不意味着纯粹的

状态变化，也不是指无论何种发展和不确定的展开 。 “生戚”乃是

指从某物到某物的过渡，是莱布尼茨在《单子论》（第 11 章）中称之

为 changments naturals［自然变化］的那种运动和激动，这种运动

和激动完全支配着 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 ，也即， ens

percipiens et appetens［知觉的和欲望的存在者］。 尼采把这种支

配作用思考为一切现实之物即广义的存在者的基本特征 。 他把如

此这般规定着在其 essentia［本质］中的存在者的那个东西把捉为

“权力意志”。

如果说尼采以“生成”一词结束了对价值之本质的刻画，那么，

“权力意志”这个结束语就启示着那个根本说来完全包含着价值和

价值设定的基本领域。 “生成”，这对尼采来说就是“权力意志” 。

“权力意志”因而就是“生命”的基本特征 。 尼采往往也对“生命”一

词作广义的使用，而在广义上，这个词便在形而上学范围内（譬如

在黑格尔那里）等同于“生成”了。在尼采的语言中，“权力意志”、

“生成”、“生命”和最广义的“存在”，乃是同一个意思（《权力意志》 ，

第 582 条， 1885 1886 年，以及第 689 条， 1888 年） 。在生成内部，

生命即生命体便构成自身为权力意志的诸中心 。 这种中心因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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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支配性构成物。 尼采所理解的支配性构成物就是艺术、国家、宗

教、科学、社会等。 所以，尼采也可以说（《权力意志 》，第 715 条） ：

“‘价值门从本质上说，就是这种支配性中心的增或减的观点。”（也 231

即是就其支配统治特征方面来说的 。 ）

在上面所引的对价值之本质的界定中，尼采把价值把捉为生

命的保存和提高的观点上的条件，但又在作为权力意志的生成中

看到了生命的根据，这样一来，权力意志便被揭示为设定那种观点

的东西。 权力意志乃是那种东西，它根据它的“内在原则”（莱布尼

茨） 作为 ens［存在者］之 esse［存在］中的 nisus ［欲求］一一来

作价值评价。 权力意志乃是价值设定的必然性的根据和价值评价

的可能性的本源。 因此，尼采说（《权力意志》，第 14 条， 1887 年）：

“价值及其变化始终与价值设定者的权力增长成比例。 ”

这里我们看到，价值乃是权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它自身的条

件。 惟当权力意志作为一切现实的基本特征显露出来，也即成为

真实的，并因此被把捉为一切现实的现实性之际，我们才能表明，

价值从何而来，一切价值评价始终由何种东西来承荷、受什么引

导。 现在，价值设定的原则是已知的了 。 价值设定将成为“原则性

的”，也即，从作为存在者之根据的存在而来是可实行的 。

因此，作为这样一种己知的、也即被要求的原则，权力意志同

时也是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 。 这种价值设定之所以是新的，

是因为它首次根据对其原则的认识而有意识地来实行自己 。 这种

价值设定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它本身确信自己的原则，并且同时

把这种确信把握为一种根据其原则而设定的价值。 然而，作为那

种与以往的价值相关的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权力意志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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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原则。但由于以往的最高价值是从超感

性领域的高度上统治了感性领域，而这种统治的结构就是形而上

学，所以，随着对一切价值之重估的新原则的设定，也就进行了一

232 种对一切形而上学的颠倒 。 尼采把这种颠倒看作对形而上学的克

服。① 可是，具有这种方式的任何颠倒始终都只是卷入到那种已

经变得不可知的同一者中去了 。 这是一种自我迷惑的卷入。

但由于尼采把虚无主义理解为那种对以往的最高价值的废剧

的历史的规律性，而又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意义上来解说这种废制，

这样，照尼采的解释，虚无主义就植根于价值的统治和价值的崩溃

中，从而也就植根于一般价值设定的可能性之中 。 价值设定本身

是以权力意志为根据的。因此之故，惟从权力意志的本质而来，尼

采的虚无主义概念和“上帝死了”这句话才能得到充分的思考 。 所

以，为了揭示“上帝死了”这句话，我们这里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

解释尼采在“权力意志”这个他所创造的名称中所发挥出来的

思想。

“权力意志”这个名称被认为是一 目了然的，以至于人们难以

理解，何以有人竟还要花一番心恩来专门解释这个词的构造 。 因

为所谓“意志”（Will时，是每个人无论何时都能在自己身上经验到

的。有意志的意愿就是追求某种东西。 至于“权力”（ Macht）的意

思，现在大家都根据日常经验把它理解为统治权和暴力的运用了 。

于是，“趋向”（ zur）权力的意志明言就是取得权力的追求了 。

根据这种意见，“权力意志”这个名称假定了两个不同的、事后

① 1950 年第一版．对尼采而言亦即 ：对柏拉图主义的克服。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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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互联系的事实：一方是意愿，另一方是权力 。 如果我们刨根究

底来追问权力意志的根据一一不光是为了描述上述内容，而且同

时是为了说明上述内容一一我们就可以看出，作为对这样一种还 233

没有占有的东西的追求，权力意志显然来自一种匮乏感。追求、统

治权的运用、匮乏感，乃是我们在心理学知识中所把握的表象方式

和状态（心灵能力） 。 因此，对权力意志之本质的探讨就是心理学

的事情了 。

上面对于权力意志及其可知性所作的阐述固然洞若观火，但

它并没有思及尼采就“权力意志”这个词所作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

的方式。 “权力意志”这个名称表示着尼采最后的哲学的基本词

语。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种哲学标识为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对

于尼采意义上的所谓“权力意志”，我们绝不能根据流行的关于意

愿和权力的观念来理解它，而只能通过一种对形而上学思想的沉

思，并且同时也即通过一种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的沉思来

理解它。

我们下面对于权力意志之本质的解释就是根据这些关系来思

考的 。 这种解释尽管恪守尼采自己的阐述，但必然同时也比尼采

本人的直接表述更清晰地把握他的阐述。 不过，对我们来说，变得

更清晰的东西始终只是首先对我们变得更意味深长的东西。意味

深长的是那种本质上与我们更亲近的东西。在前文和下文中，我

们都是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而不只是根据形而上学诸阶段中的

一个阶段来思考的 。

尼采在 1883 年发表了《快乐的科学》一书；一年之后，他又出

版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趴 在后面这本书的第 2 卷中，尼采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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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特定的相关语境中道出了“权力意志”：“只要有生命的地方，

我就会找到‘权力意志’；甚至在仆人的意志中，我也找得到那种要

做主人的意志 。 ”

234 意愿（Wollen）乃是做主人的意愿。 这样理解的意志也还存

在于仆人的意志中 。 尽管这并不是说，仆人力求摆脱奴仆的角色

而自己成为主人。 而毋宁说，奴仆之为奴仆，仆人之为仆人，总是

还想支配某种东西，也即他在自己的仆役中所命令和利用的东西 。

这样，他作为奴仆也还是一个主人。 做奴仆也就是想做主人。

意志绝不是一种愿望，绝不是一种对某物的单纯追求，而不如

说，意愿本就是命令（参看《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 1 和卷 2 ；进

一步参看《权力意志》，第 668 条， 1888 年） 。 这种命令的本质在

于，命令者在对作用行为之可能性的有意识的支配中成为主人。

在命令中被命令的，乃是这种支配的实行。 在命令中，命令者（并

不只是执行者）服从这种支配和支配能力，从而服从自己 。 这样，

由于命令者还敢于孤注一掷，他便战胜了自己 。 命令，也许始终要

与那种对他人的单纯的发号施令区分开来，它乃是自我克服，比服

从更难。 意志是专注于所接受的使命。 只有那个还不能服从自己

的人才必须特别地被命令 。 意志所意愿的，并不是追求它还不具

有的东西 。 意志意愿它已经具有的东西。 因为意志意愿它的意

志。 它的意志乃是它所意愿的东西 。 意志意愿自身 。 意志超越自

己。这样，意志之为意志意愿超出自身，从而必然同时超过自己、

支配自己 。 因此，尼采说（《权力意志 》，第 675 条， 1887-1888

年）：“一般的意愿，元异于要更强大的意愿，生长的意愿……”在这

里，“更强大”意味着“更多的权力”，而后者意味着 ： 只有权力 。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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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权力的本质在于成为那个支配一向已经达到的权力等级的主

人。 只有当权力保持为权力之提高，并且受命于“权力之增加”，权

力才是持久的权力。即便只是中断权力之提高，只是停滞于某个 235

权力等级上，也已经是权力之下降的开始了 。 权力的本质包含着

对它自身的征服。 这种征服归于权力本身并且来自权力本身，因

为权力乃是命令，并且作为命令而授权自己去征服当下的权力等

级。 于是乎，虽然权力不断在走向自身的途中，但并不是作为无论

在何处都自为地现存着的意志而在一种追求意义上力求获得权

力 。 权力也不仅仅是授权自己为达到下一个等级才去征服当下的

权力等级，而只是为了在其本质的绝对性中征服自己。根据这种

本质规定性来看，意愿就不是一种追求，而毋宁说，一切追求始终

只不过是意愿的补充形式或预备形式。

在“权力意志”这个名称中，“权力”一词所命名的无非是就其

为命令而言的意志自我意愿的方式的本质。 作为命令，意志专注

于其本身，也就是专注于它所意愿的东西。 这种专注乃是权力的

力量运作。 并没有自为的权力，同样地 ，也没有自为的意志。所

以，意志和权力也并非只有在权力意志中才相互结合起来，不如

说，作为求意志的意志（Wille zur Willen），意志乃是在权力之征

服这种意义上的权力意志。① 但权力的本质在于，它作为在意志

中存在的意志而与这种意志相对待。权力意志是权力的本质。它

显示出那种作为纯粹意志而自我意愿的意志的绝对本质。

① ··求意志的意志气Wille zur Willen）与“权力意志”（ der Wille zur Mach t）两词

的构造相同，后者亦可译为“求权力的意志”。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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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权力意志也不能与一种求其他某种东西的意志分离开

来，譬如，不能与那种“求虚无的意志”分离开来；因为就连这种“求

虚无的意志”，也还是求意志的意忐，以至于尼采能够说（《道德的

谱系 》，第 3 篇论文，第 1 节， 1887 年）：“与其说它（意志）还要意愿

虚元，不如说它并不意愿。一一”

236 “意愿虚无”绝不意味着意愿一切现实的纯粹不在场状态，而

是指，恰恰要意愿现实，却是意愿那种一向并且普遍地作为一个虚

无的东西的现实，并且通过这种虚无的东西才意愿否定 。 在这样

一种意愿中，权力始终还获得了命令的可能性和成为主人的可

能性 。

作为意志的本质，权力意志的本质乃是一切现实之物的基本

特征。尼采说（《权力意志 》，第 693 条， 1888 年）：权力意志是“存

在的最内在本质” 。 这里的“存在”依照形而上学的语言用法，是指

存在者整体。因此，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性，权力意志的本质和权

力意志本身是不能通过心理学上的考察来加以确定的，相反地，心

理学本身倒是通过权力意志才获得了它的本质，也即它的对象的

可设定性和可知性。所以，尼采并不是在心理学上来理解权力意

志的，倒是相反，他重新把心理学规定为“权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

展学说”（《善与恶的彼岸 》，第 23 节） 。 这种形态学 CMorpholo

gie）就是关于ω［存在者］的存在学 COntologie），而ω［存在者］的

µop呐［形式］一一通过ETSos［爱多斯、外观］向 perceptio ［知觉］的

转变一一在知觉的 appetitus［欲望］中显现为权力意志。形而上

学自古以来就着眼于存在者之存在而把存在者思考为心πOKElµEVOV

［基体、基底］ 、 sub-iectum［一般主体］；形而上学发展为具有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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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性的心理学，这一事实仅仅作为一个后果，证实了那个在存在

者之存在状态的变化中的基本事件。 sub卡ctum ［一般主体］的。小

σiα［在场］（即存在状态）演变为自我意识的主体性，而自我意识则

把其本质揭示为求意志的意志。 作为权力意志，意志是趋向更大

权力的命令。 为了使意志能够在对自身的征服中超越当下的等

级，这种等级必须首先已经被达到、保证和保持。 对当下权力等级

的保证乃是权力之提高的必要条件。 但为了意志能够自我意愿，

也即为了一种要更强大的意愿的存在，一种权力之提高的存在，这

一必要条件还是不充分的 。 意志必须观入一种视野，并且首先开 237

启出这一视野，从而才显示出那些可能性，为一种权力之提高指明

轨道。 意志必须这样来设定那种超出自身的意愿的条件。 首要

地，权力意志必须设定权力之保存和权力之提高的条件。 意志包

含着对这些共属一体的条件的设定。

“一般的意愿，无异于要变得更强大的意愿，生长的意愿一一

此外，还有取得手段的意愿。”（《权力意志》，第 675 条， 1887-1888

年）

根本的手段乃是权力意志本身为它自己设定的条件。 尼采把

这些条件称为价值。 他说（《全集》，大八开本版，第 13 卷，第 395

节， 1884 年〉：“在一切意志中都有评价。”评价意味着 ：构成和确定

价值。 权力意志进行评价，因为它构成提高的条件并且确定保存

的条件。 按其本质来看，权力意志就是设定价值的意志。 价值乃

是存在者之存在范围内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 一旦权力意志在其

纯粹的本质中合乎本己地显露出来，则它本身就是价值设定的根

据和领域。 权力意志的根据并不在某种匮乏感中，而不如说，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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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本身就是最充沛的生命的根据。这里，生命意味着求意志的

意志。“生命’，这说的就是‘评价’。气同上）

只要意志意愿征服它自己，它便不会安于生命的任何一种丰

富。意志在呈献（ Oberreichen ）中 也即呈献出它自己的意

志一一发挥其力量。 这样，意志不断地作为同一个意志返回到作

为相同者的自身那里。 存在者整体的 essentia ［本质］乃是权力意

238 志 ；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即它的 existentia ［实存］ ，就是“相同

者的永恒轮回”。 尼采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词语是“权力意志”和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它们从自古以来对形而上学起着指导作用

的方面来规定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也即在 essentia［本质］和口，

istentia［实存］意义上来规定 ens qua ens［存在者作为存在者］。

“权力意志”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间的本质关系就要这样

来思考；但这种本质关系在此还不能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对于 es

sentia ［本质］与 existentia［实存］之区分的来掘，形而上学既没有

作过思考，甚至也没有稍事探问 。

如果形而上学把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思考为权力意志，那么，

它就势必要把存在者思考为设定价值的东西。形而上学在价值、

价值作用、价值废制和价值重估的视界中来思考一切 。 现代形而

上学由此发端，其本质在于：它探求绝对不可怀疑的东西、确定可

知的东西、确定性。 以笛卡尔的话来讲， firmum et mansurum 

quid stabilire，意思就是：把某种固定的、持存的东西带向持留 。

这种持续的东西作为对象，符合于作为持续在场者的存在者的自

古以来起支配作用的本质，而存在者作为持续在场者乃是处处已

经摆在眼前的东西（即心π。阴阳EVOV〔基体 、基底J, subjectum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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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 就连笛卡尔也像亚里士多德那样，追问的是这个心πOKel

µevov［基体、基底］。 只要笛卡尔是在先行规定的形而上学的轨道

中来探求这个 subjectum〔一般主体］的，那么，他在思考作为确定

性的真理之际就会发现作为持续在场者的 ego cogito〔我思］。 于

是，ego［我］就成了 subjectum［一般主体］，也就是说，主体就成了

自我意识。 主体的主体性取决于这种意识的确定性。

由于权力意志把保存，即对它本身的持存保证，设定为一种必

然的价值，它同时也就为这种对一切存在者的保证的必然性作了

辩护；而这一切存在者作为一种本质上表象着的存在者始终也是

持以为真的存在者 。 对这种持以为真（Fiir-wahr-halten）的保证 239

被叫作确定性。 所以，按照尼采的看法，作为现代形而上学的原

则，确定性惟有在权力意志中才真正找到了根据；当然，这里假定

了一点，即，真理是一种必然的价值，确定性是真理的现代形态。

这就表明，何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尼采关于作为一切现实的“本质”

(Essenz）的权力意志的学说那里，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达到了

完成。

因此，尼采能够说：“价值问题比确定性问题更为基本：因为后

者只有在价值问题得到解答的前提下才达到其严格性。”（《权力意

志》，第 588 条 ， 1887一1888 年）

然而，即便权力意志已经被认作价值设定的原则，价值问题也

必须首先去考虑，何者是根据这一原则来看必然的价值，何者是合

乎这一原则的最高价值。 只要价值的本质显示为在权力意志中被

设定的保存和提高的条件，那么，对一种关于决定性的价值构造的

特性刻画来说，就有适当的角度开启出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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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志当下所达到的权力等级的保存就在于，意志用一个它

能够随时并且牢靠地动用的东西的圆周区域把自己包围起来，以

便从中争得它自身的可靠性 。 这一圆周区域界定了对意志来说直

接可支配的在场者之持存CBestand) （即 OUσiα，根据这个词在希腊

人那里的日常含义） 。 但这一持续的东西只有当它被一种摆置

。tellen）带向状态时，才成为一个持久的东西，也即成为那种总是

可支配的东西。这种摆置具有表象性制造的特性。① 以这种方式

持续的东西乃是持留者（ das Blei bende ） 。 尼采把这个持续的东西

称为“存在者”，完全符合于在形而上学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存在

之本质（存在＝持续的在场状态） 。 他往往也把这种持续的东西称

240 为“存在”，也还是完全符合于形而上学思想的说法的 。 自西方思

想的开端以来，存在者就被当作真实的东西，当作真理，而同时，

“存在着”（seiend ） ②和“真实”（ wahr）的意义却是变化多端的 。 尽

管尼采对形而上学做了彻底的颠倒和重估工作，但当他把在权力

意志中为意志的保存而固定下来的东西径直叫作存在或存在者或

真理时，他还是停留在形而上学传统百折不挠的道路中 。 因此，真

理就是一个在权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的条件，也即权力之保存

的条件 。 作为这样一种条件，真理乃是价值。 不过，由于意志只能

根据那种对持续的东西的支配进行意愿，所以，真理就是从权力意

志之本质而来对这种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 在这里，“真理”这个

名称既不意味着存在者之无蔽状态，也不是指知识与对象的符合

① 此句的德语原文为“Dieses Stellen hat d ie Art des vor-stell巳nden Herstel

l ens” ． 一一译注

② 德语系动词 sein 的分词形式． 一－ i辛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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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也不是指那种作为明白易解的对被表象者的投送和确保

( Zu-und Sicherstellen ） 的确定性。 这里，而且在一种从前面所指

出的真理之本质的方式而来的本质历史的渊源中，真理乃是对权

力意志由之而得以意愿自身的那个圆周 l丘域的持续的持存保证。

从那种对当下达到的权力等级的保证来看，真理乃是必然的

价值。 但真理不足以去达到某个权力等级；因为就其本身来看，持

续的东西绝不能给出那个东西，即，意志为了作为意志超出自身也

即为了进入命令之可能性中而首先就需要的那个东西。 命令之可

能性只有通过一种为权力意志之本质所包含的有所洞察的前瞻

(durchblickenden Vorblick）才表现出来；因为，作为求更大权力

的意志，权力意志本就是向可能性透视的（perspektivisch ） 。 对这

些可能性的开启和提供乃是对权力意志之本质而言的那种条件，

这种条件一一作为在词面意义上先行的条件一一高于前面所说的

条件。 因此之故，尼采说（《权力意志》，第 853 条， 1887-1888 241 

年） ：“但真理不是最高的价值尺度，更不是最高的权力 。”

权力意志只有从意志之可能性而来才向其本身开放；而对尼

采来说，意志之可能性的创造乃是艺术的本质。 与这一形而上学

概念相应，尼采在“艺术”这个称号下所思索的不只是艺术家的审

美领域，甚至Ji－不首先是这种审美领域。 艺术乃是所有开启并且

占有透视角度（das Perspektiven）的意愿的本质 ：“艺术作品，在没

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艺术作品，譬如作为肉体、作为组织（普鲁

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 何以艺术家只是一个初步阶段。 世界乃

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作品一一。”（《权力意志 》，第 796 条，

1885-18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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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权力意志来理解的艺术的本质乃在于 ：艺术激发权力意志

首先成其本身，并且激励权力意志去超出自身。 由于尼采在对早期

希腊思想家的~w向［生命］和φvms ［涌现、自然］的隐隐回应中，往

往也把作为现实之现实性的权力意志称为生命，所以尼采能够说，

艺术乃是“生命的最大兴奋剂”（《权力意志》 ，第 851 条， 1888 年） 。

艺术是在权力意志之本质中被设定起来的条件，就是权力意

志作为它所是的意志能够提升人权力之中、并且能够提高权力这

样一回事情的条件。 因为艺术是这样一种条件，所以它便是一种

价值。作为那种条件，那种在持存保证之决定作用的等级中先行

的、并因而先行于一切决定作用的条件，艺术乃是开启着一切上升

高度的价值。艺术是最高的价值。 与真理之价值相比，艺术是更

高的价值。一方以常新的方式召唤着另一方 。 两种价值在它们的

价值关系中规定着在自身中设定价值的权力意志的统一本质。 这

种权力意志乃是现实之现实性，或者，用比尼采通常所采用的更宽

泛一些的词语来讲，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如果形而上学必须着眼

242 于存在来言说存在者，如果它借此以其方式道出存在者之根据，那

么，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①就必定说出了这个根据。这种

形而上学的根据律言说的是，何种价值合乎本质地被设定起来，并

且是在设定价值的权力意志的本质范围内的何种价值等级中作为

存在者的“本质”（Essenz）被设定起来。这个根据律就是：“艺术比

真理更有价值。”（《权力意志》，第 853 条， 1887 1888 年）

① 此处“根据律”原文为 Grund-Satz，或可按字面直译为“根据－定律”。 译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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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是一种价值律（ Wertsatz）。

从这一最高的价值律可以清楚地看出，价值设定本身根本上

是双重的。 在价值设定中，无论是明确的还是不明确的，总有一种

必然的价值和一种充分的价值被设定起来，而这两者乃是从它们

相互的居支配地位的关系而来被设定的。价值设定的这一双重性

符合于它的原则 。 这个贯穿并且引导着价值设定本身的原则就是

权力意志。 从其本质的统一性而来，权力意志渴求并且满足于它

本身的提高和保存的条件。 对于价值设定之双重本质的考察特别

地能使思想直面于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问题。 只要权力意志是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而形而上学的真实就是对存在者的

言说，那么，当我们思考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时，我们就是要追

问这种真实的真理性。 我们借此就达到这种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

上学的极点。 但在此何谓极点呢？我们要就权力意志的本质来解

说其意思，并且同时保持在眼下的讨论所划定的界线之内 。

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无非是权力意志本身 。 这种本质统一

性乃是权力意志作为意志直面自身的方式。 它把权力意志本身置

入其本己的考验中，并使之接受考验，结果，权力意志在这样一种

考验中才纯粹地、从而以其最高的形态再现出自己 。 但这种再现 243

( Reprasen ta ti on）在此绝不是一种事后追加的表现（ Darstel-

lung），而不如说，由这种再现所决定的在场CPrasenz）乃是权力意

志的存在的方式，并且，权力意志就是作为这种方式而存在的。

然而，权力意志的存在方式同时也是它置自身于其本身的元

蔽领域中的方式。 权力意志的真理即植根于此。 权力意志之本质

统一性问题就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权力意志在其中存在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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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的方式问题。而这种真理同时也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

理，形而上学就是作为这种真理而存在的。照此看来，现在所追间

的真理并不是权力意志本身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必然条件所

设定的那种真理，而是设定条件的权力意志本身已经在其中成其

本质的那种真理。权力意志在其中成其本质的这个一（ dieses 

Ein时，即它的本质统一性，关涉到权力意志本身。

然则存在者之存在的这一真理具有何种方式呢？此种方式只

能取决于那种东西，后者的真理就是此种方式。但是，只要在现代

形而上学的范围内存在者之存在被规定为意志，并因而被规定为

自我意愿（Sichwollen），而自我意愿本身是自我认识（ Sich-selbst

wissen），那么，存在者，即心π。KE(µevov［基体、基底］、 subjectum［一

般主体］，就以自我认识的方式成其本质。存在者（即 subjectum

〔一般主体］）自行呈现出来，而且是以 ego cogito［我思］方式向其

自身呈现出来。这种自行呈现，即再现（ Re-prii.setation ) （也即表

象），就是 qua subjectum［作为一般主体］的存在者之存在。 自我

认识便成了绝对主体（Subjekt schlechthin) o 在自我认识中聚集

着一切认识及其可认识的东西。它是认识的聚集，犹如山脉是群

山的聚集。主体的主观性（Subjektivitii.t）作为这样一种聚集就是

co-agitatio （即 cogitatio［思维］），是 conscientia〔意识］，是认识之

聚集（Ge-wissen），即意识（conscience ） 。 ① 但 co-agitatio[J思维］本

身就是 velle，即意愿。在主体的主体性（Subjektitii.t）中，作为主体

① 这里的 conscientia 和 conscience 分别是拉丁文和法文中的“意识’＼而德文

Ge-wissen 在此并非“良知”（Gewissen），而是取其前缀 Ge－的“聚集”意，故我们权译之

为“认识之聚集”．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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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本质的意志得以显露出来 。 作为主体性形而上学，现代形而 244

上学是在意志意义上思考存在者之存在的 。

主体性所具有的第一个本质规定是，表象着的主体保证其自

身，并且始终也保证它所表象的东西本身。 根据这种保证，作为确

定性的存在者之真理就具有可靠性（即 certitudo）之特性。 确定

性在其中成其本身的那种自我认识，就它而言始终是迄今为止的

真理之本质，也即表象之正确性（即 rectitudo）的本质的变种 。 但

是，正确性现在不再在于与某个在其在场性方面未曾被思考的在

场者的相应。 在这里，正确性乃在于对一切有待表象的东西的设

置，这种设置符合于那种在表象着的 res cogitans sive mens［思维

体或心灵］的认识要求中被设定起来的标尺。 这种要求指向可靠

性，而可靠性的要义在于，一切有待表象的东西和表象一道被逐人

数学观念的清晰性和明确性之中，并在那里被聚集起来。 ens ［存

在者］乃是 ens co-agitatum perceptionis［在知觉中一起活动的存

在者］。 现在，如果表象合乎这一可靠性要求，那它就是正确的 。

如此这般被表明为正确的，它一一作为被恰当地制作的和可支配

的一一就是被合法地制作或辩护了 。① 主体性的自身确定性意义

上的存在者之真理，作为可靠性（即 certitudo），根本上乃是对在

它自己的光亮面前的那种表象及其所表象者的合法制作或辩护。

这种辩护（即 iustificatio）乃是对 iustitia［公正］的实行，从而就是

公正 C Gerech tigkei t）本身 。 既然主体向来是主体，它便得以为自

① 在此注意“正确的”（ richtig）、“被恰当地制作”C recht gefertigt ）与“被合法地制

作或辩护” C gerech t-f ertigt）三词之间的字画的和意义的联系，三者均出于词根 recht

（合法的、正确的、正当的儿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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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确定可靠性。 它在为其本身所设定的公正要求面前自我辩护 。

在现代的开端，人们重新提出了下述问题：在存在者整体中，

也即在一切存在者的最具有存在特性的根据（即上帝）面前，人如

24 5 何能够确定他本身的持久性，也即确定他的得救（ Heil ） 。 这个得

救确定性的问题就是辩护问题，也就是公正（即山stitia ）问题 。

在现代形而上学范围内，莱布尼茨首先把 subjectum［一般主

体］思考为 ens percipiens et appetens［知觉和欲望的存在者］。 他

在 ens［存在者］的 vis ［力 ］之特性中首次清晰地思考了存在者之存

在的意志特征 。 他以现代的方式把存在者之真理思考为确定性。

在其关于形而上学的二十四个论题中，莱布尼茨说（第二十个论

题） : iustitia nihil aliud est quam ordo seu perfectio circa mentes 

［公正无非是心灵获得的秩序和完善］。 照第二十二个论题看 ，

mentes［心灵］ ，即 res cogitantes [ J思维体］就是 primariae Mundi 

unitates［原初的世界统一体］。 作为确定性的真理是对可靠性的

保证，是秩序（即 ordo）和普遍的确定，也就是完全的和彻底的完

成（即 per- f ectio ［完善］） 。 对首先和真正地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

的保证之特性乃是 iustitia （公正） 。

在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奠基中，康德把先验主观性的终极

的自身保证思考为先验演绎的 quaestio iuris 〔合法问题］。 它就

是表象着的主体的辩护（ Recht-fertigung）的公正问题，这个表象

着的主体把其本质固定在它的“我思”的自身公正 C Selbst-

Gerech tigkei t）中了 。

在作为确定性的真理中→－一这种确定性被思为主体性的真

理，而主体性被思为存在者之存在一一隐含着根据可靠性的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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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被经验的公正。 它虽然是作为主体性之真理的本质而起作用

的，但在主体性形而上学范围内却并没有被思考为存在者之真理。

而另一方面，一旦存在者之存在显现为权力意志，则公正一一一作为

自我认识着的存在者之存在一一就必然要来到现代形而上学思想

面前。 权力意志认识到自己是本质上设定价值的意志，它在设定

价值即设定它自己的本质持存（Wesensbestand ） 的条件之际保证

自己，从而不断地正确对待自己，并且在这种正确对待中成为公

正。在公正中并且作为这种公正，权力意志的特有本质必定再现

( reprii.sentieren）出来，而以现代形而上学的方式来思考，再现也 246

就是：存在（sein ） 。 正如在尼采形而上学中的价值思想比笛卡尔

形而上学中关于确定性的基本思想更为基本，因为确定性只有在

被看作最高价值时才能被看作公正；同样地，在西方形而上学达到

完成（在尼采那里）的时代里，主体性的明白可解的自身确定性便

表明自己是权力意志的辩护，这种辩护是按照在存在者之存在中

起支配作用的公正来进行的 。

早在一部早期的、也是众所周知的著作中，即在第二个不合时

直的考察“论历史学对于生命的利与弊”（1874 年）中，尼采就用

“公正”（Gerech tigkei t）取代了历史科学的客观性（第 6 章） 。 但在

一般情形下，尼采对于公正是保持沉默的 。 只是到关键的 1884

1885 年间，当时尼采洞识到“权力意志”乃是存在者的基本特征，

他才写下了两段关于公正的思想的文字，但没有予以发表。

第一段笔记（1884 年）的标题为“自由的道路”。这个笔记如

是说：“公正作为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

价出发的；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大八开本，第 13 卷，第 9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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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笔记（1885 年）说：“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权

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

的优势境域一一其意图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 。 ”

（大八开本，第 14 卷，第 158 节）

对这一思想的准确解释超出了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的范

围 。 在此我们只对尼采思考的公正所归属的那个本质领域作一提

247 示 。 为了能够理解尼采所见的公正，我们必须排除所有关于公正

的观念，来自基督教道德、人道主义道德、启蒙运动道德、资产阶级

和社会主义道德的种种公正观念 。 因为，尼采根本没有首先把公

正理解为伦理和法律领域的一种规定 。 毋宁说，他是根据存在者

整体之存在，也即根据权力意志来思考这种公正的。公正的东西

就是那种依法的 。 但什么是依法的，这取决于作为存在者而存在

的东西 。 因此，尼采说（大八开本，第 13 卷，第 462 节， 1883 年）：

“法＝意志，一种使当下权力关系永存的意志。 前提是满足于这种

权力关系。一切令人敬畏的东西被吸引，其任务是让法显现为永

恒的东西。”

次年写的一则笔记也说：“公正问题 。 就是说，第一性的和最

强大的东西正是寻求优势的意志和力量。 惟统治者随后来确定

‘公正’，也就是说，统治者根据其尺度来衡量事物；如果他十分强

大，他就能十分广泛地放任和承认大胆尝试的个体。”（大 ）.＼. 开本，

第 14 卷，第 181 节）可想而知，尼采关于公正的形而上学概念是与

通常的观念格格不入的，但是，它依然没有触及公正的本质；这种

公正在现代之完成的开端处，在围绕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范围

内，已经是历史性的，并且因此明确或不明确地，隐蔽地或公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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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人在这个时代里的一切行动。

尼采所思的公正乃是以权力意志方式存在的存在者之真理。

不过，尼采本人既没有明确地把这种公正思考为存在者之真理的

本质，也没有根据这一思想把完成了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诉诸语言

而表达出来。但公正乃是由存在本身所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作

为这种真理，公正就是在其现代的完成中的形而上学本身。在如

此这般的形而上学中隐含着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何以尼采尽管在 248

形而上学上把虚无主义经验为价值设定的历史，但却未能思考虚

元主义的本质。

我们不知道，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保持有何种隐蔽的、由作为

其真理的公正之本质所注定的形态。它第一性的根据律几乎还未

曾被道出；即使曾被道出，它也不是作为具有这种形式的定律。当

然，这一定律的定律特性在这种形而上学范围内具有自己的方式。

第一性的价值律确实不是一个演绎的定律系统的最高定律。如果

我们谨慎地来理解“形而上学的根据律”这个名称，就是把它理解

为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本质根据的命名，也即对存在者的本质

统一性的命名，那么，它就还是十分宽泛和复杂的，足以随时对形

而上学关于根据的言说方式作形而上学式的规定。

尼采还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第一价值

律：“我们拥有艺术，是为了我们不因真理而招致毁灭。”（《权力意

志》，第 822 条， 1888 年）

我们当然不能根据我们关于真理与艺术的日常观念，来了解

这一关于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关系即价值关系的命

题。否则的话，一切都会变得陈腐乏味，而后果十分严重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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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便失去了那种可能性，即，尝试与这个时代的正在自行完成的形

而上学的隐蔽立场作一种本质性的争辩，以便把我们自己的历史

性本质从历史学和世界观的蒙蔽中解放出来 。

在刚才提到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根据律的公式中，艺术与

真理作为权力意志的第一性的占统治地位的构成物，乃是在与人

249 的关系中被思考的。存在者本身的真理与人之本质的本质关系究

竟应当如何在形而上学范围内根据形而上学的本质来思考，这对

我们的思想来说还是蔽而不显的。这个问题几乎还没有得到追

问，就已经被风靡一时的哲学人类学不妙地混淆起来了 。 但无论

如何，倘若我们想把价值律公式当作一个证据，来说明尼采所从事

的是实存论上的（existenzie ll）哲学思考，那就是错误的 。 尼采从

来没有做过实存论的哲学思考，而是做了形而上学的思考。 我们

还没有成熟，还不能去理解下面这种思想的严格性，这种思想是尼

采在构思他的主要著作《权力意志》记录下来的：

“在英雄周围一切都变成悲剧，在半神周围一切都变成滑稽

剧；在上帝周围一切都变成一一什么呢？也许都变成‘世界’

么？ 一一一”（《善与恶的彼岸》，第 150 节， 1886 年）

可是，确实到时候了：我们要学会去认识，尼采的思想一一尽

管从历史的角度并且就其名称看来必然显示出另一种情态一一并

不比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少实际性和严格性；亚里士多德在其《形

而上学》第 4 卷中把矛盾律思考为关于存在者之存在的第一真理。

那种把尼采和克尔皑郭尔相提并论的看法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

但并非因此就是无可置疑的了；这种看法没有认清这样一回事情，

即，尼采作为形而上学思想家保持着与亚里士多德的亲近一一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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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没有认清，乃是由于对思想之本质的误解。 克尔↑岂郭尔与

亚里士多德本质上是疏远的，尽管他常常提到后者。 因为克尔皑

郭尔不是思想家，而是一位宗教作家，而且不是一般宗教作家中的

一员，而是与他的时代的命运相适应的独一无二的宗教作家。这

就是他的伟大之处，如果我们这样说并非一种误解的话。

在尼采形而上学的根据律中，权力意志的本质统一性是以艺

术与真理的价值的本质关系来命名的 。 根据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

这一本质统一性，价值的形而上学本质得到了规定。 价值乃是在 250

权力意志中、并且为权力意志而设定起来的权力意志自身的双重

条件。

由于尼采把存在者之存在经验为权力意志，故他的思想必定

针对价值而展开。 所以就需要普遍地并且先于一切地把价值问题

提出来 。 这种追问把自身经验为历史性的追问 。

迄今为止的最高价值的情形如何？着眼于对一切价值的重

估，这些最高价值的废黝意味着什么？因为对价值的思考植根于

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所以尼采的解释一一即把虚无主义解释

为最高价值的废黝和一切价值的重估的过程一一就是一种形而上

学的解释，而且是在权力意志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解释。 但是，只要

尼采在虚无主义的真正完成意义上来理解他自己的思想，即，作为

“新的价值设定之原则”的权力意志之学说，那么，他就不再只是消

极地把虚无主义理解为最高价值的废黝，而是同时也积极地来理

解虚无主义，也即把它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克服；因为现在明确地被

经验的现实之现实性，即权力意志，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本源

和尺度。其价值直接规定着人的表象，并同时激励着人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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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存在被置入另一个发生维度之中 。

在上文所引述过的《快乐的科学 》第 125 节中，那个疯子对于

杀死了上帝也即废黝了超感性世界的人们的行为说了这样的话：

“再也没有更伟大的行为了一一而因此之故，我们的后人将生活在

前所未有的更高的历史之中！”

随着“上帝死了”这样一种意识，也就开始了关于以往最高价

值的彻底重估的意识。 人本身按照这种意识而转入另一种历史

251 中，那是更高的历史，因为在其中，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即权力意

志，特别地被经验和接受为现实的现实性，也即存在者之存在 。 借

此，作为现代人的本质之居所的自我意识完成了它的最后一步。

它意愿本身成为元条件的权力意志的实行者 。 决定性价值的没落

就要到尽头了 。 虚无主义，亦即“最高价值的自行废黠”，被克服

了 。 那个人类一二一它意愿其本己的作为权力意志的人之存在，并

且把这种人之存在经验为归属于那种由权力意志整体所规定的现

实性的人之存在一一被一种人的本质形态所规定，而这种本质形

态超出了迄今为止的人。

这个超出迄今为止的人种的人类之本质形态，尼采用“超人”

(der Obermensch）这个名称来表示 。 以尼采的理解，“超人”并不

是某种个别的人的标本一一在这种标本中，通常所见的人的能力

和意图被扩大和提高到巨大的地步 。 “超人”也不是通过把尼采哲

学应用到生活中去才出现的那样一种人。“超人”这个名称命名的

是那个人类的本质，这个人类作为现代人开始进入其时代的本质

完成过程之中 。 “超人”是那种根据由权力意志所规定的现实性 、

并且对这种现实性来说才存在（ist）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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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质是从权力意志而来被意愿的本质，这样的人就是超人。

对这种如此这般被意愿的本质的意愿必然符合于作为存在者之存

在的权力意志。 因此，与思考权力意志的那种思想一体的，就必然

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被意愿的人的本质必

然以何种形态表现和展开出来，从而得以满足于权力意志、并因此

能够承担对存在者的统治？不知不觉地，而且首先就是不知不觉 252

地，人从存在者之存在而来发现自己面临了承担大地之统治地位

的任务。 以往的人已经充分思考了存在者之存在是以何种方式显

现的吗？对于他的本质是否已成熟并且是否具有力量去响应这一

存在的要求，以往的人有了确信吗？或者，以往的人不得不借助于

那些权直之计和曲折弯路 它们总是一再让他不能去经验所是

的东西？以往的人想要保持为以往的人，同时已经是其存在开始

显现为权力意志的那个存在者所意愿的东西。以往的人就其本质

来看根本还没有对始终贯通存在者而起支配作用的存在作好准

备。 在存在者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是这样一种必然性，即，人之超出

以往的人，并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兴趣，也不是为着纯粹的任性，

而只是为了存在的缘故。

尼采关于超人的观点起于这样一种思想，这种思想从存在学

卜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从而适应于形而上学的本质，但却不能

在形而上学范围内经验这种本质。 因此之故，恰如在尼采之前的

一切形而上学那里，对尼采来说也依然蔽而不显的是，形而上学的

本质如何是根据存在之本质而得到规定的。所以，在尼采的形而

上学中，权力意志与超人的本质之间的本质关系的根据必然是掩

蔽着自己的 。 但在任何一种掩蔽中，都同时有一种显现在起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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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存在者之 essentia［本质］即权力意志所具有的 existentia

［实存］，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在这种永恒轮回中被思考的存

在包含着与超人之本质的关联。可是，这种关联在其合乎存在的

本质方面必然是未曾被思考的。所以，对尼采本人也模糊不清的

是 ：思考超人（以查拉图斯特拉为形象）的思想与形而上学的本质

253 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因此，《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部著作的特

性始终是蔽而不显的。只有当一种未来的思想已经到位，能够把

这本“写给所有人的书又是无人能读的书”与谢林的《关于人类自

由的本质的探究》 (1809 年），同时也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

(1807 年），与莱布尼茨的《单子论》(1714 年），放在一起加以思考，

并且不仅是以形而上学方式思考这本著作，而是从形而上学之本

质而来思考这部著作，这时候，一种争辩的权利和义务也好，一种

争辩的基础和视界也好，才被确立起来了。

要对超人的观念和形象一一它们已经蒙受了特有的误解一一

生出愤怒，并且把这种愤怒假装为一种反驳，这是轻而易举的，但

却是不负责任的。困难的、但对未来的思想来说不可避免的，乃是

达到那种高尚的职责，正是出于这种职责，尼采思考了那种在权力

意志的存在命运中注定要去承受对大地的统治的人类的本质 。 超

人的本质并不是一种任意的癫狂症的通行证。 它是一个由至高的

自我克服过程构成的长链条的植根于存在本身的法则；这些至高

的自我克服过程才使人游刃于存在者一一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归属

于存在，而存在作为权力意志使它的意志本质显现出来，并且通过

这种显现而开创一个时代，也即开创形而上学的最后时代 。

根据尼采的形而上学，以往的人之所以被叫作以往的人，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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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的本质虽然是由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的权力意志所决

定的，但他并没有把权力意志当作这一基本特征来经验和接受。

超出以往的人的人则把权力意志当作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征，把

它接受到他本己的意愿之中，并且因此在权力意志意义上来意愿

自身。一切存在者作为在这种意志中被设定的存在者而存在。 先 254

前以目的和尺度的方式限定和规定了人之本质的东西，已经失去

了它无条件的、直接的、首先普遍地不可或缺地起作用的力量。那

种超感性的目的和尺度世界不再来唤起和支撑生命。 那个世界本

身成了无生命的 死了 。 基督教信仰还将在这里那里存在。 但

在这样的世界里起支配作用的爱并不是现在所发生的事情的具有

活生生效果的原则。超感性世界的超感性根据曾经被看作一切现

实的有效的现实性；但它己成为非现实的了 。 这就是在形而上学

上被思考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形而上学意义。

我们还想继续对尼采这句话的必须以上述方式来思考的真理

视而不见吗？如若我们还想这样做，那么，无疑地，这句话通过这

一奇特的蒙蔽并不就成为非真实的了 。 上帝还不是一个活的上

帝一－如果我们继续致力于控制现实，而没有首先严肃地对待其

现实性，追问其现实性，也没有去考虑，人是否如此游刃于他从存

在而来被卷入其中的那个本质，以至于他能够根据其本质而不是

借助于单纯措施的虚假帮助来经受这一命运。

毫无错觉地去经验尼采这句关于上帝之死的话的真理性的尝

试，与对尼采哲学的信奉不是一回事情。 如果我们竟认为这是一

回事，那么，凭这样一种同意是无助于思想的 。 我们只有通过思想

才能关注一位思想家。 这就要求我们去思考在这位思想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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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思考的一切本质性的东西 。

如果上帝和诸神在上面所解释的形而上学经验的意义上已经

死了，如果权力意志蓄意要成为对存在者之条件的一切设定的原

则，也即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那么，那种以对大地的统治为形态

的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统治，便转向新的、为权力意志所规定的

255 人的意愿了。 《快乐的科学》是在 1883 年出版的，一年之后，尼采

出版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尼采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后书的

第一部分：“所有的神都已死了：现在我们要使超人活起来！”

粗粗一想，人们也许会认为，这话说的是：对存在者的统治从

上帝转到人那里了；或者，更粗泛地看，似乎尼采用人取代了上帝 。

当然，有这样看法的人们很少神性地看待上帝的本质 。 人是绝不

能取代上帝的位置的，因为人的本质达不到上帝的本质领域。 相

反地，与这种不可能性相比较，倒是可能发生某种更为阴森可怕的

东西，而对这种东西的本质，我们几乎尚未开始做出思考 。 从形而

上学上看，上帝所居有的位置，乃是对作为被创造者的存在者的产

生作用和保存作用的位置。 这个上帝的位置是不能空着的 。 取代

这个上帝的位置，就会有另一个在形而上学上相应的位置开启出

来，后者既不是上帝的本质领域，也不是人的本质领域，但人又能

进入一种与这个位置的优先的关系之中 。 超人并没有取代上帝，

绝没有取代上帝，而不如说，超人的意愿所关心的那个位置乃是另

一个领域，即，对在其另一种存在中的存在者作另一种根据说明的

领域。 这另一种存在者之存在这时已经成了主体性一一而这一点

正标志着现代形而上学的开始 。

现在，一切存在者要么是作为对象的现实，要么是作为对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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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者一一在这种对象化中对象之对象性得以构成自己。对象

化在表象之际把对象投置给 ego cogito 〔我思］ 。 在这种投置

( Zustellen）中，自我表明自身为它自己的行为（即表象着的投置）

的根据，也即表明自身为 subjectum［一般主体］。主体自为地就 256

是主体。意识的本质是自我意识。因此，一切存在者不是主体的

客体，就是主体的主体。存在者之存在普遍地植根于那种“面对自

身摆置自身”（Sich-vor-sich-sel bst-stellen）之中，从而植根于自身

设置（Sich-auf心tellen）之中。在存在者之主体性范围内，人起立

而入于他的本质的主体性中。人进入这种起立（Aufstand ）之

中 。① 世界成为对象。 在这一暴动性的对一切存在者的对象化

中，大地，即那种首先必然被带入表象和置造（ Vor-und Her-

stellen）之支配中的东西，被置入人的设定和辨析的中心中。大地

本身只还能作为那种进攻的对象显示自身一一这种进攻在人的意

愿中设立自身为无条件的对象化。 自然便普遍地显现为技术的对

象，因为它出于存在之本质而被意愿。

在写作上面所引“疯子”一节的 1881 1882 年那阵子，尼采有

这样一则笔记：“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一一这

场斗争将打着哲学基本学说的旗号。”（大八开本，第 12 卷，第 441

页）

这话并不是说，为了使权力意志无条件地委身于其本质而围

绕对作为原料领域的地球的无限制利用的斗争，以及围绕对“人的

① 此处译为“起立”的 Aufstand 在日常德语中有“起义、暴动”的意思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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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毫无幻想的应用的斗争，明确地要求助于一种哲学 。 相反

地，我们可以猜测，作为学说的哲学消失了，作为文化构成物的哲

学消失了，并且在眼下这种形态中的哲学也要消失了，因为哲

学一一只要它曾经是真正的哲学 已经把现实的现实性表达出

来，并因此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带入其存在的历史中了 。 所谓“哲

学基本学说”并不是指学究们的理论教条，而是指关于存在者之为

存在者的真理的语言，这种真理乃是形而上学本身 以权力意

志的绝对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为形态 。

257 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在其历史性的本质中已经是下面这

个事实的后果，这个事实就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以权力意志的方

式显现出来，却没有被认识甚或理解为这种意志 。 随波逐流的行

为学说和表象思想本来就绝不去言说存在着的并因而发生着的东

西 。 随着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开始，主体性的时代被逐入其完

成之中 。 这种完成的意思之一是，在权力意志意义上存在的存在

者按其方式并且在任何一个方面，对它自己的关于它本身的真理

都是确定的，因而也是有意识的。意识是那种根据权力意志来意

求的意愿的一个必然工具。着眼于对象化来看，意识的发生采取

了计划（Pla nung）形态 。 它是在人通过对历史处境的不断分解而

起立进入自我意愿这样一个范围里发生的 。 从形而上学上看，

“处境”始终是主体行动的处境 。 任何一种对处境的分析者II建立在

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无论它是否知道这一点。

“伟大的正午”乃是最明亮的时代，也就是意识的时代；意识绝

对地并且在每一个方面都意识到它自身是那样一种认识，这种认

识的要义在于 ：有意地去意愿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权力意志，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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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种意愿向着自身发起暴动，去经受世界之对象化的每一个

必然阶段，从而为一种尽可能相同和均衡的意愿保证存在者的持

续持存。 但在这一意志的意愿中，人被一种必然性攫住，要一道去

意求这种意愿的条件。 这就是说 ：要设定价值并且按照价值米评

价一切 。 这样，价值便决定着一切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 这就使

我们面临下述问题 ：

什么存在着（Was ist）一一在现在这个时代里，在权力意志的

绝对统治公然到来，并且这种公然的东西及其公开性本身成为这

种意志的一个功能的时代里？什么存在呢？我们并不是要追问每 258

个人都能各按所需，随时在权力意志领域内为之提供证明和消除

证明的那些事件和事实。

什么存在着？我们井不是要追问这个或那个存在者，而是要

追问存在者之存在。 更确切地说，我们要追问：存在本身的情形如

何？ 我们也不是无的放矢地做这种追问，而是要着眼于存在者本

身之真理来追问一一这种真理以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为形态而诉诸

语言。 在这个正在兴起元条件权力意志的统治的时代里，存在的

情形如何呢？

存在成了价值。 对持存之持续状态的维持（Bestiindigung der 

Bestiindigkeit des Bestandes）乃是一个必要的、由权力意志木身

所设定的对它自身的保证的条件。 而除了把存在特别地提升为价

值，还能对存在做出更高的评价吗？不过，由于存在被尊为一种价

值，它也就被贬降为一个由权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条件了 。 只要

存在一般地被评价并从而被尊奉，则存在本身先就已经丧失了其

本质之尊严。如果存在者之存在被打上价值的印记，并且借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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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它的本质，那么，在这一形而上学范围内，也即始终在这个

时代的存在者本身之真理的范围内，任何一条达到存在本身之经

验的道路就都被抹去了。在此作这一番谈论时，我们假定了也许

我们根本不可做出的假定，即，总是有这样一条通向存在本身的道

路，而且一种对存在的思想一向已经思考了存在之为存在 。

自其开端以来，西方思想所思考的始终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而没有思及存在及其本己的真理。其间它只是以这样一种真理性

思考了存在，以至于它十分笨拙地在一种未曾被经验、因而未经清

理的多义性中把“存在”这个名称表达出来。这种始终未思及存在

259 本身的思想乃是西方历史的简单的、包含一切的、从而神秘莫测

的、未曾被经验的事件（Ereign is ） ； 而西方历史眼下就要扩张为世

界历史了。最后，在形而上学中，存在沦为一种价值了。从中表

明，存在并没有得以成为存在。这意味着什么呢？

存在之情形如何？存在无情形可言。① 如果恰恰从这里才呈

示出一直被掩蔽着的虚无主义的本质，那又如何呢？价值思想于

是就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吗？但尼采却把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理解为

虚无主义的克服 。 实际上，只要虚无主义仅仅被理解为最高价值

的废黝，而权力意志被思考为根据一种最高价值的重新设定而对

一切价值的重估的原则，那么，权力意志形而上学就是一种对虚无

主义的克服了。而在这种对虚无主义的克服中，价值思想却被提

升为一个原则了。

① 这里两个句子的原文为： Wie isl es mil dem Sein ? Mil dem Sein isl es nich

ts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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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价值不能让存在成其为存在，①让存在作为存在本

身而存在，那么，所谓的克服首先就是虚无主义的完成。因为现

在，形而上学不仅不思存在本身，而且这种对存在的不思还被掩盖

在一种假象之中，仿佛它由于把存在评价为价值就以最隆重的方

式思考了存在，以至于一切存在之问都变得多余的了。但如果就

存在本身来看，那种按照价值来思考一切的思想就是虚无主义，那

么，甚至连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经验一一即认为虚无主义就是最高

价值的废黝一一也是一种虚无主义的经验了。对超感性世界的解

释，对作为最高价值的上帝的解释，并不是根据存在本身来思考

的 。 对上帝和超感性世界的最后一击就在于，上帝，这个存在者之

存在者（ das Seiende des Seienden），被贬低为最高价值了 。 对上 260

帝的最猛烈的一击，并不是上帝被认为不可知的，也不是上帝的存

在被证明为不可证明的，而倒是在于：被认为是现实的上帝被提升

为最高价值了。因为这一击并非来自那些不信上帝的游手好闲之

辈，而是来自那些信徒及其神学家们，这些人夸夸其谈，谈论一切

存在者中最具存在特性的东西（ das Seiendsten alles Seienden ) , 

而向来不想去思考存在本身，以便从中能够认识到 ：从信仰方面

看，这种思想和那种谈论，如果它们去干涉信仰神学的话，就都不

外乎是一种读神 。

至此，也只是有了一道微弱的光，稍稍照亮了那个幽暗的问

题。 我们在倾听那段关于疯子的话时就想向尼采提出这个问题

了：人究竟如何能够杀死上帝？而显而易见，尼采思考的恰恰就是

① 1950 年第一版·在此何谓“存在叫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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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因为在整段话中只有两句是特别加了着重号的。一句

是：“我们把它杀死了”，即把上帝杀死了；另一句说 ：“虽然他们已

经做了这件事，”也就是说，人们已经做了杀死上帝的行为，虽然他

们至今还对此闻所未闻。

这两个加着重号的句子给出了对“上帝死了”这句话的解释。

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没有上帝 仿佛是出于否定和庸俗的仇恨

而说的。这句话意味着更凶狠的东西：上帝被杀死了 。 因此才显

露出一个决定性的思想。但这当儿，理解却变得更为困难了 。 因

为我们更愿意把“上帝死了”这句话的意思理解为：上帝本身从自

身而来已经远离它活生生的在场了 。 而要说上帝是被别的东西，

261 甚至是被人杀死的，这是不可思议的 。 尼采本人对这一思想也惊

奇不已。惟因此，紧接着“我们把它杀死了 你们和我！我们都

是凶手！”这句关键的话之后，尼采就让疯子发问 ： “但我们是如何

杀死上帝的呢？”尼采以三个形象来描绘问之所问，他通过重复这

个问题来解释这个问题 ：“我们又如何能将海水吸光？是谁给我们

海绵去把整个地平线拭掉？当我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耀的距离之

外时又该做些什么？”

对最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答说：当人们把地球移离太阳照

耀的距离之外时，人们要做的就是去言说最近三个半世纪以来的

欧洲历史 。 但在这一历史的根基中，与存在者一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当尼采说出太阳与地球的关系时，他所想到的不只是现代自

然观中的哥白尼转向 。 “太阳”这个名称立即让我们想到柏拉图的

譬喻。在他这个譬喻中，太阳和太阳光的领域是这样一个区域，在

那里，存在者按其外观、外表（即理念）而显现出来 。 太阳构成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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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其中显示自身的那个视界。“地平线”意指

作为真实存在者的超感性世界 。 它同时也是像大海那样拥抱一

切、涵盖一切的整体。 作为人的栖留之所的大地被移离太阳照耀

的距离之外了 。 那个自在存在的超感性领域不再作为决定性的光

亮照临人世。整个视界被拭掉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即大

海，被人们吸干了 。 因为人起身而进入 ego cogito［我思］的自我

性中了 。 随着这一起立，一切存在者都成了对象。 存在者作为客

体而被汲入主体性的内在之中了。地平线不再自发地闪光。 它无

非是在权力意志的价值设定中被设定的观点。

以三个形象（太阳、地平线、大海）为引线（它们对思想来说也

许还不同于形象），这三个问题解释了上帝被杀死这个事件的意 262

思 。 此所谓杀死，是指人把自在存在的超感性世界消除掉了 。 杀

死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没有彻底

被消灭，而也许是在其存在中变了样。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变了

样，而且首先是人变了样。 人变成那个消除自在存在者意义上的

存在者的人。人起立而入于主观性中的过程使存在者成了对象。

但对象乃是通过表象而站立起来的。对自在存在者的消除，也即

把上帝杀死，这是在那种持存保证（Bestandsicherung）中实现的；

通过这种持存保证，人便为自己保证了质料的、身体的、心灵的和

精神的持存一一但这是由于他自己的确信的缘故，这种确信意求

取得对作为可能对象的存在者的统治，目的是为了与存在者之存

在即权力意志相符合。

作为确信之获得的保证植根于价值设定。 这种价值设定控制

了一切自在存在者，并因此把它们当作自为存在者而杀死了。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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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上帝过程中的这最后一击是由那种形而上学来提供的，后者作

为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进行着价值思考意义上的思想 。 由这一

击，存在被打倒在地，成了纯粹的价值 。 但尼采本人不再把这最后

一击视为从存在本身来看的一击 。 可是，尼采不是说“我们都是凶

手！ 一一你们和我！”吗？确实如此 。 据此，尼采也还把权力意志

的形而上学理解为虚无主义 。 不过，这对尼采来说仅仅意味着，作

为在重估以往一切价值意义上讲的反动过程，权力意志的形而上

学确定地、从而最显明地实行着那种先行的“对以往最高价值的重

估” 。

但恰恰是那种根据一切价值设定的原则而作的对价值的重新

263 设定，是尼采不再能够思考为一种杀死和虚无主义的 。 在自我意

愿的权力意志视界内，也即在价值和价值设定的视野中，这种重新

设定不再是一种废制 。

然而，如果着眼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也即从存在的角度，来

思考价值设定，则这种价值设定本身的情形又如何呢？那样的话，

价值思考就是彻底的杀死了 。 它不仅是在其自在存在方面击倒了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而是完全把存在给干掉了 。 还需要存在的时

候，存在也只能作为一种价值起作用 。 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价值

思想在一种极端的意义上是致命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让存在本身

进入涌现中，也即进入其本质的生命力中 。 根据价值的思想自始

就不让存在本身得以在其真理中成其本质 。

但是，这一斩草除根的杀死首先是、井且仅仅是权力意志的形

而上学的方式吗？只有这种把存在解释为价值的做法才不让存在

本身成为它所是的存在吗？情形若此，那么，在尼采之前的时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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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而上学就必定已经经验、思考了存在本身，或者至少已经追问

了存在本身。 但我们哪儿也找不到这种对存在本身的经验。 我们

哪儿也看不到一种思想，是思存在本身的真理的，从而是把真理本

身作为存在来思考的 。 甚至当作为西方思想之开端的前柏拉图思

想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展开作准备时，也没有思

存在本身。 EoTlV （品ν）γ也p ElVOl〔因为存在是、存在存在］①固然

是命名存在本身的，但它恰恰不是把在场思为从其真理而来的在

场。 存在之历史始于、而且必然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Verges

senheit des Seins） 。 所以说到底，存在本身在其真理中始终未被

思，这不能归咎于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 进一步讲，这种奇怪的缺

席只能归咎于作为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 但什么是形而上学？我 264

们知道形而上学的本质吗？形而上学本身能够知道它的本质吗？

如果形而上学理解这一本质，那也只是在形而上学上理解它。 但

形而上学的关于形而上学的概念始终滞后于形而上学的本质。 这

也适合于任何一种逻辑，假定后者根本上还能思考Mγos［逻各

斯］是什么的话。一切关于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和一切试图以某

种方式超过形而上学的哲学逻辑，都最稳当地落到了形而上学下

面，而不知道它们自身在这样做时掉到哪里去了 。

这当儿，对我们的沉思来说，至少是虚无主义之本质的一个特

性变得清晰一些了 。 虚无主义的本质植根于那种历史，根据这种

历史，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并没有发生存在本身及

其真理，而且其情形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是由于存在之真

① 巳门尼德的残篇第 6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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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缺席才适合于存在 。 诚然，尼采在虚无主义开始完成的时代

里经验到了虚无主义的某些特性，同时对它们做了虚无主义式的

解说，从而完全掩埋了它们的本质 。 不过，尼采就如同他之前的任

何一种形而上学，根本没有认识到虚无主义的本质 。

但如果虚无主义的本质植根于历史中，以至于在存在者之为

存在者整体的显现中存在之真理是缺席的，井因此而没有发生存

在本身及其真理，那么，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历史，形

而上学本质上就是虚无主义 。 此外，如果形而上学是欧洲的和由

欧洲所决定的世界历史的历史根据，那么，这种世界历史就在一种

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是虚无主义的 。

从存在之命运来思考，“虚无主义”的虚无（ nihil) 意味着 ：根

本就没有存在 。 存在没有达到其本己的本质的光亮那里 。 在存在

者之为存在者的显现中，存在本身是缺席的 。 存在之真理失落了 。

它被遗忘了 。

26 5 这样来看，虚无主义在其本质中就是一种与存在本身同时进

行的历史 。 于是，在存在本身的本质中就包含着这样一 回事情，

即，存在由于自行隐匿而始终未曾被思 。 存在本身自行隐匿入其

真理中 。 它庇护自身进入这种真理中，并在这种庇护（ Bergen ）中

遮蔽自身 。

由于看到了这种对其本己本质的自行遮蔽的庇护，我们也许

就触着了那种神秘（ das Geheimnis）的本质一一存在之真理就是

作为这种神秘而成其本质的 。

据此，形而上学本身就不只是对一个还有待思考的存在问题

的耽搁 。 它更不是一种错误。 作为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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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形而上学乃是从存在本身之命运而来成其大事的 。 形而上学

在其本质中乃是被扣留着的 、因而未曾被思的存在本身之神秘。

要不然，则一种努力遵循有待思的东西（即存在）的思想就不能不

停地去追问 ：什么是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是存在本身的历史的一个①时代 。 但在其本质中，

形而上学就是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的本质归属于历史，而存在本

身即是作为这种历史而成其本质的 。 然而，只要虚无（Nichts）无

论如何指向存在，那么，对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的规定至少更能表

明那样一个领域，在其中，虚无主义的本质变得可经验的 ，从而成

为我们的思想所关心的某种被思考的东西。 我们习惯于从“虚无

主义”这个名称那里首先昕出一个不谐和音。 但如果我们来思考

虚无主义的存在历史的本质，则在对这个不谐和音的倾听中立即

就出现了某种棘手的东西。 “虚无主义”这个名称表示，它所指的

东西根本上是 nihi l（虚无）。 虚无主义意味着 ：在任何方面一切都

是虚元 。 “一切”是指存在者整体。 但如果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被经

验了，那它就处在它的每一个方面中 。 因此，虚无主义就意味着 ： 266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是虚无的 。 但存在者从存在而来是其所是

并且如其所是地存在。 假如一切“是”（ ist）都系于存在（Sein ） ，那

么，虚无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存在本身是虚无的 。 存在本身乃是在

其真理中的存在，而这种真理归属于存在。

如果我们在“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中昕到另一种音调，从中昕

出上面所说东西的本质，那么，我们也就以不同的方式昕到那种形

① 1950 年第一版这个（die）。 －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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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思想的语言，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已经经验到了虚无主义的

某些东西，但又不能思考它的本质。也许终有一天，我们听到另一

种音调，将以全然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思索这个虚无主义刚刚开

始完成的时代。也许我们进而会认识到，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

的角度，无论是社会学的还是技术和科学的角度，甚至形而上学的

和宗教的角度，都是不充分的，都不足以去思考在这个时代里发生

的事情。给予思想以有待思的东西的，并不是某种深深地隐藏着

的深层意义，而是某种平易近人的东西，是最平易近人的东西；因

为它只是这样一种东西，所以我们往往就已经把它忽略不顾了。

我们没有关注这种忽略，而是通过这种忽略不断地去实施那种在

存在者之存在那里发生的杀害。

为了关注于此，并且学会这种关注，我们只消去思考一下那个

疯子关于上帝之死所说的话以及他是如何说出这话的。也许我们

现在不会再那么匆忙地放过上面解释过的那段话的开头几句，就

是 ：那个疯子“不停地喊叫：我寻找上帝！我寻找上帝！”

此人何以是疯子？他发疯了 。① 因为他被移离出以往的人的

层面，在这个层面上，那些已经成了非现实的超感性世界的理想被

假装为现实的东西，而它们的反面则变成现实了。这个发疯的人

267 被移到以往的人之外。但这样一来，他只不过是完全被移入以往

的人的先行决定了的本质之中一一即成为 animal rationale［理性

动物］。因此，这个如此这般发疯的人与那种“不信上帝”的公共游

① 此句中的“发疯”（ ver-riickt ）一 词，与下文接着出现的“被移离出”

(ausgeriickt）、“被移到……之外”（ hinausgeriickt）和“被移入”“ingeriickt ） 有着相同的

词根，即 riicken（移、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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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公共游民们之所以不信神，并不是由于上

帝本身对他们来说变得不值得信仰了，而是由于这些游民本身不

再能够寻找上帝，从而放弃了信仰的可能性。他们不再能够寻找，

是因为他们不再思想。公共游民们废除 f思想，以连篇累牍的废

话取而代之；在这种废话以为它自己的意思受到危害之际，它往往

嗅到了虚无主义的气息。这种总还在不断发生的对于真正的虚无

主义的自我蒙蔽，试图以这种方式来为它对思想的畏惧制造借口。

但这种畏惧乃是对畏惧的畏惧。

相反地，从尼采这段话的开头几句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而对那些能够倾听的人们来说，根据这段话的最后几句就可以更

清楚地看到），疯子乃是叫喊着上帝而寻找上帝的人。在这里，莫

非实际上是一位思想者在作歇斯底里的叫喊么？而我们思想的耳

朵呢？我们思想的耳朵总还没有倾听这叫喊吗？只消它还没有开

始思想，它就还昕不到这种叫喊。而思想何时开始思想呢？惟当

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冥

顽的敌人，这时候，思想才能启程。



269 5 诗人何为？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葡萄

酒》中如是问道。 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 。 我们又怎

么会想到去把捉荷尔德林所给出的答案呢？

‘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这里，“时代”一词指的是我

们自己还置身于其中的时代 。 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

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 。 夜晚到来，自从赫

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耶稣基督这个“三位一体”弃世而去，世界

时代的夜晚便趋向于黑夜了 。 世界黑夜弥漫着它的黑暗 。 上帝之

离去，“上帝之缺席”，决定了世界时代 。 当然，为荷尔德林所经验

到的上帝之缺席，并不否认在个人那里和在教会中还有基督教的

上帝关系继续存在着；荷尔德林甚至也没有轻蔑地看待这样一种

上帝关系 。 上帝之缺席意味着，不再有上帝显明而确实地把人和

物聚集在它周围，并且由于这种聚集，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

留嵌合为一体。 但在上帝之缺席这回事情上还预示着更为恶劣的

东西呢。 不光是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之光辉也已经在世

界历史中黯然熄灭。世界黑夜的时代是贫困的时代，因为它一昧

地变得更加贫困了。它已经变得如此贫困，以至于它不再能察觉

到上帝之缺席本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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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深渊”

一词原本意指地基和基础，是某物顺势下降而落入其中的最深基

地。但在下文中，我们将把这个“Ab－”看作基础的完全缺失。①基 270

础乃是某种植根和站立的地基。丧失了基础的世界时代悬于深渊

中 。 假定竟还有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这种转变

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现在明确地

说，也只有当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 。 在世界黑

夜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但为此就必须

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世界时代之转变的发生，并非由于什么时候有某个新上帝杀

将出来，或者，有一个老上帝重新自埋伏处冲出来。 如若人没有事

先为它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上帝重降之际又该何所往呢？如若

神性之光辉没有事先在万物中开始闪耀，上帝又如何能有一种合

乎神之方式的居留呢？

“曾经在此”的诸神惟在“适当时代”里才“返回”；这就是说，惟

当时代已经借助于人在正确的地点以正确的方式发生了转变，诸

神才可能“返回”。 因此，在哀歌《面包和葡萄酒》稍后写的未竟的

赞美诗《回忆》（海林格拉特版本，第 4 卷，第 225 页）中，荷尔德林

写道：

……天神之力并非万能

① 德文中的“深渊”（Abgrund ）一词由前缀 Ab－和名词 Grund（基础）构成。 前缀

Ab－表示“除去、减少、取消”等。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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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

于是转变与之相伴

时代久远矣，而真实自行发生 。

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 。 既已久长必会达到夜半。夜到夜

半也即最大的时代贫困 。 于是，这贫困时代甚至连自身的贫困也

体会不到 。 这种无能为力便是时代最彻底的贫困了，贫困者的贫

271 困由此沉入暗冥之中。贫困完全沉入了暗冥，因为，贫困只是一味

地渴求把自身掩盖起来 。 然而，我们理当把世界黑夜看作一种在

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此岸发生的命运 。 也许世界黑夜现在正趋向

其夜半。 也许世界时代现在正成为完全的贫困时代 。 但也许井没

有、尚未、总还尚未如此；尽管有不可度测的困境，尽管有一切煎熬

痛苦，尽管有这种无名的痛苦，尽管有不断滋长的不安，尽管有持

续扩张的种种混乱。 这时代久而久之了，因为甚至那种被看作是

转变之基础的惊恐，只要还没有伴随出现人的转向，它便无所作为

了。不过，人的转向是在他们探入本己的本质之际才发生的 。 这

一本质在于，终有一死的人比天神更早地达乎深渊。当我们思人

的本质时，人依然是更接近于不在场（Abwesen）的，因为他们被在

场（ Anwesen ）所关涉 。 此处所谓在场，自古以来被称作存在

(Sein ） 。 然则在场同时也遮蔽自身，所以在场本身即不在场。 荷

尔德林在赞美诗《泰坦》（第 4 卷，第 210 页）中把“深渊”称为“体察

一切的”。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并且完全

不同地人乎深渊，谁就能够经验到那深渊所注明的标志 。 对诗人

而言，这就是远逝诸神的踪迹 。 从荷尔德林的经验来看，是狄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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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斯这位酒神把这一踪迹带给处于其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失去了

上帝的众生。 因为酒神用葡萄及其果实同时为人和神保存了作为

婚宴之所的大地和天空之间的本质性的共济并存。 无论在哪里，

都只布在这样一个婚宴之所的范围内，还可能为失去上帝的人留

存着远逝的诸神的踪迹。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

荷尔德林不无惶惑地借他在哀歌中提到的诗友海因茨之口回

答道：

你说，但他们如同酒神的神圣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

作为终有一死者，诗人庄严地吟唱着酒神，追踪着远逝诸神的

踪迹，盘桓在诸神的踪迹那里，从而为其终有一死的同类追寻那通

达转向的道路。 然而，诸神惟在天穹之中才是诸神，天穹乃诸神之

神性。 这种天穹的要素是神圣者，在其中才还有神性。① 对于远

逝的诸神之到达而言，也即对于神圣者而言，天穹之要素乃是远逝

诸神的踪迹。 但谁能追寻这种踪迹呢？踪迹往往隐而不显，往往

① 后期海德格尔提出了“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的“世界游戏”（Weltspiel)说，

这里的“天穹”＜Ather）即指“四方”中的一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所息的“神

圣者”（das Heilige）是高于“神性”（ die Gottheit）的，是超出“诸神”（ Gotter, G6ttliche) 

的，当然也是超出基督教的“上帝”（Gott）的。 一一译注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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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几乎不可预料的指示之遗留。在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

着：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 。 因此，诗人就能在世界黑夜的

时代里道说神圣者。因此，用荷尔德林的话来说，世界黑夜就是神

圣之夜。

在这样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还在于，诗人职权和

诗人之天职出于时代的贫困而首先成为诗人的诗意追问 。 因此之

故，“贫困时代的诗人”必须特别地诗化（dichten ）诗的本质 。 做

到这一点，就可以猜测到一种顺应世界时代之命运的诗人职权。

我们旁的人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诗人的道说，假使我们并不想仅仅

出于存在者，通过分割存在者来计算时代，从而在这个时代里蒙棍

过关的话一一这个时代由于隐藏着存在而遮蔽着存在。

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

更绝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者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

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也几乎消失殆尽了。这些踪迹愈是消

失殆尽，则个别的终有一死的人就愈加不能达乎深渊，去摸索那里

273 的暗示和指引。那么，愈加严格的事情乃是，每个人只要走到他在

指定给他的道路上所能达到的那么远，他便到达最远的地方了。

提出“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这个问题的那首哀歌的第三节，道

出了支配贫困时代的诗人的法则：

有一件事坚定不移 ：

无论是在正午还是夜到夜半，

永远有一个尺度适用众生 。

而每个人也被各各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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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个人走向和到达

我们所能到达之所 。

307 

1802 年 12 月 2 日，荷尔德林在给被林多夫的信中写道：“萦

绕在我窗口的哲学之光，眼下就是我的欢乐，但愿我能够保持它，

一如既往！”

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 作为自我完成的西

方形而上学之领域，存在之澄明已达乎其印记。 荷尔德林的运思

之诗也一起给这一诗性思想的领域打上了烙印 。 荷尔德林的作诗

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代里任何别的诗

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程。 荷尔德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之敞开

状态（Offenheit des Seins）；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

井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

然而，这一存在的敞开状态在业已完成了的形而上学范围内

也许同时就是存在的最极端的被遗忘状态。 但如果这种被遗忘状

态竟是时代之贫困的贫困性的隐含本质，那又如何呢？那样的话，

我们当然无暇审美地逃遁到荷尔德林的诗歌中去了 。 那样的话，

我们当然无暇根据诗人的形象来制作一个人造的神话了 。 那样的

话，我们也就无机可乘，把他的诗槛用为一种哲学的丰富源泉了 。

相反，冷静地运思，在他的诗所道说的东西中去经验那未曾说出的

东西，这将是而且就是惟一的急迫之事。 此乃存在之历史的轨道。 274

如若我们达乎这一轨道，那么它就将把思带入一种与诗的对话之

中 。 这是一种存在历史上的对话。 文学史研究势必会认为这种对

话对它所认定的事实做了非科学的歪曲 。 哲学会把这种对话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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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堕入幻想的迷惘之中的邪路。然而，命运无视于这一切，而伸

展着它的轨道 。

我们今天在这一轨道上遇到了一位现代诗人吗？我们遇到一

位现在往往匆匆忙忙地被硬拉入思之近旁，却又被极其浅薄的哲

学掩盖起来的诗人了吗？还是让我们以恰当的严格性，更清晰地

来追问这个问题吧 。

里尔克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吗？他的诗与这时代的贫困有

着何种关系呢？他的诗达乎深渊有多深？假如这位诗人走向他能

达到的地方，那么，他去往何处？

里尔克的那首有效诗歌浓缩在精心汇集的薄薄的两卷《杜伊

诺哀歌》和《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之中 。① 走向这首诗歌的漫长

道路本身乃是诗意地追问的道路。 里尔克在途中渐渐清晰地体会

到时代的贫困 。 时代之所以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

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了 。

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居有他们的本质。 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

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有学会爱情 。 但终有一死的人存

在着。只要语言在，他们就存在 。 歌声依然栖留在他们的贫困的

大地之上。 歌者的词语依然持有神圣者的踪迹。《致俄尔甫斯十

四行诗》中的一首歌（第 1 部，第 19 首）道说了这一切 ：

尽管世界急速变化

① 海德格尔认为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有一首“独一的诗歌”，故在此说里尔克的

“那首有效诗歌”．此说特别可参看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 》中的《诗歌中的语

言》一文． 一一译注



如同云形之飘忽，

但完成了的一切

都归本于原初。

在变化和运行之上，

更宽广更自由，

5 诗人何为？

还有你的序曲歌唱不息，

带着七弦琴的上帝。

没有认清痛苦，

也没有学会爱情，

凡在死亡中远离我们的，

都不曾揭开面纱。

惟有大地上的歌声

在颂扬，在欢庆。

309 

然而，甚至连神圣者的踪迹也已经变得不能辨认了。未曾决

断的事情依然是，我们是否还把神圣者经验为导向诸神之神性的

踪迹，或者，我们是否还只是遇到了那导向神圣者的踪迹。尚未明

了的事情依然是，导向踪迹的踪迹会是什么。至于这样一种踪迹

如何向我们显示出来，也还是一个疑问。

时代之所以贫困，乃是由于它缺乏痛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

无蔽。 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

个本质领域自行隐匿了。只要它们所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在之深

275 



310 林中路

渊，那么就有遮蔽。但是歌唱依然 。 歌唱命名着大地。 歌唱本身

是什么呢？终有一死的人如何能够歌唱？歌唱从何而来？歌唱在

何种程度上达乎深渊？

为了揣度里尔克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贫困时代的

诗人，从而也为了洞晓诗人究竟何为，我们试图找出通往深渊的小

径上的一些标志 。 我们把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一些基本词语当作

标志 。 这些基本词语只有在它们被说出的那个领域的语境中才能

得到理解 。 这个领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 自从尼采完成了西方形

而上学以来，这种真理获得了展开。 里尔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诗意

地经验并且承受了那种由形而上学之完成而形成的存在者之无蔽

276 状态 。 我们要来看看，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如何向里尔克显示

自身 。 为了把这一领域收入眼帘，我们将留心考察里尔克的一首

诗，这首诗比较晚出，但仍属于里尔克顶峰时期的诗篇 。

我们不准备解释那些哀歌和十四行诗；因为它们由之得以言

说的那个领域，在其形而上学的机制和统一性上，还没有充分地根

据形而上学的本质而获得深思 。 作这种深思是困难的 。 原因有

二：首先是因为里尔克的诗在存在历史之轨道中还没有达到荷尔

德林的位置和起点 。 其二是因为我们对形而上学之本质几乎一无

所知，并且我们也没有精通于存在之道说（Sagen des Seins ）。

我们不但不准备解释那些哀歌和十四行诗，而且，我们也无权

作这种解释，因为我们只能缓缓地揭示、通达和深思诗与思在其中

进行对话的那个本质领域。 今天谁能妄称他已经同诗与思的本质

一并安居于家中，并且还有足够的力量把两者的本质带入最极端

的争执之中，从而来建立它们的和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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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面要阐释的这首诗是里尔克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它

刊载于 1934 年出版的《诗集》第 118 页和 1935 年出版的《后期诗》

第 90 页上。这首诗没有标题，是里尔克在 1924 年 6 月写的。

1924 年 8 月 15 日，里尔克在慕佐写信给克拉拉 · 里尔克夫人，信

中写道 ：“但我尚未在所有方面变得如此拖沓和懒散；何其幸运，还

是在我六月份离开之前，巴龙 · 卢修斯就收到了精美的《马尔特札

记》。他的感谢信早已准备寄给你了。我也给你附上即兴诗几行。 277

这几行诗，是我为他写在精致的皮面精装本第一卷上的。”

据《慕佐书简》编辑者做的说明（第 404 页），里尔克这里所提

到的即兴诗就是下面这首诗：

正如自然一任万物

听其阴沉乐趣的冒险摆布，而绝没有

以土地和树枝给予特殊保护，

同样，我们对自己存在的原始基础

也不再喜好；它使我们冒险。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有时甚至

冒险更甚（并非出于贪营私利），

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这就为我们创造安全，在保护之外，

那是纯粹之力的重力的统辖之所；

最终庇护我们的，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而且当我们看到它逼近时，



312 林中路

我们已改变了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

为的是在最宽广轨道中，

在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来把它肯定。

里尔克称这首诗为“即兴诗” 。 但它的意外之旨却为我们开启

了一个新视界，在那里我们得以更清晰地思里尔克的诗。 我们必

然是在这一世界瞬间（ Wei tau gen blick ）中才学会，作诗元疑也是

一件运思的事情 。 我们且把这首诗看作一番诗意的冥思 。

诗的结构很简单。 起承转合亦很清楚 。 它分成四个部分：第

1-5 行；第 5-10 行；第 10 12 行；第 12-16 行 。 第 4 行的“同

样，我们……”对应于开头第一句的“正如自然…… ” 。 第 5 行的

“不过”承接上面的那个“我们”。 这个“不过”有所限定，却是用对

278 照方式来限定的 。 这种对照由第 5-10 行刻画出来 。 第 10-12

行道出这种对照的结果 。 第 12-16 行道出这种对照的真正旨趣。

通过开头的“正如……同样”，人的存在便进入诗的主题。 这

一番比较把人的存在突出在芸芸众生中，也即把人的存在与动植

物生命体区别开来了 。 在《杜伊诺哀歌》第八首的开头也做了同样

的比较，在那里，里尔克把芸芸众生称为“造物” 。

所谓比较，就是用相同的东西来衡量不同的事物，从而揭示出

差异 。 在这里，不同的事物，一方面是植物和动物，另一方面是人；

就它们在同一者（ das Selbe）中达到一致而言，它们是相同的

(gleich ） 。 这个同一者就是它们作为存在者所具有的与它们的基

础的关系 。 芸芸众生的基础乃是自然 。 人的基础与植物和动物的

基础不光是相同的 。 这个基础在人那里和动植物那里是同一的 。



5 诗人何为？ 313 

此乃自然，乃“完满的自然”（《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 2 部，第 8

首） 。

我们在这里必须在宽广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来思自然，也即在

莱布尼茨所使用的大写的 Natura 一词的意义上来思自然。它意

味存在者之存在。 存在作为 vis primitiv activa ［原始作用力］成

其本质。这是一种开端性的、集万物于自身的力量，它在如此这般

聚集之际使每一存在者归于本身而开放出来。存在者之存在乃是

意志。 这个意志是自行集中的使每一 ens［存在者］成其本身的聚

集。每一存在者作为存在者乃在意志之中。存在者是被意求的存

在者。 这意思是说，存在者并非首先和仅仅作为被意愿的东西存

在，相反，就存在者存在而言，它本身便以意志之方式存在。只是

作为被意求的东西，存在者才是在意志中具有自己的方式的意

愿者。①

里尔克所谓的“自然”并不对立于历史。首先，它并不是指自

然科学的对象领域。“自然”也并非对立于艺术。“自然”乃是历

史、艺术和狭义的自然的基础。在这里所说的“自然”一词中 ，还回

响着早期的希腊词语φ归1s［涌现、自然］的意义，也与我们译为生

命的sw白相当。但在早期思想、中，生命的本质并不是在生物学上

被表象的，而是作为 φ心σ1s［涌现、自然］的涌现者（ das Aufge- 279 

hen de ） 。 里尔克这首诗的第 9 行也把“自然”称作“生命”。在这

里，“自然”，也即生命，指的是存在者整体意义上的存在。在

① 在此注意“被意求的东西”（Gewilltes）、“意愿者”（ Wollende）和“意志”（ Wille)

的字丽和意义联系．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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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 1886 年的一则笔记中，尼采曾写道（《权力意志 》 ，第 582

条）：“存在一一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 。 某种

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

就自然是我们人本身这个存在者的基础而言，里尔克称自然

为原始基础（Urgrund）。这表明，人比其他存在者更深地进入到

存在者的基础之中 。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存在者的基础称为存在 。

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植物和动物那里，建基的存在与被建基的存

在者的关系都是相同的。原因在于，存在总是“一任”存在者“昕冒

险摆布”。 存在让存在者放纵于冒险（das Wagnis）中 。 这一抛掷

着的放纵乃是真正的大胆冒险 。 存在者之存在就是这种与存在者

的抛掷关系 。 当下存在者都是所冒险者。① 存在是绝对冒险。②

存在冒我们人类之险 。 存在冒生物之险。③ 存在者存在，因为它

始终是所冒险者 。 但是，存在者总是被冒险而入于存在，也即人于

一种大胆冒险 。 因此之故，存在者本身就是冒险着的，它一任自己

昕冒险摆布 。 存在者存在，因为它随自身放纵于其中的冒险而行 。

存在者之存在是冒险 。 这种冒险基于意志中 。 自莱布尼茨以降，

意志日益清晰地表明自身是在形而上学中被揭示出来的存在者之

存在。 这里我们思考的意志，并不是对心理学上所谓的意愿

① 此处“所冒险者”（das Gewagte ）或译为“被冒险者” 、“所 冒 之险” 。 存在是“ 冒

险”，而存在者是受存在这种“冒险”摆布的东西，也即“被 （所） 冒 险者” ，或可以说，是被

存在拿来冒险的东西。一一译注

② 此句原文为： Das Sein ist das Waglis schlechthin，一一译注

③ 或译“存在使我们人类冒险 。 存在使生物口险’＼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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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len）的抽象概括。 而毋宁说，在形而上学上了解的人的意

愿，始终只是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Wille）的被意求的对立

面 。 里尔克把自然表象为冒险，就此而言，他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

根据意志的本质来思考自然的 。 这一意志的本质依然蔽而不显，

无论是在求权力的意志中还是在作为冒险的意志中 。 意志是作为 280

求意志的意志而成其本质的 。

里尔克这首诗根本就没有直接道说存在者的基础，也即没有

直接道说作为绝对冒险的存在。但如果作为冒险的存在乃是抛掷

关系，并因此甚至把所冒险者扣留于抛掷中，那么，这首诗就是通

过谈论所冒险者而间接地告诉我们有关冒险的东西。

自然使生物冒险，“绝没有特殊保护”。同样，我们人类作为

所冒险者也“不再喜好”使我们冒险的那种冒险（das Wagnis）。这

两者意味着：冒险包含着抛掷入于危险中这回事情。冒 险（wa

gen）乃是投入游戏。①赫拉克利特把存在思为世界时间（Welt

zeit），把世界时间思为儿童的游戏（残篇第 52): Aiwvπαk tσTl 

παi~wν ， πEOOE心WVπα品的内 PαmAnin. “世界时间是儿童的游

戏，是游戏的跳棋；王权乃儿童的游戏。”倘若那被抛掷者保持在危

险之外，那么它就没有冒什么险。而倘若存在者已经受到保护了，

那它就在危险之外了 。 在德语中，“保护” C Schutz ）、“射手”

(Schutze）和动词“保护”（schiitzen）属于动词“发射”（schief3en ）一

类，犹如“弓形物” （ Buck ） 、“弯腰”（ biicken ）属于动词“弯曲”

① 这里的“投入游戏”是德文 auf das Spiel setzen 的字面直译；在日常德语中，此

短语意谓“拿某事冒险，孤注一掷”．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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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egen ） 。 “发射”意味着“推、插、伸”（ schieben），如插上一个门

问，屋顶伸出墙外。 在乡下，我们还说 ： 农妇“把……推人”

(schieBt ein ），她把成形了的生面团推入炉灶中烘烤。 保护

(Schutz）乃是被推出来和被推到前面的东西 。 它阻止那种危险去

伤害甚至攻击受威胁的东西。 被保护者委身于保护者。 我们的更

古老、更丰富的语言曾用 verlaubt, verlobt 这样的词语，意即“喜

好”（ge liebt ） 。 相反，未被保护者则是不再“喜好的”Clieb ） 。 就它们

根本上都是存在者即所冒险者而言，植物、动物和人有一致之处，

即，它们都没有受到特别保护。不过，因为在它们的存在中它们是

彼此相异的，所以，在他们的无保护性方面也是有某种差异的 。

然而，作为所冒险者，那些不被保护者却没有被抛弃。 倘若它

281 们被抛弃了，那它们就会像受到保护那样没有冒什么险 。 倘若它

们仅只被消灭了，那它们就不再在天平中了 。 在中世纪，“天平”

(Wage）一词还差不多是“危险”的意思 。 那是某物在其中能够这

样或那样出现的位置。因此，那个以这样或那样倾斜的方式移动

的仪器被称为“天平” 。 它游戏并且渐趋平衡。 在“危险”的含义

上，并作为这种仪器的名称， Wage 一词源出于 wagen 、 wegen ，后

者的意思是“上路”，也即“行走”、“处于活动中”。 所谓 Be-wiigen,

就是“使上路并因而带入活动中”，即：“摇摆”（wiegen) o 某物摇

摆，这可说是因为它能够使天平这样或那样地进入运动游戏。 摇

摆的东西具有重量 。 “衡量”（wagen）意味着：“带入游戏活动中，

放到天平上去，放纵于危险之中。”由此看来，所冒险者当然是无保

护的；但由于它置于天平上，所以被扣留在冒险之中 。 它是被支撑

的。从其基础方面看，它始终隐蔽于冒险中。作为存在者的所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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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一个被意求者（ein Gewilltes）；它被扣留于意志之中，本身始终

在意志的方式中，并且自我冒险。所冒险者因此是无忧烦的，是无

忧无虑的，是 sine cura, securum，也即是安全的（sicher）。只是就所

冒险者安全地居于冒险之中，它才能追随冒险，也即进入所冒险者

的无保护之中。 所冒险者的无保护性不仅没有排除在其基础中的

安全存在，而且必然包括这种安全存在。 所冒险者随此冒险而行。

把一切存在者保持在天平中的存在，因此总是将存在者引向

自身，引向作为中心的自身。 作为冒险的存在把作为所冒险者的

一切存在者保持在这种牵引之中 。 但是，这个有所吸引的牵引的

中心同时也从一切存在者那里退隐。 以这种方式，这个中心一任

存在者听冒险摆布，而存在者就是作为这种冒险而被冒险的 。 在

这种有所聚集的放纵中，隐藏着形而上学的、根据存在来思考的意

志的本质。吸引着的、对－切起中介作用的存在者中心，即冒险，

乃是一种能力，它赋予所冒险者一种重量，也即一种重力。冒险是

重力。里尔克后期的一首诗的标题就叫《重力 》。 这首诗道说了重 282

力（《后期诗》，第 156 页）：

重力

中心，你怎样从万物中引出自身，

甚至从飞翔之物中复得自己：

中心，万物之中最强大者！

站立的人们 ： 如同酒水穿透了渴望，

重力穿透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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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沉睡者那里，

如同从低垂的云那里，

降下丰厚的重量之雨 。

林中路

这首诗中所说的重力乃是存在者整体的中心，与我们通常昕

说的物理学的重力是大相径庭的 。 因此，里尔克才把它称为“闻所

未闻的中心”（《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 2 部，第 28 首） 。 它是一

个基础，作为“中介” CMit），它保持存在者相互调节，并在冒险之

游戏中聚集一切 。 这个闻所未闻的中心乃是在存在之世界游戏中

的“永恒的游戏者”。 把存在当作冒险来咏唱的同一首诗（第 11 、

12 行）也把起中介作用的牵引称为“纯粹之力的重力” 。 纯粹的重

力、一切大胆冒险的闻所未闻的中心、存在之游戏中的永恒游戏

者，就是冒险 。

由于冒险抛掷所冒险者，它就同时把所冒险者置于天平中 。

冒险放纵所冒险者，而且实际上，它放纵被抛掷者，使之进入某种

趋向中心的吸引（Zug zur Mitte）中，而非进入别处 。 所 冒 险者被

授予这种趋向中心的吸引 。 在这种吸引中， 冒险总是时时把所冒

险者导入自身 。 从某处引出、获得某物，使某物出现 就是我们

所谓的“牵引某物”。 这是“牵引”（Bezug ） 一词的原始含义 。 我们

还在谈论商品收购、薪水收入和电流配给，其中都有这个 Bezug 。①

① 德文的 Bezug 日常含义是“得到 、购进、联系 、关系”等， 海德格尔在此强调其

吁｜得”之意，故我们权译之为“牵引”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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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冒险的吸引引人并涉及一切存在者，并使它们保持于趋向自 283

身的吸引中；此吸引乃是绝对牵引 。 “牵寻｜ ”一词是里尔克主要诗

作中的一个基本词语，而且往往以下面的组合出现，如 ：“纯粹的牵

引”、“整体的牵引”、“现实的牵引”、“最清晰的牵引”、“另一种牵

引”（也即同一牵引的另一面）。

假如我们仅仅从“关系”一词出发来把捉“牵引”，并且在“联

系”的意义上来把握“关系”，①那么，我们就只是半通不通地一一一

在此情形中也即根本就没有 理解里尔克的牵引一词。 假如我

们把这种“关系”看作是自我与对象的“自身关涉”的话，我们就在

误解中更掺入了另一些东西了 。 “自身关涉于”（ sich beziehen 

auf)这一含义在语言历史上是较晚出现的含义。里尔克的“牵引”

一词虽然也是在这一含义上使用的，但它首先并不指这一含义，而

只是在其原始含义的基础上使用的。如果我们把牵引看作单纯的

联系，那么，“整体的牵引”这个词就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 纯粹之力

的重力、闻所未闻的中心、纯粹的牵引、整体牵引、完满的自然、生

命、 冒险 它们是同一的 。

上面列举的所有名称都是命名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 形

而上学的通常说法也称之为“存在”。 里尔克的这首诗则把自然思

为冒险。“冒险”一词在这里既指大胆冒险的基础，也指所冒险者

整体 。 这种歧义既非偶然，也不足以让人对此大惊小怪。 形而上

学的语言明显是以这种歧义说话的。

① 海德格尔在此把“牵引”（ Bezug）与 “关系” （ Beziehung） 、“联系” （ Relation）区

别开来，而这三者在日常德语中并没有严格的区分．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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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所冒险者，作为如此这般的存在者，得以进入存在者

整体之中，并居留于这个整体之基础中。当下如此这般的存在者，

乃根据一种引力而存在，由此种引力，它才被保持于整体牵引的吸

引之中。在牵引范围内的引力的方式乃是那种与纯粹重力这个中

284 心的关系的方式。因此，当我们说，所冒险者总是以何种方式被引

入趋向中心的吸引之中时，自然就得到了表达 。 根据那种方式，所

冒险者就始终处于存在者整体之中 。

里尔克喜欢用“敞开者”（das Offene）一词来命名那种整体牵

引，即每一存在者作为所冒险者始终被交托于其中的那种整体牵

引。“敞开者”一词是里尔克诗中又一个基本词语。 用里尔克的语

言来说，“敞开”意指那个没有锁闭的东西。它没有锁闭，因为它没

有设立界限。它没有设立界限，是因为它本身摆脱了所有界限 。

敞开者乃是那一切没有界限的东西的伟大整体。 它让进入纯粹牵

引中被冒险的芸芸众生作为被吸引者而吸引，以至于它们继续多

样地相互吸引，而没有碰到任何界限。 如此这般被吸引地吸引着，

它们便融入无界限的东西之中，融入无限的东西之中 。 它们并非

化为空洞的虚无，而是兑现为敞开者整体。

里尔克以“敞开者”这个词所指说的东西，绝对不是由存在者

之元蔽状态意义上的敞开状态（Offenheit）来规定的；这种敞开状

态让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而在场 。 倘若我们想在无蔽状态

和无蔽领域的意义上来解释里尔克所说的敞开者，那么，或许就可

以说：里尔克所经验的敞开者，恰恰就是被锁闭者，是未被照亮的

东西，它在无界限的东西中继续吸引，以至于它不能遇到什么异乎

寻常的东西，根本上也不能遇到任何东西。某物照面之处，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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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 。 哪里有限制，被限制者就在哪里退回到自身那里，从而专注

于自身。 这种限制扭曲、关闭了与敞开者的关系，并使这种关系本

身成为一种扭曲的关系 。 无界限的东西中的限制，是在人的摆置

中被建立起来的 。 对置的对立（ das gegenstehende Gegeniiber）并

没有让人直接处于敞开者之中 。 它以某种方式把人从世界中排

除，并把人置于世界面前 在这里，“世界”意指存在者整体。相

反地，世界性的东西（das Weltische）乃是敞开者本身，是非对象性

的东西的整体。 但是，即便是“敞开者”这一名称，也如同“冒险”一

词一样，作为形而上学的概念是有歧义的 。 它既指纯粹牵引的无 285

界限的牵引之整体，也指那种在普遍地起支配作用的摆脱限制意

义上的敞开性。

敞开者允许进入。 但这种“允许进入”但inlassen）却并不意

味着：准许……进入和通达那被锁闭者，仿佛那遮蔽者能够自行解

蔽而作为无蔽者显现出来似的。“允许进入”意味着：引人和嵌入

到那纯粹牵引之吸引的未被照亮的整体中去。作为敞开者的存在

方式，“允许进入”具有那种以纯粹之力的重力的方式“把……吸引

包括在内”CEinbeziehen）的特征 。 所冒险者越少被阻止进入纯粹

的牵引之中，它就越是属于敞开者的伟大整体中 。 因此之故，里尔

克把直接进入这一伟大整体中被冒险、井在其中自行衡量的芸芸

众生，命名为“伟大的寻常之物”（《后期诗》，第 22 页） 。 人不属于

这里所说的芸芸众生。《杜伊诺哀歌》第 8 首就是咏唱万物和人对

于敞开者的这一不同关系的诗篇。 这种不同在于意识的等级不

同 。 按照这个方面来区分存在者，这对从莱布尼茨以来的近代形

而上学来讲，乃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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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以“敞开者”一词所思考的东西，可以从他在生命的最

后一年里所写的一封信中找出证据；这封信是他 1926 年 2 月 25

日写给一位向他询问第 8 首哀歌的俄国读者的（参看 M. 贝茨：

《里尔克在法国。回忆录·书信·文稿》， 1938 年，第 289 页）。里

尔克在其中写道 ：“对于我试图在哀歌中提出来的‘敞开者’这个概

念，你必须作如是理解，即，动物的意识程度把动物投入世界，但动

物没有每时每刻都把自身置于世界的对立位置（我们人却正是这

样做的）。动物在世界中存在；我们人则站在世界面前，而这依靠

的是我们的意识所作的特有的转折和强化。”里尔克继续写道：“因

此，我所说的‘敞开者’，并不是指天空、空气和空间 ；对于观察者和

286 判断者而言，它们也还是‘对象’，因此是‘ opaque ＇ ［不透明的］和

关闭的。动物、花朵，也许就是这一切，无须为自己辩解；它在自身

之前和自身之上就具有那种不可描述的敞开的自由（ offene 

Freiheit ）一一这在我们人这里也有等价的东西（极度短暂），但或

许只是在爱情的最初瞬间，那时，人在他人身上，在所爱的人身上，

在向上帝的提升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广度 。 ”

植物和动物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 。 它们是“在世界之中”。

这个“在……之中”意味着：未被照亮地被包括、吸引人纯粹牵引的

牵连之中。与敞开者的关系一一如果在这里竟还谈得上一种“与”

的话一一是一种无意识的关系，即那个仅仅争求着和吸引着的人

于存在者整体中的支撑过程（ Verstrebung）的无意识的关系 。 随

着意识 意识的本质对于现代形而上学来说就是表象一二的提

高，对象之站立和对立状态也提高了。意识越是提高，有意识的生

命也就越是被排除出世界 。 因此之故，按里尔克信中的话来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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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世界面前”。 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 。 人相对世界而

立。 人没有直接栖居于整体牵引的吸引和牵引之风中。上面这一

段信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领悟“敞开者”，尤其是因为，里尔克在信

中明确地否认人们从天空和空间的被开启者意义上去思考“敞开

者”。 不过，只有我们关于在本质上更原始的存在之澄明（Lich

tung des Seins）意义上的敞开者的思想，才真正超出了里尔克的

诗的范围；而里尔克的诗依然笼罩在尼采式的调和的形而上学的

阴影中 。

凡是直接归属到敞开者中去的东西，总是被敞开者接收入中

心之吸引的牵引中去的 。 因此，在所有的所冒险者中，总是那种所

冒险者最能归属到敞开者中去，这种所冒险者是按自己的本质而

被收取的，因而它在这种被收取状态中绝不追求可能与它对立的

任何东西。 凡是如此这般成其本质的东西，就“在阴沉乐趣中”。

正如 自 然一任万物

听其阴沉乐趣的 冒险摆布……

“阴沉”在此的意思是“镇静”：不冲破那无界限的继续吸引的 287

牵连；这种无界限的继续吸引是不会被扰攘不宁的来回吸引扰乱

不宁的，而有意识的表象却正是作为此种扰攘不宁的来回吸引而

忙乱着。 “阴沉”的意思还有如阴沉的音调，是指其根甚深而有承

担者的特性的东西。 “阴沉”的意思并不是指阴郁沉闷的消极意

义。 里尔克并不是把阴沉乐趣思为低贱的东西。 阴沉乐趣确证了

自然之伟大的寻常之物归属于纯粹牵引之整体中 。 因此，里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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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一首后期诗中说：“花之存在对我们来说是伟大的”（《后期

诗》，第 89 页；参看《十四行诗》，第 2 部，第 14 首） 。 上面所引的信

中那段话是从意识方面去看出人和生物对于敞开者的关系之不

同，并且从此看法中去思人与生物；与此情形一样，这首诗也是着

眼于人和万物对冒险的关系之不同（第 5 行以下）去写“万物”与

“我们”的：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

人更甚于动植物即随此冒险而行一一这首先可以意味着，人

比那些万物还更无阻拦地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 。 即使这个“随”

(mit）字没有被加上着重号写出来，这个“甚”（ mehr）也必然是这

个意思。强调这个“随”字，并不意指无拦阻的随行提升了，而是

指：随冒险而行是特别为人而设想的，而且是作为在人的高位中被

提高的东西来设想的 。 冒险及其所冒险者，自然、存在者整体、世

界，都是为人而摆出来的，都是从摆脱限制的牵引之镇静了的东西

中摆出来的。但是，如此这般被摆置的东西摆置到哪里去，并且是

通过什么来摆置的呢？自然通过人的表象（Vor-stellen）而被带到

人面前来。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自身面前井把自身摆到世

288 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置造自然 。 这种

置造（ Her-stellen），我们须得从其广大的和多样的本质上来思考。

人在自然不足以应付人的表象之处，就订置（ bestellen ）自然 。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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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缺乏新事物之处，就置造新事物。人在事物搅乱他之处，就改置

(umstellen）事物。人在事物使他偏离他的意图之处，就调整（ ver

stellen）事物 。 人在要夸东西可供购买或利用之际，就把东西摆置

出来（ausstellen）。在要把自己的本事摆出来并为自己的行业作

宣传之际，人就摆置出来。在如此多样的置造中，世界便被带向站

立并被带入站立位置中。敞开者变成对象，井因此转到人的本质

上去了。人把世界当作对象，在世界的对面把自身摆出来，并把自

身树立为有意来进行这一切置造的人。①

把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而在带的时候，这种被带到面前来的

东西作为事先被表象的东西在任何方面都规定着置造的一切方

式；这样地把某物带到自身面前来，就是我们称为意愿（das Wol

len）的这种行为的基本特征。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置造，而且是

在有意贯彻对象化的意图的意义上的置造。植物和动物毫无意

愿，因为他们被镇静在乐趣之中，绝不把敞开者作为对象摆到自身

面前来 。 它们不能把冒险作为一种被表象的东西而随之而行。 因

为它们被允许进入敞开者中，所以，纯粹牵引也绝非它们本身之外

的对象性的其他东西。 反之，人“随”冒险而行，因为人是上述意义

上的有意愿的东西。

……不过我们，

① 注意在这段话中的“表象”（ Vor-stellen）、“宣造” （ Her-stellen）、“订置”（ bes

tellen ）、“改置气umstellen）、“调整气verstellen，或译“伪宜”）和“摆置出来气ausstellen)

等动词．均以“摆＜'tV气，stellen）为词很．海德格尔后来以“集置”（Ge-stell）一词来表示

技术的本质，即技术对于自然的多样摆置方式．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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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

这里所谓的意愿就是贯彻，这种贯彻的意图已经把世界作为

289 可置造的对象之整体设定起来了 。 这种意愿规定着现代人的本

质，而现代人起先却对此种本质的深远作用毫无所知；这种意愿究

竟是从什么样的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意志中发出来的，这是现代

人迄今尚未能够知道的 。 现代人在这种意愿中把自身作为这样一

种人摆出来，这种人在对一切存在者的一切关系之中，因而也在对

他自身的一切关系之中，都作为贯穿自身意图的置造者而站立起

来了，而且把此种站立建立为无条件的统治 。 世界是作为对立的

持存(Bestand ）显现出来的，这种对立的持存整体昕凭贯穿自身意

图的置造的摆布与处理，并因此处于他的命令之下了 。 意愿在自

身中就具有命令的特性；因为有意的贯彻就是一种方式，在此方式

中，置造活动的状况和世界的对象特性会合成一个无条件的、因而

是完满的统一体了。在此会合中，意志的命令性质就透露出来了 。

凭着这样一种透露，在现代形而上学的历程中，那作为存在者之存

在的早就成其本质的意志的久久隐蔽着的本质就显露出来了 。

与此相应，人的意愿也只能是这样地以自身贯彻的方式，即，

人的意愿事先就把一切（虽尚不能遍览一切）逼人它的领域之内 。

一切都自始而且不可遏止地要变成这种意愿的自身贯彻的置造的

材料。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料。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标的人的

材料。把世界有意地置造出来的这样一种无条件自身贯彻的活

动，被无条件地设置到人的命令的状态中去，这是从技术的隐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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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中出现的过程。 这种情形只是到了现代才开始作为存在者整体

之真理的命运展现出来，虽然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零星现象与尝

试，一向始终散见于文化和文明的广泛领域之内。

现代科学和极权国家都是技术之本质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 290

技术的随从。 在为组织世界公众意见与人们的日常想法而准备的

各种手段和形式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不仅生命体在培育和利用

中从技术上被对象化了，而且，原子物理学对各种生命体现象的进

攻也在大量进行当中 。 归根到底，这就是要把生命的本质交付给

技术制造去处理。 今天，人们极其严肃认真地在原子物理学的各

种成就和状况中去寻找证明人的自由和建立新价值学说的各种可

能性，这正是技术观念占了统治地位的标志。 而在技术观念的统

治展开来的时候，个体的个人看法和意见的领域早就被弃之不顾

了。甚至当人们在可以说较不重要的地区还试图凭借过去的价值

观念来掌握技术，而在进行这种努力时已经运用了技术手段，而所

运用的技术手段已非仅存外貌而已，在这种时候，技术之本质的威

力还是表现出来了 。 因为利用机器和机器生产都根本上并不就是

技术本身，而只是把技术的本质在技术原料对象中设置起来的过

程中适合于技术的一种手段而已。甚至，人变成主体而世界变成

客体，也是自行设置着的技术之本质的结果，而不是倒过来的

情形。

当里尔克体会到作为完满自然的非对象性的东西的敞开者的

时候，有意愿的人的世界就必定与此相反地、并且以相应的方式作

为对象性的东西显露于里尔克面前。 反过来，洞察那美妙的存在

者整体的一瞥倒可从正在出现的技术之现象那里获得一种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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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出一些范围的内幕，从这些范围中也许可能出现一些更深远

地形成起来的克服技术的办法。

291 技术生产的不伦不类的产物涌现于纯粹牵引的敞开者面前。

旧日成长的事物迅速消逝。这些事物一经对象化之后就不再能

够显示自身的特色了。里尔克在 1925 年 11 月 13 日的一封信

中写道：

对我们祖父母而言，一所“房子”，一口“井”，一座他们

熟悉的塔，甚至他们自己的衣服，他们的大衣，都还是无限

宝贵，无限可亲的；几乎每一事物，都还是他们在其中发现人

性的东西和加进人性的东西的容器。现在到处蜂拥而来的美

国货，空乏而无味，似是而非的东西，是生命的冒牌货…… 一

座美国人所理解的房子，一个美国苹果或一棵美国葡萄树，都

与我们祖先的希望和沉思所寄的房子、果实、葡萄毫无共同之

处…．．．

（《慕佐书简 》，第 335 页以下）

但就欧洲而论，至少在尼采完成形而上学之际，一个在其中作

为求意志的意志的存在开始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的本质上值得追问

的许多方面，无疑都是先已想到了的；而美国的东西已经只是欧洲

的东西的被意求的现代本质对欧洲的集中反击而已 。 并不是美国

的东西现在才来威胁我们现代人，不如说，技术的未被体会到的本

质早已威胁我们的祖先及其事物了 。 里尔克的沉思给人启发之

处，并不在于他还企图挽救我们祖先的事物。我们必须更有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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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去认识在物之物性中值得追问的东西是什么。里尔克也

在更早些时候(1912 年 3 月 1 日）自杜伊诺写道 ：“世界在收敛；因

为事物也在收敛，事物日益将其存在置入金钱的震动之中，并且在

此发展出一种精神性，此精神性现在已经超过了其可捉摸的实在

性。 在我现在正在涉猎的时代（里尔克指的是 14 世纪），金钱还是

金子，还是金属，是美好的东西，是一切东西中最贴手、最可理解的

东西。”（《书信》 ， 1907-1914 年，第 213 页以下）差不多更早十年， 292

里尔克就在《时辰书》第 2 部，即《朝圣书》(1901 年）中，发表了预

见甚远的诗句“全集》，第 2 卷，第 254 页）：

世界君王皆衰老，

将无人继承王位。

王子哥儿早夭折，

憔悴的公主小姐呵

把破烂王冠委于暴力。

暴民们把它捣成钱币，

趋时的世界主人

把它锻造成了机器，

隆隆机器效力于人欲；

却未见带来福祉。

矿石怀着乡愁 ，

生机渺渺无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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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离弃钱币和齿轮，

离开工厂和金库，

林中路

回归到敞开群山的脉络中，

群山将在它身后幽然自闭 。

技术统治之对象事物愈来愈快、愈来愈无所顾忌、愈来愈完满

地推行于全球，取代了昔日可见的世事所约定俗成的一切 。 技术

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置造的东西，而且

通过市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 。 人之人性和物之物性，都在自

身贯彻的置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

值。这个市场不仅作为世界市场遍布全球，而且作为求意志的意

志在存在的本质中进行买卖，并因此把一切存在者带入一种计算

行为之中，这种计算行为在并不需要数字的地方，统治得最为

顽强。

293 里尔克的诗把人思为一种已冒险而深入一种意愿中的东西，

这种东西在求意志的意志中受到意求而并不自知这一点 。 人如此

这般地意愿着，就能随冒险而行，此时他就把自己作为自身贯彻者

置于其一切所作所为之前。 因此，人比植物和动物更加冒险。与

此相应，人处于危险中的情形也与动植物不同 。

在万物（植物和动物）中，也无任何物被特别保护，虽然它们被

允许进入敞开者之中而且安然于敞开者中 。 反之，人作为自身意

愿者，不仅不受存在者整体特别保护，而且是无保护的（第 13 行） 。

人作为表象者和置造者处于被伪装过的敞开者面前。因此，人本

身及其事物都面临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危险，就是要变成单纯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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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以及变成对象化的功能。 自身贯彻的规划又更扩大了这个危险

的范围，人有在元条件的置造这回事情上失掉他自己的危险。 落

在人的本质上的威胁是从这种本质本身中增长起来的。 而人的本

质基于存在对人的关联。 因此，人由于他的自身意愿而在一种本

质性的意义上被威胁着，也就是说，人需要保护，但又由于同一个

本质特性而同时是无保护的 。

这种“我们的无保护性”（第 12 行）始终与动植物的不被特别

保护不同，正如动植物的“阴沉乐趣”不同于人的以自身为意愿的

情形 。 这种区别乃一种无限的区别，因为从阴沉乐趣不能过渡到

自身贯彻的对象化。 但这种自身贯彻活动不仅把人置于“保护之

外”，而且，世界对象化的贯彻还日益坚决地甚至把保护的可能性

都消灭了 。 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

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

塞了 。 自身贯彻的人，不管他作为个别的人是否知道和愿意知道

这一点，总之就是技术的活动家。 这种人不仅处于敞开者之外而 294

在敞开者面前，而且由于把世界对象化之故，他更加远离了“纯粹

牵引”。 人与纯粹牵引告别了 。 技术时代的人在这种告别中对立

于敞开者。 这种告别不是“向……告别”，而是一种“反对……告

别”。①

存在者的闻所未闻的中心作为纯粹牵引把一切纯粹之力集中

于自身，在一切对象性中总是要远离这种纯粹牵引的，而技术就是

① 此处“向……告别”（ Abschied von . . ）或可译作“从……而来告别”，是非对象

性的态度 ；“反（对）……告别气Abschied gegen. 〉则标识人的对象性态度。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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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远离此种纯粹牵引为前提的一种无条件的设置，一种在人的自

身贯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无条件的无保护存在的无条件设置。

技术的生产就是这种告别的组织 。 在刚才所概述的意义上的“告

别”（Abschied ）一词，乃是里尔克主要诗作中的另一个基本词语。

人们大谈特谈的具有特别杀伤威力的原子弹，并不是致命的

东西 。 早已用死而且是用人的本质之死来威胁着人的，乃是有意

在－切中自身贯彻之意义上的单纯意愿的无条件的东西。在人的

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样一种出自意志的意见，即认为：依靠对

自然能源的和平解放、改造、储藏和控制，就能使人人都觉得做人

是可以忍受的，而且是完全幸福的 。 但这种和平事业中的和平，只

不过是那种有意只以自身为目标的自身贯彻之天翻地覆的忙乱毫

不被搅乱地继续扰攘不休而已。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是这

样一种观念：贯彻置造的工作可以没有危险地大胆进行，只要此外

还有别的兴趣，也许是一种信仰的兴趣仍然起作用的话。 仿佛还

可以在一座附属建筑中，为人受技术意愿摆布而与存在者整体发

生的那种本质关系安设一个特别的居留之所似的，仿佛这个居留

之所可能比时常逃向自欺的出路有更多的办法似的，而逃向希腊

295 诸神也就属于这种自欺的范围之内。在人的本质中威胁着人的，

是这样一种意见：技术的置造使世界井然有序 。 其实恰恰是这种

井然有序把任何一种 ordo［秩序］即任何一种等级都拉平为制造

的千篇一律，从而自始就把一个从等级和出于存在的承认而来的

可能渊源的领域破坏掉了 。

并非意愿的总体性才是危险，而是在只准许作为意志的世界

范围之内以自身贯彻的形态出现的意愿本身才是危险 。 这种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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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志而来被意求的意愿已经决定执行无条件的命令了。这种意

愿一经这样决定就已经昕凭总体的组织摆布了 。 但首先是技术本

身阻碍了对技术之本质的任何体会。 因为当技术充分展开的时

候，技术就在诸门科学中发展出一种知识（ Wissen），这种知识始

终无法达到技术的本质领域，更不消说追溯技术的本质来源了。

技术之本质只是缓慢地进入白昼。 这个白昼就是变成了单纯

技术的白昼的世界黑夜。 这个白昼是最短的白昼。一个惟一的无

尽头的冬天就用这个白昼来进行威胁。 现在不仅人失却了保护，

而且整个存在者的未受伤害的东西也仍在黑暗之中。美妙事情隐

匿自己。世界变得不美妙了。这样一来，不仅神圣者作为通向神

性的踪迹仍遮蔽着，而且甚至连通向神圣者的踪迹，即美妙事情，

也似乎灭绝了 。① 除非还有一些终有一死的人能够看到不妙事情

(das Heillose）作为不妙事情正在进行威胁。他们急需看清何种

危险正落到人身上。 这个危险就在于这样一种威胁，它在人对存

在本身的关系中威胁着人的本质，而不是在偶然的危难中威胁着

人的本质。 这种危险才确实是危险。 这种危险隐藏在一切存在者

的深渊之中 。 为了看见并且指出这种危险，就必须有较早达乎深

渊的终有一死的人。

但哪里有危险，

哪里也生出拯救。

① 注意这里的“神圣者”（das Heilige）与“美妙事情”（das Heile）之间的字面和意

义联系．一一译注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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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 ： 《全集》，第 4 卷，第 190 页）

也许任何不是从危险所在之处而来的其他拯救都还无救。 用

无论多么好的补救方法来进行的任何拯救，对于本质上遭受危害

的人，从其命运的长远处看来，都是一种不耐久的假象。拯救必须

从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攸关之处而来。是那些较早达乎贫困的深

渊的终有一死者么？那么，终有一死者当中的这些佼佼者就会是

最大胆冒险者了。人的本质已比动植物冒险更甚，而这些佼佼者

就会比这些自身贯彻的人的本质冒险更甚 。

里尔克的诗第 5 行以下说：

．．．． ． ． 不过我们

更甚于植物或动物

随这种冒险而行，意愿冒险……

紧接着，里尔克说：

……有时甚至

冒险更甚（并非出于贪营私利），

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息…

人不仅是在本质上比动植物冒险更甚 。 人甚至有时大胆冒险

更甚于“生命本身”。“生命”在此意味着：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即

自然 。 人有时比冒险更大胆冒险，比存在者的存在更具有存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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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但是，存在乃是存在者的基础。 凡比基础更加冒险者，就冒险

人于一切基础破碎之处，即进入深渊 。 但如果人是意愿冒险而随

冒险而行的被冒险者，那么，有时冒险更甚的人们也必须是意愿更

甚。 然而，这种意愿的提高会超出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的无条件 297

东西吗？不会。那么，那些有时冒险更甚的人们，惟当他们的意愿

在本质上不同时，才能意愿更甚。那样的话，意愿与意愿就不会马

上同一。 那出于意愿之本质而意愿更甚者，遵从意志更甚于遵从

存在者之存在。他们更快地回应着那显示为意志的存在。他们意

愿更甚，在于他们更具有意志。谁是那冒险更甚的更具有意志者

呢？ 对此问题，里尔克的诗看来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

诚然，第 8 11 行诗否定地井且约略谈到了那冒险更甚者。

那冒险更甚者并非出于私利和为个体本己之故而冒险 。 他既非试

图获得好处，也非沉溺于自私自利 。 尽管他们冒险更甚，但他们也

不夸张任何显著功绩。因为他们冒险更甚只是凭这么一点点，即

他们“……更秉一丝气息……”。他们在冒险方面的“更”就有如游

丝般难察的气息那样微少。从这种提示中不难得出谁是冒险更

甚者。

然而，诗的第 10-11 行道出了这种敢于超出存在者之存在的

大胆冒险所带来的东西：

…这就为我们创造安全，在保护之外，

那是纯粹之力的重力的统辖之所；

如同一切万物，我们也只是在存在之冒险中被冒险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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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我们作为有意愿的东西随冒险而行，我们就更加冒险了 ，从

而更早地面临危险。当人自身固执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并且

通过无条件的对象化把自身置于反敞开者的告别中之际，他本身

就助长了自己的无保护性 。

298 可是，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却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全。当然 ，

这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这种大胆冒险在无保护者周围树立起保

护防线；因为倘若这样的话，就只是在缺少保护的地方建立起一个

保护者而已 。 为此又需要一种置造 。 这种置造惟有在对象化中才

可能。 然而对象化却把我们锁闭起来而与敞开者对立。 这种冒险

更甚的大胆冒险没有置造出任何保护 。 但它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安

全。安全的，即 securus,sine cura ，意思就是：无忧烦的。在这里 ，

忧烦具有凭借无条件的置造之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的特性。惟当

我们没有完全彻底地把我们的本质设立于置造和订置的区域中、

可利用者和可保护者的区域中之际，我们才元这种忧烦而存在。

惟当我们既不计算无保护者，也不计算在意愿中树立起来的保护

之际，我们才安全地存在 。 惟在超出那远离敞开者的对象化，“在

保护之外”，超出那反纯粹牵引的告别，才有一种安全存在 。 纯粹

牵引乃是一切吸引的闻所未闻的中心，这种吸引把万物吸入无界

限之中，而且是为一中心吸引万物 。 这一中心乃是纯粹之力的重

力起作用的“处所” 。 安全存在乃是在整体牵引之吸引中的隐蔽的

安居。

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比任何自身贯彻活动更有意愿，因为它

是有意志的，为我们“创造”了在敞开者中的安全存在。 “创造”意

味着 ：汲取（schopfen ） 。 “从源泉中汲取”意思就是：接受喷涌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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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并且把所接受的东西带出来。 有意志之意愿的冒险更甚的

大胆冒险并不制作任何东西。 它接受并给出所接受者。 它通过展

开所接受者的全部丰富性而把所接受者带出来。 冒险更甚的大胆

冒险完成着，但它并不制造。只有一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一

就其是有意志的而言 才能在接受中完成。

第 12一16 行诗界定了那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之所在，这种冒

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大胆进入对保护的超出，并且在那里把我们带 299

人安全存在。 这种安全存在绝不消除无保护性，后者乃是凭借于

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而被设立起来的。 当人的本质完全献身于对

存在者的对象化之际，人在存在者中间就是无保护的 。 如此这般

地不受保护，人依然总是以缺乏的方式相关于保护，并因此处于保

护之内 。 相反，安全存在超出任何与保护的关系之外，即“超出保

护”之外。

相应地，看来仿佛是安全存在和我们对安全存在的获得这回

事情要求一种大胆冒险 ，一种放弃任何与保护和无保护性的关系

的大胆冒险。 但也只是仿佛如此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从整体

牵引的被锁闭的东西方面来思考，那么，我们最终就体会到，是什

么最后一一这也就是：预先一－把我们从无保护的自身贯彻的忧

烦中解放出来（第 12 行）：

……最终庇护我们的，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如若只有敞开者才提供庇护状态，而元保护性却处于持续不

断的反敞开者的告别之中，那么，无保护性将如何庇护我们呢？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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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当那种反敞开者的告别被颠倒过来，从而使无保护性转向敞开

者并且进入敞开者中，无保护性才能庇护我们 。 因此，无保护性颠

倒过来，就是庇护者 。 在这里，“庇护”（ bergen）一方面意味着 ：对

那种告别的颠倒实行着庇护；另一方面，无保护性本身以某种方式

允许一种安全 。 那庇护我们的，

是我们的无保护性，

而且当我们看到它逼近时，

我们已改变了它，使之进入敞开者中，

这里的“而且”过渡到一种说明，它告诉我们，这件异乎寻常的

事情，即，我们的无保护性超出保护之外允诺我们一种安全存在这

件事情，以何种方式是可能的。当然，无保护性从来都不是由于我

们总是在它逼近我们时改变它而来庇护我们的 。 无保护性之庇护

300 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已经改变了它。里尔克说：“我们已改变了它，

使之进入敞开者中。”在已经改变这回事中，含着改变的一种特别

方式。在我们已经把它改变之际，无保护性自始就作为整体在其

本质上被改变了 。 这种改变的特别之处在于，我们已经看到了向

我们逼近的无保护性。 惟有这样－种已经看到才看到危险 。 它看

到，无保护性本身拿丧失对敞开者的归属性这回事情来威胁我们 。

在这种已经看到中必定有已经改变这回事情的根据。于是，无保

护性被改变而“进入敞开者中” 。 由于已经看到了本质的危险，我

们必定已经完成了对那种反敞开者的告别的颠倒 。 这是因为：敞

开者本身必定已经以那种我们得以把无保护性转向它的方式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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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了 。

为的是在最宽广轨道 中，

在法则触动我们 的某个地方，来把它肯定 。

什么是最宽广之轨道呢？或许里尔克想的是敞开者，而且是

根据一个特定方面来思考的 。 最宽广之轨道包括全部存在者。这

种环行（das Umkreisen）把所有存在者围成一体，而且是这样，即，

在具有统一作用的一中，环行就是存在者之存在。而什么叫“存在

着”（seiend）呢？虽然诗人以“自然”、“生命”、“敞开者”、“整体牵

引”等名称来命名存在者整体，甚至按形而上学的语言习惯把这一

圆满的存在者整体命名为“存在”（ das Sein），但我们却经验不到

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可是，当里尔克把存在命名为敢冒一切之险

的冒险时，他难道于存在之本质无所道说么？确然！据此，我们也

曾试图把这种被命名的东西追溯到存在者之存在的现代本质中，

追溯到求意志的意志之中 。 不过现在，当我们试图把这样被命名

的东西思考为整体存在者，把环行思考为存在者之存在时，关于最

宽广轨道的谈论却根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明确的东西。

作为思想者，我们理当记得，最早人们就是着眼于环行来思考 301

存在者之存在的。但如果我们不是已经追问和经验到存在者之存

在原初是如何发生的，那么，我们对存在的这种球形特性的思考就

难免太草率马虎，始终只是表面化的 。 占OVTα的占ov，即存在者整

体的存在，被称为ev［一］，即具统一作用的一 （ das einende Eine） 。

但是，这个作为存在之基本特征的环行的一是什么呢？什么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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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ω，即存在着（ seiend ），意思就是 ： 在场着（ anwesend ） ，而且

是在无蔽领域中在场着 。 但在在场中遮蔽着对那种让在场者作为

这样一个在场者成其本质的无蔽状态的显示 。 而真正在场着的只

是在场本身；在场本身处处作为自身处于它本己的中心之中，并且

作为这个中心，在场就是球体 。 球形特性并不在于无所不包的循

环，而在于那个照亮着庇护在场者的解蔽着的中心。一的球形特

性和这个一本身，是具有解蔽着的照亮之特征的，在此照亮范围

内，在场者才能在场 。 因此之故，巴门尼德（残篇第 8，第 42 行）把

台ω，即在场者之在场，命名为EVKVKAos aφα （ pf] ［圆满的球体］。 这

个圆满的球体必须被看作是在解蔽着和照亮着的一的意义上的

存在者之存在 。 这个普遍地如此这般起作用的统一者促使我们

把它称为照亮着的球壳；它作为解蔽着的球壳恰恰并没有无所

不包，而是本身照亮着释放到在场之中 。 对这一存在之球体及

其球形特性，我们绝不可以对象性地加以表象 。 那么，它是非对

象性的吗？非也 。 这样说无非是遁入空话而已 。 我们必须根据

在解蔽着的在场意义上的原初存在之本质来思考这一球形

特性 。

里尔克关于最宽广之轨迹的话语指的是存在的这一球形特性

吗？我们不仅毫无依据对此作肯定的回答，而且，把存在者之存在

标画为冒险（意志），这完全对此作了一个否定的回答 。 但里尔克

本人有一次也谈到“存在之球体”，而且是在直接关涉到对“最宽广

302 轨道”这个说法的解释的语境中来谈论的 。 里尔克在 1923 年三王

来朝节 (1 月 6 日）的一封信（参看《孤岛文学年鉴 》 ， 1938 年，第

109 页）中写道：“如同月亮一样，生活确实有不断规避我们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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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但这并不是生活的对立面，而是对它的完满性和丰富性的充

实，是对现实的美妙而圆满的空间和存在之球体的充实。”尽管我

们不应强行把这种比喻关系套到对象性地加以描述的天体上去，

但依然明显的是，里尔克在此并非从照亮着和统一着的在场意义

上的存在方面来思考球体，而是根据其所有面相的完备性意义上

的存在者来思考的。 这里所谓的“存在之球体”，也即存在者整体

的球体，乃是敞开者，是无限制地相互充溢井且因此相互作用的纯

粹之力的被锁闭者。最宽广之轨道乃是吸引的整体牵引之整体

性。 这个最宽广的圆周相当于最强大的中心，纯粹之力的“闻所未

闻的中心”。

把无保护性改变而使之进入敞开者之中，这说的是在最宽广

之轨道中“肯定”元保护性 。 只有轨道整体在各个方面不仅是完满

的而且是均等的，且本身已摆在我们面前，因而就是实在（ Posi

tum）一一一惟在这种地方，上述这种肯定才是可能的。惟有一种肯

定而绝非一种否定才能适应它。即便是生命的规避我们的诸方

面，只要它们存在，就必须肯定地予以看待 。 在上文己提及的

1925 年 11 月 13 日的信中，里尔克有这样的话：“死亡乃生命的一

面，它规避我们，被我们所遮蔽。”（《慕佐书简》，第 332 页）死亡和

死者的领域是存在者整体的另一面相 。 这一领域是“另一种牵

引”，也即敞开者之整体牵引的另一面相。在存在者之球体的最宽

广轨道中存在着这样一些领域和位置，它们作为离开我们的东西

看起来是某种否定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深入思考，看到一切都在存 303

在者的最宽广轨道之内的话，那么，它们就不是某种否定的东

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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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敞开者方面来看，元保护性作为反纯粹牵引的告别，似乎也

是某种否定的东西 。 对象化的告别性的自身贯彻活动所到之处都

意愿所置造的对象的持续因素，并且仅仅把这种持续因素当作存

在者和肯定的东西。技术对象化的自身贯彻活动是对死亡的持久

否定 。 通过这种否定，死亡本身成为某种否定的东西，成为绝对非

持续的东西和虚无的东西 。 但是，当我们改变无保护性而入于敞

开者之中时，我们便把它改变而入于存在者之最宽广轨道中

在此轨道范围内我们只能肯定无保护性。 转变入于敞开者之中，

这乃是放弃对存在者的否定性读解 。 但与死亡相比，还有什么更

具存在者特性的呢？ 一一按现代的说法，还有什么更确定的呢？

在上面引用过的 1923 年 1 月 6 日的信中，里尔克说，关键是“不带

否定意味地来读解‘死亡’这个词语” 。

当我们把无保护性本身改变而入于敞开者之中，我们就在其

本质上（即作为反整体牵引的告别）把它朝向最宽广的轨道 。 这里

留给我们的只是肯定如此这般颠倒过来的东西。 但这种肯定并不

是把一种否定颠倒为一种肯定，而是把肯定的东西认作已经摆在

眼前的东西和在场的东西。这样做，是由于我们使在最宽广之轨

道中颠倒过来的无保护性归属到“法则触动我们的某个地方”。里

尔克没有说“一个法则”。 他也并非意指一个规则。他想的是“触

动我们”的东西 。 我们是谁人？我们就是那意愿者，是以有意的自

身贯彻的方式把世界设立为对象的意愿者。当我们从最宽广之轨

道那里被触动时，这种触动关涉到我们的本质 。 “触动”意味着 ：带

304 入运动之中 。 我们的本质被带入运动之中 。 在触及中，意愿受到

动摇，以至于只有意愿的本质才显现出来并且进入运动之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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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乎，意愿才是一种有意志的意愿。

然而，那从最宽广轨道而来触动我们的是什么呢？在我们自

己对世界进行对象化的日常意愿中，什么东西把我们锁闭起来、并

且禁止我们呢？那是另一种牵引→一死亡。死亡乃是触及终有一

死的人的本质的东西；死亡因而把终有一死的人投入通往生命之

另一面相的途中，从而把他们设入纯粹牵引的整体之中。死亡由

此把终有一死者聚集入于已经被设定的东西的整体之中，人于整

体牵引之实在（Positum）中。作为这种设定（Setzen）的聚集，死亡

就是法则（Ge-setz），正如山脉乃是使群山进入它们的形态之整体

的聚集一样。① 法则触及我们之处，乃是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的

这样一个地方－一一我们能够进入其中，肯定地使颠倒过来的无保

护性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这样改变过来的无保护性最终庇护我

们超出于保护之外而进入敞开者之中。但这种改变是如何可能的

呢？对那种告别性的反敞开者的背离的颠倒，以何种方式才能进

行呢？也许仅仅是这样：这种颠倒首先使我们转向最宽广之轨道，

并且使我们本身在我们的本质中朝向和进入这个轨道。安全存在

的领域首先必须已经向我们显明，它作为颠倒之可能地带必定事

先是可以通达的。但是，给我们带来一种安全存在的东西，以及随

之而来的一般安全性之维度，乃是那种有时比生命本身冒险更甚

的大胆冒险 。

不过，这种冒险更甚的大胆冒险并不是间或对我们的无保护

① “山脉”（ Gebirg）把“群山”（Berge〕聚集起来，类似地，死亡这种“法则”（Ge

setz）把“设定”（Setzen）活动聚集起来． 海德格尔在此从字面上强调了前辍“Ge－＇’的

“聚集”之义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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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忙碌一番 。 它并非试图改变对世界的对象化的这种或那种方

式。而毋宁说，它转变无保护性本身 。 冒险更甚的大胆冒 险根本

上是把元保护性带入它自己的领域中 。

如果无保护性在于那种以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为基础的对象

化之中，那么，无保护性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世界的对象之物在表

305 象着的制造中变成持续的。这种表象有所呈现（ prasen tieren ） 。

但呈现出来在场的东西（ das Prasen te）是在一种具有计算方式的

表象中呈现的 。 这种表象不知道任何直观的东西 。 物之外观的可

直观因素消失了，即，提供给直接的感性直观的形象消失了 。 技术

的计算性制造是一种“无形象的活动”（《杜伊诺哀歌》，第 9 首） 。

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在它的种种筹划中，把对一味被计算的产物

的计划置于直观形象之前。当世界进入由思想杜撰出来的产物的

对象领域时，世界就被摆置到非感性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中去

了。这种持续的东西的在场归功于一种摆置（ Stellen ），这种摆置

的活动属于 res cogitans［思维体］ ，也即意识。 对象之对象性领域

处于意识之中 。 对象领域中的不可见的东西归属于意识内在性的

内在领域之中 。

但是，如果无保护性是反敞开者的告别，而告别乃是植根于对

象化的，此对象化归属于计算性意识的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西之

中，那么，无保护性的本质范围就是意识的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

西了 。

不过，既然无保护性之被颠倒而入于敞开者之中的过程自始

关涉到无保护性的本质，则这种对无保护性的颠倒就是一种对意

识的颠倒，而且是在意识范围之内的颠倒 。 不可见东西和内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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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的范围规定了无保护性的本质，但也规定了把无保护性改变而

入于最宽广轨道之中的方式。 因此，那本质上内在的东西和不可

见的东西，必须转向那样一种东西去寻获它本身，这种东西自身只

能是不可见东西中最不可见的东西和内在东西中最内在的东西。

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不可见的内在东西的范围被规定为计算对象

的在场（ Priisenz）领域 。 笛卡尔把这一内在范围称为 ego cogito 

［我思］的意识。

几乎与笛卡尔同时，帕斯卡尔发现了对立于计算理性之逻辑 306

的心灵之逻辑。 心灵世界的内在东西和不可见东西，不仅比计算

理性的内在东西更内在，因而也更不可见，而且，它也比仅仅可置

造的对象的领域伸展得更为深广。 在心灵的不可见的最内在深

处，人才切近于为他所爱者：祖先、死者、儿童、后人。 这一切都属

于最宽广之轨道，这个轨道现在显示自身为整个美妙的牵引的在

场范围 。 虽然这种在场与那种计算性制造的习惯意识一样，也是

一种内在性的在场，但是，非习惯意识的内在东西保持着一个内心

世界，在此内心世界中，万物对我们来说超出了计算的数字性，并

且能挣脱这种束缚而充溢地流入敞开者的无界限的整体之中 。 这

种超出计数的流溢，就其在场方面来说，乃源出于心灵的内在东西

和不可见东西。《杜伊诺哀歌》吟唱人如何归属于敞开者，其第 9

首最后一句话就说：“过剩的此在，源于我内心 。”

存在者之最宽广轨道在心灵的内在空间中在场。 世界整体在

这里以其全部的吸引而进入同样本质性的在场中 。 对此，里尔克

用形而上学的语言“此在飞Dasein）来加以表达 。 世界的整体在场

乃是这个最广义的“世界此在”（ we! tische Dasein ） 。 这是表示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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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者的一个不同名称，其不同是由于不同的命名方式，这种命名现

在是就那种表象着和置造着的反敞开者的告别已经从计算意识的

内在性倒转为心灵之内在空间而言，来思考敞开者。因此，适合于

世界实存的心灵的内在空间也被叫作“世界的内在空间”（ Wei tin

nenraum ） 。“世界的”意指存在者整体。

里尔克在 1924 年 8 月 11 日寄自慕佐的一封信中写道：

307 不管“外部世界”多么广大，所有恒星问的距离也无法与

我们内心之深层维度相比拟，这种深不可测甚至连宇宙的广

袤性也难以与之相匹敌。因此，如果死者和后人都必须有一

个居留之所，那么，还有何种庇护之所比这想象的空间更合

适、更直人呢？在我看来，似乎我们的习惯意识越来越局促于

一座金字塔的顶尖上，而这金字塔的基础却在我们心中（并且

以某种方式在我们底下）如此充分地扩展着，以至于我们越是

深远地看到我们自己有能力进入这个基础，我们就越是普遍

地显得被包括进入了那些独立于时空的事情中，即尘世的、在

最广义的理解上就是世界此在的事情中。

相反地，世界之对象领域仍然在表象中被计算，这种表象把时

间和空间当作计算的量，并且对时间的本质和对空间的本质同样

一无所知 。 即便是里尔克，也没有对世界内在空间的空间性作更

为深入的思考，甚至也没有追问，给予世界之在场以居留之所的世

界内在空间究竟是否随着这种在场而建基于一种时间性；这种时

间性的本质性的时间与本质性的空间一起，构成了那种时一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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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统一体，而存在本身就是作为这种时一空成其本质的。

然而，里尔克试图在现代形而上学的球形特性的范围内，也即

在作为内在的和不可见的在场领域的主体性领域的范围内，去理

解由人的自身贯彻的本质建立起来的无保护性，认为这种元保护

性本身作为颠倒了的无保护性，庇护着我们进入最宽广之世界内

在空间的最内在和最不可见的东西之中 。 无保护性本身有所庇

护。 因为，作为内在和不可见的东西，它给予其本质以一个暗示，

即关于反敞开者的告别的一种颠倒的暗示 。 这种颠倒指向内在

东西之更内在的东西 。 对意识的颠倒因而就是一种内在回忆，

即，使表象之对象的内在性进入心灵空间内的在场之中的内在 308

回忆。①

只要人一昧地献身于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那么，就不光人本

身是无保护的，而且物也是无保护的，因为物已经成了对象。 虽然

这里也有一种使物人于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之中的转换，

但是，这种转换是用被计算的对象的在思想上杜撰出来的产物来

取代物的衰弱 。 这些对象为了使用的目的而被置造出来。 对象

愈是快速地被使用，就愈是有必要更急速和更轻便地去取代它

们 。 那在对象性的物的在场中持留的东西（das Bleibende），并非

物在它们自身特有的世界之中的自持（ das Insichberuhen ） 。 作

为单纯的利用对象，被置造的物中的持续的东西乃是替代品

( Ersatz）。

正如在对象性居有优势地位的情况下，我们熟悉的物的消失

① 以字面直译，此处“内在回忆”（Er-innerung）可作“使内在化”。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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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因于我们的元保护性，同样地，我们的本质的安全存在也要求把

物从单纯的对象性中拯救出来。 这种拯救乃在于：让物能够在整

体牵引的最宽广之轨道范围内居于自身之中，也即能够无限制地

居于相互之中。也许连对我们的无保护性的改变也必须开始进入

处于世界内在空间之内的世界此在（Dasein）之中，这样做所凭借

的是，我们把对象性的物的易逝的、因而短暂的因素，从一味制造

着的意识的内在领域和不可见领域，转变而入于心灵空间的真正

内在领域之中，并且使它在那里不可见地产生出来。因 此，在

1925 年 11 月 13 日的信中（《慕佐书简》，第 335 页），里尔克写道：

…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一短暂易逝的大地如此深刻、如

此痛苦和如此热情地依存于我们自身，从而使它的本质重新

在我们身上“不可见地”产生。我们是不可见者的蜜蜂。

Nous butinons eperdument le miel du visible, pour l ’ accu

muler dans la grande ruche d ’ or de l ' In visible ．（我们不息

309 地采集可见者的蜂蜜，将它储入不可见者的一只巨大的金色

蜂箱之中。）

内在回忆把我们的惟求自身贯彻的本质及其对象转变入心灵

空间之最内在的不可见领域中。在这里，一切都是内向的：不仅一

切都始终转向了意识的这个真正内在领域，而且在这个内在领域

内，每一物都毫无限制地转向我们而进入另一物之中 。 世界内在

空间的内向性（ das Inwendige）为我们清除了对敞开者的限制 。

惟有我们如此这般内向地（ inwendig) 即从心里（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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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ur ）一一持有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外向地（auswendig）知道

的 。① 在这个内向领域中，我们才是自由的，才超出了与那些仅仅

在表面上具有保护作用的、在我们周围被摆置的对象的关系之外。

在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向领域中，有一种超出保护之外的安全存在。

可是，我们总是要问：那种使意识的业已内在的对象进入心灵

的最内在领域中的内在回忆是如何可能发生的？内在回忆关涉到

内在的东西和不可见的东西。 因为无论是被回忆者，还是被回忆

者之所向，都具有这样一种本质。 内在回忆乃是颠倒那种告别而

达于敞开者的最宽广之轨道中。而在终有一死的人中间，谁能够

作这种颠倒着的回忆呢？

诚然，里尔克在诗中说道，我们的本质的安全存在之被带向我

们，是由于人“有时喜好冒险……甚于生命本身，更秉一丝气

息……”。

但是，这些冒险更甚者所冒何险？看来，这首诗没有为我们给

出答案。因此，我们试图在运思之际直面这首诗；同时，我们要另

外引用一些诗作，从中求得援助。

我们要问：比生命本身即比冒险本身或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冒

险更甚的冒险者，还能冒何种险呢？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无论在哪

一方面，所冒险者必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即，就它是一个存在者

而言，它关涉到每一个存在者。 具有这种方式的乃是存在（ das 310 

Sein），而且，这个存在不是其他方式中的任何一种特殊方式，而是

① 这里取直译． 在日常德语中，etwas inwendig und aus-wendig wissen 有“清楚

地知道某亨”之意．注意“内向的”、“外向的”与动词 wenden （转向、转变）的字面联

系．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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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方式。

如果存在是存在者的惟一性质，那么，存在还能被什么超过

呢？只能被它自身，只能被它本己的东西，而且是以它特别地进入

其本己之中的方式。那么，存在就是绝对超出自身的惟一性质了

( E!P transcendens schlechthin［绝对超越者］） 。 不过，这种超越并

不是越过去和转向另一东西，而是回归到它本身，并且归入其真理

的本质之中。存在本身穿越这一回归，并且存在本身就是这一回

归的维度。

当我们思及这一点之际，我们便在存在本身中体会到：在存在

中有一个为存在所固有的“更甚”（ mehr），因而有这样一种可能

性，即，在存在被思为冒险之处，那冒险更甚者也能比存在本身冒

险更甚一一只要我们通常是从存在者方面来表象存在的 。 存在作

为存在本身穿越它自己的区域，此区域之被标划（TEµVE IV, tern

pus），乃由于存在是在词语中成其本质的 。 语言是存在之区

域一一存在之圣殿（ tempium ）； ①也就是说，语言是存在之家

(Haus des Seins ） 。 语言的本质既非意谓所能穷尽，语言也绝不是

某种符号和密码。 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们是通过不断地

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的 。 当我们走向一口井，当我们穿

行于森林中，我们总是已经穿过“井”这个词语，穿过“森林”这个词

语，哪怕我们并没有说出这些词语，并没有想到语言方面的因素 。

从存在之圣殿（Tempel) 方面来思考，我们就能够猜断，那些有时

冒险更甚于存在者之存在的冒险者所冒何险 。 他们是冒存在之区

① 拉丁文 tempium 一词有“界限 、划界、场所、圣殿”等义 。 一一译注



5 诗人何为？ 351 

域的险 。 他们是冒语言之险。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

是心灵之物，无论是自身贯彻的人还是冒险更甚的人，或者所有的

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因此之

故，无论何处，惟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

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

就里尔克的诗而言，存在者之存在是在形而上学上被规定为

世界性在场的，这种在场始终关涉于意识中的再现 （ Reprasenta

tion），不论此种意识是具有计算着的表象的内在性特性 ，还是具

有那种进入心灵可通达的敞开者之中的内在转向的特性。

整个在场范围是在道说（Sagen）中现身的 。 置造活动的对象

事物处于理性的计算性命题和原理的陈述之中 。 此理性从命题到

命题不断延续。 自身贯彻的无保护性领域被理性统治着。 理性不

仅为其道说，为作为说明性请词的A6yos［逻各斯］，建立了一个独

特的规则系统，而且理性的逻辑本身就是对在对象领域中进行的

有意自身贯彻活动的统治的组织化。 在对对象性表象的颠倒中，

心灵的逻辑吻合于内在回忆之道说。 这两个领域都被形而上学所

规定，其中都是由逻辑起着支配作用，因为内在回忆大抵是要出于

无保护性本身、并且超出保护之外而创造一种安全存在。这种庇

护关涉人，关涉人这种具有语言的生物。 人具有语言。 在被形而

上学打上烙印的存在范围内，人以这样一种方式拥有语言，即，人

自始而且一昧地只把语言当作一种所有物，从而把它当作人的表

象和行为的依据。 正因此， Mγos［逻各斯］，作为推理工具的道

说，就需要逻辑来加以组织。 惟在形而上学中才有逻辑。

而当人在创造一种安全之际被整个世界内在空间所触及时，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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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身就在其本质上被触及了，这是因为，作为自我意愿者的人已

经是道说者了。然而，就一种安全存在的创造出于那冒险更甚者

而言，那冒险更甚者必定是带着语言而冒创造之险的。冒险更甚

3 1 2 者冒道说之险。可是，如果这一冒险的区域，即语言，以元与伦比

的方式属于存在，超出存在和在存在之外不可能有其他方式，那

么，那道说者必须道说的东西应该向着何处被道说呢？这些道说

者的道说关涉到对意识的回忆性颠倒，此种颠倒使我们的无保护

性转入世界内在空间的不可见领域 。 他们的道说因为关涉着颠

倒，所以不仅从两个领域中说出来，而且从这两个领域的统一性中

说出来一一只要两者的统一性已经作为救渡的一体化（ die ret

tende Einigung）发生出来。因此，在存在者之整体被思为纯粹牵

引的敞开者之际，那回忆性颠倒必定是一种道说；这种道说向一个

生灵道说它要道说的，那个生灵已经在存在者之整体中安全地存

在，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对被表象的可见领域向心灵中不可见领域

的转换。这个生灵被吸入存在之球的这一面和另一面的纯粹牵引

之中。对于这个生灵来说，几乎不再有牵引之间的界限和差异；这

个生灵掌握了最宽广之轨道的闻所未闻的中心，并且让这个中心

显现出来 。 在里尔克的《杜伊诺哀歌》中，这个生灵乃是天便。“天

使”这个名字是里尔克诗中又一个基本词语。 这个名字与“敞开

者”、“牵引”、“告别”、“自然”一样，也是一个基本词语，因为在这个

名字中所说出的东西，乃是从存在方面来思考的存在者整体。在

1925 年 11 月 13 日的一封信中，里尔克写道：

《哀歌》中的天使乃是这样一种造物 ，在他身上 ， 我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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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把可见领域转化入不可见领域的 工作 ， 看来已经完成

了 ……《哀歌》中的天使是这样一种生灵，它保证我们在不可

见领域中去认识现实的更高秩序。

（《慕佐书简 》，第 337 页）

惟有根据一种对主体性之本质的更原始的阐明，我们才能表

明：在现代形而上学之完成过程中，与这样一种生灵的关系如何属

于存在者之存在，以及里尔克的天使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形象，

如何在内容上尽管有诸多差异，但在形而上学上却是同一个东西。 3 1 3

里尔克这首诗把存在者之存在，亦即自然，思为冒险。任何存

在者皆进入一种冒险而有所冒险。作为所冒险者，任何存在者都

处于天平之上（ auf der Wage）。这一天平乃是存在时时衡量存在

者的方式，也即存在把存在者保持在衡度（Wagen）的运动中的方

式。任何所冒险者都处于危险中。存在者的领域，可以按它们对

天平的关系的种类来加以区分。着眼于天平方面，天使的本质也

必定可得到明确的说明一一假如它在整个领域中是更高级的存在

者的话。

动植物在“其阴沉乐趣的冒险”中被无忧烦地保持到敞开者之

中。动植物的形体并没有使它们迷惘棍乱。这些生物为它们的本

能所衡度而进入敞开者之中。虽然它们也始终遭受到危险，但并

非在它们的本质上遭受到危险。动植物如此这般处于天平之上，

以至于这个天平始终处于一种安全存在的宁静之中 。 动植物冒险

人于其中的天平，还没有到达那个本质性的、因而持久的非镇静领

域（das Ungestillte）。 即使是天使在其中冒险的天平，也仍然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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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那个非镇静领域；但这并非因为天使尚未属于非镇静领域，而倒

是因为天使不再属于非镇静领域。 根据天使之无形体的本质，可

能的迷乱就由于可见的感性因素而转化为不可见的东西 。 由于在

世界内在空间范围内的那两个领域得到平衡的统一体的已镇静的

宁静，天使才成其本质 。

与之相反，人作为有意的自身贯彻者，已经冒险进入无保护性

之中。在如此这般冒险的人的手中，危险的天平本质上是非镇静

的。以自身为意愿的人处处把物和人当作对象事物来计算。被计

算的东西成了商品 。 万物不断地被改换入新的秩序之中。反纯粹

牵引的告别在不断衡量着的天平的非镇静中建立自身。在对世界

的对象化中，告别违背自身的意图而推动了那种反复无常的事情。

3 14 如此这般进入无保护者而冒险，人就活动于商业和“交换”的媒介

中 。 自身贯彻的人靠投入他的意愿这种赌注为生 。 人根本上是在

金钱和通用价值的变化中拿他的本质冒险。作为这种持久的交易

者和中介者，人就是“商人” 。 他不断地衡量和度量，却不知道物的

真正重量。他也从不知道他本身的真正重量和优势。里尔克《后

期诗》中的一首诗（第 21 页以下）这样说道：

呵，有谁知道他自身中的优势！

是温存？是畏惧？

是目光？是声音？还是书本？

但同时，由于人把无保护性本身转变入于敞开者之中，并把它

转换入不可见者的心灵空间中，所以人能外在于保护，创造“一种



5 诗人何为？ 355 

安全存在”。 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则无保护性的非镇静的东西就转

向那种地方，在那里，有一个生灵在世界内在空间的平衡了的统一

性中显现出来；这个生灵使那个统一体的统一方式显露出来，并因

此把存在表现出来。 于是，危险的天平就出于计算性意愿的领域

而转向天使。 在里尔克晚年，有四句诗显然是为着手筹划一首较

长的诗而写的 。 眼下我们无须对这四句诗说更多的话。这四句诗

是这样的（《全集》，第 3 卷，第 438 页） ：

当天平挣脱商人之手

移交给那个天使

天使便用空间的均衡

在天空中使它镇静和安定··

均衡的空间乃是世界内在空间，因为它给予世界性的敞开者

整体以空间 。 因此，它就允诺此一牵引和彼一牵引，使它们的具有

统一作用的统一体显现出来。这个统一体作为存在的美好球体， 31 5

包围了存在者的一切纯粹之力，因为它绕遍一切生灵，无限地解放

它们。当天平移交时，这种事情就出现了。天平何时移交呢？谁

使天平从商人那里移交给天使呢？如若这样一种移交根本上实现

了，那么，它就是在天平的区域中发生的。天平的要素乃是冒险，

是存在者之存在。我们曾专门将存在之区域思为语言。

当代人的习惯生活，乃是交换者在无保护的市场上进行自身

贯彻活动的寻常生活。相反，把天平移交给天使的过程却是非同

寻常的。它甚至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非同寻常，即，它不光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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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的例外，而且它着眼于人的本质，把人置于保护和无保护的规

则之外。正因为如此，这种移交只是“有时”发生而已 。 在这里，

“有时”一词绝不意味着偶然和任意。“有时”的意思是 ： 罕见地，在

一正确时间、在惟一的场合以惟一的方式。天平从商人那里转向

天使，也即对告别的颠倒，是作为进入世界内在空间的内在回忆来

发生的，在那时，那些“有时喜好冒险……，更秉一丝气息……’。

因为这些冒险更甚者随存在本身大胆冒险，并且因而自身大

胆冒险进入存在之区域，即语言之中，所以他们就是道说者 。 不

过，难道不正是人才按其本质具有语言，而且不断地随语言大胆冒

险吗？确然！那么，甚至在惯常方式中的意愿者也已经在计算着

的制造中冒道说之险了 。 当然眼！但这样一来，冒险更甚者却不

可能仅只是道说者而已。冒险更甚者的道说必须特别地冒道说之

险。① 只有当他们是道说更甚者之际，冒险更甚者才是其所是。

如果我们在表象着和置造着的对存在者的关系中同时采取陈

述的态度，那么，这样一种道说就不是所意愿的东西 。 陈述始终是

途径和手段。与此相区别，有一种道说（das Sagen）真正进入道说

316 (die Sage）之中，但却没有对语言进行反思－一这种反思甚至也

要把语言当作一个对象。进入道说（die Sage）之中，乃是一种道

说Cdas Sagen）的标志，这种道说跟随那有待道说的东西，目的只

是为了去道说此种东西。如此看来，那有待道说的东西理当是那

种本质上属于语言之区域的东西 。 在形而上学上看来，这种东西

① 前一“道说” Cdas Sagen）为动名词，后一“道说”（ die Sage）则为名词 。 海德格

尔后期以名词“道说”来命名“存在一本有”意义上的语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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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存在者整体。 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乃是纯粹牵引的完好无

损，乃是敞开者的美妙．因为它为人设置空间 。 这事情发生在世界

内在空间中。当人在颠倒着的内在回忆中转向心灵空间时，这个

世界内在空间便触及于人。冒险更甚者把无保护性的不妙的东西

转变入世界此在的美妙之中。美妙的世界此在就是有待道说的东

西。在道说中，这种有待道说的东西自身朝向了人。冒险更甚者

乃是那些具有歌者之方式的道说更甚者。他们的吟唱（Singen）背

离了一切有意的自身贯彻活动。这不是什么欲望意义上的意愿。

他们的歌唱（Gesang）并不谋求任何被置造的东西。 在歌唱中，世

界内在空间为自己设置空间 。 这些歌者的歌唱既非任何招楝张

扬，亦非任何手艺行业。

那些冒险更甚者的道说更甚的道说乃是歌唱。但是一一

歌唱即此在。

《致俄尔甫斯十四行诗》第 3 首的第一部分如是说。这里，“此

在”（Dasein）一词是在“在场”（灿wesen）这一传统意义上作为“存

在”（Sein）的同义词来使用的。吟唱，真正去道说世界此在，是从

整体的纯粹牵引的美妙方面去道说，而且只是道说这种美妙。 吟

唱意味着：归属到存在者本身的区域中去。这一区域作为语言之

本质乃是存在本身。 唱歌（den Gesang singen）意味着：在在场者

本身中在场，意味着此在。

但是，道说更甚的道说也只是有时发生，因为只有冒险更甚者

才能作这般道说。 因为这种道说始终是艰难的。 其艰难就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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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7 去完成此在。其艰难不仅在于难以构成语言作品，而且也在于，难

以从对事物的一味贪婪的观看的言说作品，从视觉作品，转向“心

灵的作品”。 歌唱是艰难的，因为吟唱不再可以是招楝张扬，而必

须是此在 。 对于元限地栖留于敞开者中的俄尔甫斯神来说，歌唱

唾手可得，但对于我们人来说却井非轻巧之事 。 因此之故，上面所

说的那首十四行诗的第 2 节问道 ：

但我们何时存在？

这诗句的重音放在“存在”上，而没有放在“我们”上 。 我们无

疑也是一个存在者，而且就此而言，我们在场着，这是不成问题的 。

但依然值得追问的是：何时我们如此这般存在，以致我们的存在就

是歌唱，而且此种歌之吟唱并非四处轰响，而倒真正地是一种吟

唱，它的实现并不依赖于一个最终才达到的东西，而是在唱出之际

已经毁灭自身，从而惟有那被吟唱者本身才成其本质。当人是比

存在者本身冒险更甚的冒险者时，人才是如此这般的道说更甚者 。

据里尔克的诗，这些冒险更甚者乃是“更秉一丝气息……”。我们

引用的那首十四行诗的结尾写道：

在真理中吟唱，乃另一种气息 。

此气息无所为。它是神灵，是风 。

赫尔德尔在《人类历史哲学之观念》一书中写道：“我们口中的

一种气息变成世界的图画，变成我们思想的类型和进入另一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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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的情感的类型。 在一丝流动的空气中，寄托着人性的一切，那在

大地上的人所曾思考过和意欲过的－切，做过和将做的一切；因

为，要不是这种神圣的气息已经在我们周围吹拂，要不是它已经像

魔音一般回旋于我们的唇际，我们所有的人恐怕还在森林中游荡

呢”（《全集》，苏弗安编，第 13 卷，第 140-141 页） 。

那冒险更甚者所凭借的气息，并非仅仅、而且并非首先意指一

种因为稍纵即逝而几乎不能觉察的区别尺度，而倒是直接意味着

词语和语言之本质。 那些更秉一丝气息而大胆冒险者，是随语言 318

而大胆冒险 。 他们是道说更甚的道说者。 因为那些冒险更甚者所

秉有的这一丝气息，不仅仅是一般道说，而不如说，这一丝气息是

与其他的人类道说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气息，另一种道说。 这另一

种气息，不再追求这种或那种对象事物，它是一种无所求的气息。

歌者之道说道说着世界此在的美妙整体，此世界此在在心灵的世

界内在空间中无形地为自己设置空间 。 这歌唱甚至并不首先追随

那有待道说的东西。 歌唱乃是人于纯粹牵引之整体的归属

(Gehoren ） 。 吟唱是由完满自然之闻所未闻的中心的风的吸引来

引发的 。 歌唱本身乃是：“一种风 ！ ”

因此，里尔克这首诗毕竟诗意地道明了，谁是那种冒险更甚于

生命本身的冒险者。 他们是“更秉一丝气息……”而更冒险的人。

在诗中，“更秉一丝气息”这句诗后面加了六个点。 这六个点道出

默然不表的东西。

冒险更甚者是诗人，而诗人的歌唱把我们的无保护性转变人

敞开者之中 。 因为他们颠倒了反敞开者的告别，并且把它的不妙

东西回忆入美妙整体之中，所以，他们在不妙Cdas Unheile）中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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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着美妙（das Heile ） 。回忆性的颠倒已经超过了反敞开者的告

别。这种回忆性颠倒乃在“一切告别之前”，并且在心灵的世界内

在空间中战胜了一切对象事物。颠倒着的内在回忆乃是大胆冒

险，它出于人的本质而自行冒险，因为人具有语言而且是道说者 。

但是，现代人却被称为意愿者。冒险更甚者意愿更甚，因为他

们是以一种与世界对象化的有意自身贯彻活动不同的方式意愿

着 。 他们的意愿绝不意愿前一种方式。如若意愿依然只是自身贯

3 1 9 彻，他们就无所意愿。在此意义上，他们无所意愿，因为他们更有

意志 。 他们更快地响应于意志；而意志作为冒险本身，把一切纯粹

之力吸引到自身那里 作为敞开者的纯粹整体牵引的自身那

里。冒险更甚者的意愿乃是道说更甚者的意志（das Willige）；道

说更甚者是决断的，不再在反对意志－－－作为这种意志，存在意愿

着存在者 的告别中锁闭起来。① 冒险更甚者的有意志的本质

道说更甚地去道说（用《杜伊诺哀歌》第 9 首的话讲）：

大地，你所意愿的难道不是一一

不可见地在我们心中苏醒？

你的梦想，难道不是想有朝一日成为不可见的？

大地！不可见的！

要不是这种转变，

你急切的使命又是什么？

① 此处“决断的” （ ent-schlossen）或可译为“展开的”；注意它与“锁闭 的” （ vers

chlossen〕的词根联系．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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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亲爱的大地 ！ 我 要！

在世界内在空间的不可见的东西中一一天使就是作为这空间

的其世界性统一体而显现出来的一一一世界性存在者的美妙成为可

见的 。 惟有在美妙事情的最宽广之轨道中，神圣者才能显现出来 。

作为冒险更甚者，诗人在走向神圣者之踪迹的途中，因为他们能体

会不妙之为不妙。 他们在大地之上歌唱着神圣者。 他们的歌唱赞

美着存在之球的完好无损 。

不妙之为不妙引我们追踪美妙事情。 美妙事情暗示着招呼神

圣者 。 神圣者联结着神性。 神性将神引近。①

冒险更甚者在不妙事情中体会着无保护性。 他们为终有一死

的人带来消逝诸神的踪迹，即，消逝在世界黑夜之黑暗中的诸神的

踪迹。 作为美妙事情的歌者，冒险更甚者乃是“贫困时代的诗人”。

这种诗人的标志在于：诗的本质对他们来说是大可追问的，因

为他们诗意地追踪着他们必须道说的东西。 在对美妙事情的追踪

中，里尔克得以达到诗人的问题：何时才有本质性的歌唱？这个问

题并不在诗人道路的开端处，而是在里尔克的道说达到诗人职权

的诗人天职之际一－一这个诗人职权应合着正在临近的世界时代。 320

这个世界时代既非一种沉沦，亦非一种没落。 作为命运 C Ge-

① 此处中译文未能显明“不妙（事情）”（das Heillose , das Unheil) 、“美妙（事情〉”

( das Heile）与“神圣者”（das Heilige）诸词语之间的联系． “不妙” （ das Unheile）与“美

妙”（das Heile）显然还与“得救 、救恩” （ das Heil) 相关．在此并可注意“神圣者”（ das

Heilige） 、“神性”（das Giittliche） 和“神”（ der Gott，或“上帝”）之间的“秩序”关系．一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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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ck），这个世界时代基于存在中，并且要求着人类 。

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的诗人的先行者 。 因此之故，这个世界

时代的任何诗人都超不过荷尔德林。 但先行者并没有消失于未

来；倒不如说，他出于未来而到达，而且，惟有在他的词语之到达

中，未来才现身在场 。 到达（die Ankunft）越是纯粹地发生，持留

(das Bleiben）就越是成为本质性的 。 到来者越是在先行道说（die

Vorsage）中隐藏自己，到达就越是纯粹 。 因此，那种看法一一即

认为，惟当有朝一 日“全世界”都听到他的诗歌时，荷尔德林的时代

才会到来一一恐怕是错误的 。 在这种畸形的看法中，荷尔德林的

时代是永远不会到来的；因为，正是世界时代自身的贫困给世界时

代提供了力量，凭着这种力量，它一一不知其所为地一一阻碍荷尔

德林的诗成为合乎时代的诗。

先行者是不可超越的，同样地，他也是不会消逝的；因为他的

诗作始终保持为一个曾在的东西（ein Ge-wesenes ） 。 到达的本质

因素把自身聚集起来，返回到命运之中 。 以此方式永不陷入消逝

过程中的东西，自始就克服了任何消逝性。 那一昧地消逝的东西

甚至在它消逝之前就是无命运的东西。相反地，曾在的东西则是

有命运的 。 在被认为是永恒的东西中，无非是隐匿着一个被悬置

起来的消逝者，它被悬置在一种停滞的现在的虚空之中 。

如果里尔克是“贫困时代的诗人”，那么，也只有他的诗才能回

答这样的问题：诗人何为？诗人的歌唱正在走向何方？在世界黑

夜的命运中，诗人到底何所归依？ 世界黑夜的命运决定着：在里尔

克的诗中，什么东西保持为命运性的 。



6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这个箴言被视为西方思想中最古老的箴言。相传，阿那克西

曼德生活在公元前 7 世纪末至公元前 6 世纪中叶的萨摩斯岛上。

根据通行的文本，这个箴言如是说：

e~ c马v s主向 γEvEσIs 在OTI TOlS OUσl kαl TDV φ6opav 

eis TαVTαγIveσ6αl kαTO Tδxpewv· S1S6vαl yapα心TO

OtKT)V k时 TlσIV Cxλλ内λOIS TfiS aOtKlαS KαTO TOV Xρφvov 

Tcu'.;1v. 

万物由它产生，也必复归于它，都是按照必然性；因为按

照时间的程序，它们必受到惩罚并且为其不正义而受审判 。

（尼采 ：《全集》，第 10 卷，第 26 页）

这个译文是青年尼采在 1873 年为他的题为《希腊悲剧时代的

哲学》的论文所作的笔记中翻译的。这篇论文在三十年之后的

1903 年才公开出版，当时尼采已经去世了 。 该论文的蓝本是一个

讲座，即尼采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多次在巴塞尔所作的一个讲座，

其标题为：《前柏拉图哲学家与残篇选释》。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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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关于前柏拉图哲学家的论文首次公之于世的同一年，

即 1903 年，海尔曼 · 第尔斯出版了《前苏格拉底残篇》一书 。 第尔

斯的著作按当时经典语文学方法来编篡，在校勘上更为可靠，并附

有译文 。 该著作题献给威廉姆 · 狄尔泰 。 第尔斯对阿那克西曼德

的箴言作如下翻译：

但万物由它产生，毁灭后又复 归 于它，这都是按照必然性 ；

322 因为它们按照固定的时间为其不正义受到惩罚并相互补偿。

尼采的译文和第尔斯的译文起于不同的动机和意图 。 但这两

个译文仍然很难相互区别开来 。 第尔斯的译文有几处在字面上更

严格些 。 但只要一个译文仅只是按字面直译的，那么，它就未必是

忠实的 。 只有当译文的词语是话语，①是从实事（Sache）本身的语

言而来说话的，译文才是忠实的 。

比两个译文的共同一致性更为重要的，乃是在这两个译文中

所蕴含的对阿那克西曼德的理解 。 尼采把阿那克西曼德列于前柏

拉图哲学家之中，第尔斯则把他视为一个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 两

个名称说的是同一回事情。 对早期思想家的解说和判断有一个不

曾道破的标准尺度，那就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 。 这两位

哲学家被视为具有继往开来之决定性作用的希腊哲学家 。 此种看

法通过基督教神学而固定为一种普遍的、直到今天都没有动摇过

① “词语”（ Worter）、“话语”（ Worte）在德文中为（das Wort）的两个不同的 ！［数

形式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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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 诚然，在此期间，人们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

家所做的语文学和历史学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即使在那里，柏

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观念和概念一一经过了现代的转换之后→一

也依然是阐释工作的指导线索。 甚至当人们响应古典考古学和文

学史研究，试图在早期思想中找出上古因素时，情形也是一样。 古

典的和古典主义的观念风行一时 。 人们谈论上古逻辑学，却无视

于一个事实，即：惟有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院活动那里，才

有一门逻辑学。

如若我们不是先行看清，那个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 323

翻译中被转渡的实事（Sache）的情形如何，那么，单纯地撇开那些

晚出的观念，就会一无所获的 。 但在此，实事乃是思想的实事。 在

极其谨慎地对待语文学上得到澄清的语言的同时，我们在翻译中

首先必须对这个实事有所思考。 因此之故，要翻译阿那克西曼德

这位早期思想家的箴言，只有思想家才能帮助我们 。 而当我们寻

找这样一种帮助时，我们实际是在做徒劳无功的寻求。

诚然，青年尼采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了与前柏拉图哲学家们的

个性的活生生的关系；但他对那些文本的解释却完全是传统式的，

尽管并没有完全流于表皮。 在思想上了解了思想史的惟一一位西

方思想家，乃是黑格尔 。 可是，恰恰黑格尔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不置一词 。 此外，黑格尔同样也持有那种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哲学的古典品格的流行信念。 甚至，正是由于黑格尔把早期思想家

理解为前亚里士多德哲学家，他才为下面这种意见提供了根据，这

种意见认为，早期思想家乃是前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

在他关于希腊哲学史的演讲中，当他论及最早期的哲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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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源时，黑格尔说道 ： “亚里士多德是最丰富的源泉 。 他明确而

缤密地研究了那些古代哲学家，尤其在他的《形而上学》开篇处（当

然在别处也常常地）按历史顺序讨论了这些古代哲学家 。 他是如

此深思熟虑，富有教益；我们满可以信赖他。 要研究希腊哲学，最

好的做法就是去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第 1 卷 。”（黑格尔：

《全集》，第 13 卷，第 189 页）①

黑格尔在此向他 19 世纪初期的听众所提的建议，在亚里士多

德时代，早已由亚氏的弟子和迫遥学派的第一位后继领袖泰奥弗

324 拉斯托做过了 。 泰奥弗拉斯托死于公元前 286 年左右 。 他撰写的

一部著作题为。VOlKWV OOSα1［《 自然学说》］ ，即，“那些讨论φ心。El

δVTα〔自然存在者］的人们的意见”。 亚里士多德也把他们称为φv

σlOλ6γ01［自然学家］，指的是那些探讨自然万物的早期思想家 。

。心。1s ［ 自然］意指天、地、植物、动物，在某种程度上也意指人 。 这

个词表示着一个特殊的存在者领域，该领域在亚里士多德以及柏

拉图学派那里，一般是与恫0）〔习俗、气质］和Mγos［逻各斯］相区

别的 。 在那里，。心。1s［自然］不再具有存在者之总体（ das All des 

Seienden）这一宽广含义 。 在物理学亦即关于φ归E l OVTα［ 自然存

在者］之存在学的专题考察的开始处，亚里士多德把这种在φ白。E l

δVTα［自然存在者］意义上的存在者与甘xvηδVTα［技术存在者］

区划开来。前者是在其自行涌现中自己产生出来的东西，后者则

是通过人的表象活动和制造活动而产生的东西 。

① 参看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录 》，第 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 1995 年，第

173一174 页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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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黑格尔说亚里士多德是如此深思熟虑、富有教益时，他的意

思是说 ：亚里士多德是在历史的视界中并且以他的物理学为尺度，

来看待那些早期思想家的。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黑格尔把前柏

拉固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理解为前亚里士多德学者。随后，由

此而来，一个双重的看法就固定为关于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之前

的哲学的普遍观点了：一、当早期思想家追问存在者的第一开端

时，他们首先并且常常只是把自然当作他们的表象的对象。二、与

后来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那里，在斯多葛学派和医生学派

那里发展的自然知识相比，早期思想家关于自然的陈述还是粗糙

的和不充分的 。

泰奥弗拉斯托的。VOlKWV 00巳α1［《自然学说》］成了希腊化时

代的哲学史教本的主要来源。 这些教本同时规定了人们对当时还

保存下来的早期希腊思想家的原著的解释，并且构成了哲学后来

的史料编目学的传统。 不仅是这一传统的内容，而且包括这一传 325

统的风格，共同塑造了后来的、直至黑格尔以后的思想家与思想史

的关系 。

公元 530 年左右，新柏拉图主义者辛普里丘撰写了一部篇幅

浩大的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注释。在这部注释著作中，辛普

里丘收入了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原文，从而使这个箴言为西方

世界所接受。 他是从泰奥弗拉斯托的。uσlKWV 061;αt［《自然学

说》］一书中转录这一箴言的 。 从阿那克西曼德道出这句箴言以

来一一我们不知道他是在哪里，怎样和对谁说的一一到辛普里丘

把这个箴言收入他的注释著作中，之间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 。 而

从辛普里丘的记录到现在，又有一千五百年的时间过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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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那克西曼德的这个箴言，从这两千五百年的年代学和历史

学距离来看，还能对我们道说些什么吗？凭何种权威它可以有所

言说呢？只是因为它是最古老的箴言吗？古代的和古老的事物本

身并不具有任何重要性。再者，此箴盲虽说是流传下来的最古老

的一个箴言，但我们并不知道它是否也是西方思想中按其本性而

言最早的箴言。假如我们首先根据早期箴言所言说的东西来思考

西方的本质，我们便能够对此做出猜断 。

但是，早先（ die Friihe）具有何种要求在呼吁着我们一一我们

这些或许是哲学最后的末代子孙？我们是那种现在正在急速地走

向其终结的历史的末代子孙吗？ 一一这个终结（das Ende）结束了

一切，并把一切带入一种越来越空虚荒疏的千篇一律的秩序之中。

或者，在这个箴言的年代学和历史学的疏远过程中，竟隐藏着它的

将向后世道出的未曾言说者的历史性趋近？

根本上，我们是处于整个地球最巨大的变化的前夜中，处于

地球悬于其中的那个历史范围之时代的前夜之中吗？我们正面

临着那个走向另一个拂晓的黑夜之傍晚吗？① 为了进入地球的

这个傍晚（Abend）的历史疆域之中，我们才刚刚启程吗？这个傍

326 晚的疆域才刚刚兴起吗？这个傍晚之疆域（Abend-Land）越过西

方和东方，并且超越欧洲，才成为即将到来的、却又更开端性地

被命运发送出来的历史的处所吗？② 在一种通过我们向世界黑

① 此处“拂晓”（die Friihe）或可译为“早先”．注意此句中的“黑夜”（ Nacht ）与

“傍晚”（Abend）之分别。 一－译注

② 德文 Abend-Land 囱 Abend（傍晚）、 Land（土地、疆域）连结而成，故译为“傍晚

之疆域’＼又，日常德语中有 Abendland （西方）一词．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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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 Weltnacht）的过渡才出现的意义上，我们今人已然是西方的

( abendliindisch）吗？所有仅只以历史学方式算计出来的历史哲

学可以为我们做出什么样的历史说明一一如若它们只是凭着对历

史学上提供出来的材料的概观来向我们炫耀，如若它们向来不是

从历史的本质出发来思考它们的说明理由的基础，向来不是从存

在本身方面来思考这种历史的本质？我们是我们所是的末代子孙

吗？但我们同时却也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时代一一这个世界时

代已经抛弃了我们今天关于历史的种种历史学观念一一的早先

(die Friihe）的早产儿吗？

斯宾格勒从对尼采哲学的太过毛糙的理解出发，得出了西方

的没落的结论；他这里所谓西方乃是指西方的历史世界。尼采本

人在他于 1880 年发表的著作《漫游者及其阴影》（第 125 个格言）

中写道：“当诸民族的欧洲已成为一种暗冥的遗忘，而欧洲却还在

三十本十分古老的、永不过时的书籍中生活之际，人类的一个高级

状态才是可能的……”（《全集》，第 3 卷）

一切历史学都是根据它们被当代所规定的关于过去的图景来

计算未来。 历史学是对未来的不断摧毁，是对那种与命运之到达

的历史性关联的不断摧毁。① 在今天，历史主义不仅没有被克服，

而且它正在进入它的扩张和稳固阶段。通过元钱广播和已然落伍

阪行的报刊对世界舆论的技术组织化，乃是历史主义的真正统治

形式。

① 德文 Historie 意谓“历史学”或“（历史学上的〉历史”，可说是被记录下来的“历

史”，是“显”出的“历史”，而非本真的历史 s本真的、真实发生的历史是 Geschichte，是亦

“显”亦“隐”的，与“命运”相关联的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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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竟还能以不同于历史学方式的别的方式，来表现和

327 描述一个世界时代的早先吗？也许对我们来说，历史学依然是回

想历史的一个必要手段。但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本身能够在历

史范围内构成那种在严格意义上充分的与历史的关联（Bezug zur 

Geschichte ） 。

决定着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古代，乃属于傍晚之疆域①的

早期的早先。但如果这个早先的东西超出了一切晚近的东西，甚

至根本上最早先的东西竟最远地超过了最晚近的东西，则情形又

如何呢？那样的话，命运之早先的往昔（Einst）就会作为往昔而走

向终极 CeσχαTOV），亦即走向与迄今一直被掩蔽了的存在之命运

的分离。存在者之存在聚集自身（挝γeo8ai, Aφγoc; ） ②入于存在之

命运的终极之中。以往的存在之本质③一直理没于它依然被掩蔽

了的真理＠之中。存在之历史聚集自身入于这种分离。入于这种

分离的聚集，作为对以往存在之本质的极端情形 CEσxαTov）的聚

集（λ6γoc;），乃是存在之末世论（die Eschatologie des Seins ） 。 存

在本身作为命运性的存在，本来就是末世论的 。

但我们并不把“存在之末世论”这个称号中的“末世论”一词理

解为一门神学或者哲学学科的名称。我们是在相当的意义上来思

考存在之末世论的，亦即，我们是在存在历史性地思考精神现象学

① 原文为 Abend-Land ，或译为“西方”．一一译注

② 希腊文λeyeo0at为动态动词形式，λ6yos是相应的名词形式． 海德格尔认为

它们不光意味着“言说”，而且更有“聚集”之义．－一一译注

③ 1950 年第一版在场状态一一让在场．在场者． 一一作者边注

© 1950 年第一版 · 自行遮蔽之澄明．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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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意义上，来思考存在之末世论的 。 精神现象学本身构成存在

之末世论的一个阶段，因为作为元条件的求意志之意志的绝对主

体性，存在聚集自身入于它以往的、为形而上学所烙印的本质的终

极之中 。

如果我们从存在之末世论方面来思考，那么有朝一 日，我们就

不得不在未来的将来之物（ das Einstige）中期待早先的将来之物，

并且在眼下必须学会，由之而来思考这种将来之物。

如果我们一旦能够倾听这个箴言，那么，它就不再作为一个在 328

历史学意义上早已过去了的意见向我们说话了。这样，它也就不

能把我们引诱到一个徒劳元功的意图中去，该意图就是：要在历史

学上亦即在语文学一心理学上清算出，在从前米利都地方的一个

名叫阿那克西曼德的人那里，作为他的世界观而实际地存在过的

东西是什么。但假如我们一旦倾昕到这个箴言之所说，那么，是什

么东西驱使我们力图去翻译此箴言呢？我们如何通达这个箴言之

所说，以使我们的翻译免去任意之虞？

我们系缚于箴言的语言。 我们系缚于我们自己的母语。 就此

两者而言，我们根本上乃是系缚于语言和对语言之本质的经验。

较之于一切语文学和历史学事实的尺度一一这些事实惟有从此尺

度中才获得了它们的事实性一一，后面这种来自语言方面的约束

力范围更广、更为严格，但也更不显著。只消我们还没有经验到这

种约束力，那么，任何一种对箴言的翻译就都必然表现为纯粹的任

意独断。 不过，即便当我们系缚于箴言之所说时，不仅翻译，而且

这种系缚，也仍旧保持着强行占有的印象。仿佛我们这里要倾听

和道说的东西，是必然要忍受暴力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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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之箴言惟有在思想与箴言之所说的对话中才能得到翻

译。而思想乃是作诗，①而且，作诗并不是在诗歌和歌唱意义上的

一种诗。存在之思乃是作诗的原始方式。在思想中，语言才首先

达乎语言，也即才首先进入其本质 。 思想道说着存在之真理的口

授。② 思想乃是原始的 die tare ［口授］。③ 思想是原诗（ Urdich-

329 tung）；它先于一切诗歌，却也先于艺术的诗意因素，因为艺术是在

语言之领域内进入作品的 。 无论是在这一宽广的意义上，还是在

诗歌的狭窄意义上，一切作诗在其根本处都是运思 。 思想的诗性

本质（Das dichtende Wesen des Denkens）保存着存在之真理的运

作。由于它运思着作诗，因而那种想让思想的最古老之箴言道说

出来的翻译，必然表现为暴力性的 。

我们试图来翻译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这就要求我们把一个

以希腊文道说出来的东西翻译到我们的德语中去。为此，我们的

思想在翻译之前就必需转渡到那个以希腊文道说出来的东西那

里。④ 运思着转渡到那在箴言中达乎其语言的东西那里，这乃是

跳越一个鸿沟。此鸿沟绝不仅仅是二千五百年之久的年代学一历

史学的距离。此鸿沟更宽更深。首先是因为我们濒临其边缘而

立，此鸿沟才如此难以跳越。我们是如此紧临此鸿沟，以至于我们

① 此处“思想”CDenken ） 也简译“思”，“作诗”（ Dichten）也简译“i寺”．在海德格

尔那里，“思”（思想）与“诗”（作诗）是本真的“道说”（ Sagen）的两个方式，两者之间有着

“近邻关系”一一“亲密的区分”的关系． 一一译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亦即说，思想乃是失言（ Ent-sagen），居有之道说（ die Sage des 

Ereignens ） 。－一作者边注

③ 德语的 das Diktat 和拉丁文的 dictare 有“口授、口述、命令”等义。 译注

@ 德文中 Obersetzen 一词作为可分动词，意谓“转波、摆渡”等，作为不可分动

词，意谓“翻译、改写”等．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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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到足够的助跑来做此种间距的跳越；我们因此容易做太短的

跳越一一如果在缺乏一个充分坚固的基地的情况下竟还允许起跳

的话。

什么东西在此箴言中达乎语言呢？这个问题还是模棱两可

的，因而是不确切的 。 它可能问的是箴言对之有所道说的那个东

西。它也可能意指这个箴言所道说出来的东西本身。

在字面上作严格的翻译，这个箴言就是：

Aus welchem aber das Entstehen ist den Dingen, auch 

das Entgehen zu diesem entsteht nach dem Notwendigen; 

sie geben namlich Recht und BuBe einander fiir die Un

gerechtigkeit nach der Zeit Anordnung. 

但万物的产生由它而来，又根据必然性复归于它的毁灭；

因为它们根据时间程序为不正义而赋予正义并且相互惩罚。

根据流行之见，这句话说的是万物的产生和消失 。 它描绘了

这个过程的特性。产生和消失返归于它们所从出的地方。万物生

生灭灭。万物生生灭灭之际，在自然的保持不变的财政收支中，显

示出一种交换经济方式。当然，建造和毁灭过程的交换只是大体 330

上被确定为自然事件的普遍特征。因此，还没有根据万物的确定

的质量关系，在其运动方式上精确地把万物的变化表象出来，更没

有某个运动规律的相应公式。这种在后世的进步时代所做的评价

是足够宽容的，目的是为了不对这一原初的自然研究加以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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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甚至顺理成章地发现，一种刚刚开始的自然考察就是根据人

类生活中常见的事件来描述万物过程。 因此之故，阿那克西曼德

这句话才谈到万物中的正义和不正义、惩罚和补偿、赔偿和清还 。

道德的和法律的概念掺和到关于自然的图景之中。所以，泰奥弗

拉斯托就已经批评了阿那克西曼德，指出后者是πOlT]TlKWTEρ。I S

ovTc.us 6v6µσIVα心TCxλ4γWV，亦即认为，后者是用十分诗意的

名称来道说他所探讨的事情的。泰奥弗拉斯托指的是C l KT]［正

义］、 TlOlS〔补偿］ 、 a81Kia ［不正义］ 和 8186vαl ClK T]V ［惩罚］等

词语 。

现在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箴言所道说的是什么 。 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确定 ，这个箴言对它所道说的东西说了些什么 。

从语法上看，这个箴言由两个句子组成。 第一句开头说 ： 在已

WV CE 内 γEVEσ晾在OTl TOlS OVOl ...。此句谈的是OVTα ；在字面

上翻译，T也 δVTα的意思是“存在者” （ das Seiende ） 。 这个中性名

词的复数是T也 π。λλ合，即，存在者之多样性意义上的“多” 。 但

T也 δVTα并非意指一种任意的或无界限的多样性，而是指TCx πω－

Tα，即存在者之总体。 故T也 OVTα［存在者］意味着多样性存在者

整体。第二句的开头说 ： ClQOVαlγ也ρα心TCx .. . 。 这个α心TCx 〔它

们］又承接第一句中的TOl) OVOl o 

这个箴言谈论多样性存在者整体。 但是，存在者不仅包括物 。

33 1 而且物也不只是自然物。 人、人所制造的物、受人的所作所为影响

而致的状态和事态，也属于存在者。魔鬼的和神性的物也是存在

者 。 所有这些东西不仅也是存在者，而且比纯粹之物更具有存在

者特性。亚里士多德一泰奥弗拉斯托的假设认为，T也 δVTα［存在



6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375 

者］是φ白σElδVTα，即狭义的自然物。这个假设是完全没有根据

的 。 这个假设对我们的翻译来讲是失效了。但即便用“万物”（die

Dinge）来翻译TCx OVTα［存在者］，也还没有切中在这个箴言中达

乎语言的事情。

然而，如果这个认为箴言所做的乃是对自然物的陈述的假设

失效了，那么，以下断言的全部基础也就崩塌了，这个断言主张：必

须严格地按照自然科学方式表象出来的东西，还可以在道德上和

法律上得到说明 。 这个假设认为箴言所追求的是一种科学知识，

即关于被界定了的自然领域的科学知识。 而随着这个假设的废

除，则以下假定也就失效了，此假定相信：在那个时代，道德和法律

方面的事情是根据伦理学和法学等专门学科而得到思考的。对这

样一些界限的否定绝不是要主张，早期的人们是不知道法和道德

的 。 但如果说这种在专业（诸如物理学、伦理学、法哲学、生物学、

心理学等）视界中为我们所习见的主张在此不具有任何位置，那

么，在没有专业界限的地方，也就不存在任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

不存在从这个领域到那个领域的不当的观念移植的可能性。而在

没有出现专业界限之处，也并非必然地只有无界限的不确定的东

西和变动不居的东西横行称霸。 也许正好相反，那纯粹地被思考

的事情的本己构造，由于摆脱了任何专门化，倒是能够达乎语

言了 。

O(KT]［正义］ 、 Cx01Klα［不正义］和Tlσtc; ［补偿］等，这些词语一概

没有任何专业上界定的含义，而是具有宽广的含义的。 “宽广”在

此并不意味着：被扩大了的、被弄平了的、变稀薄了的；而是意指：

范围广的、丰富的、隐含着先行被思考的东西。 恰恰因此之故，这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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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词语才适合于把在其统一体之本质中的多样性整体形诸语言

而表达出来 。 为了实现这一点，无疑地，思想必须完全据其本身去

觉知（vernehmen）多样性之统一整体及其独有的特性 。

这种让多样性存在者一体地进入本质洞察之中的方式，可以

是一切其他的方式，惟独不是那种原始蒙昧的和神人同形同性论

的表象方式（anthropomorphes Vorstellen ） 。

为了我们竟能在所有翻译之前转渡到在此箴言中达乎语言的

东西那里，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抛弃所有不当的先入之见：其一是认

为此箴言关乎自然哲学；其次是相信在此箴言中不切实际地掺杂

了道德因素和法律因素；再者是认定在此箴言中有那种从自然、道

德、法律等特殊领域而来的高度专门化的观念在起作用；最后是坚

信在其中还有一种原始蒙昧的体验起着支配作用，此种体验不加

批判地、以神人同形同性论的观点来解释世界，所以它乞灵于诗意

的表达一一以上种种，皆为不当的先入之见也。

不过，只消我们没有在聆昕之际得以进入那在这个箴言中达乎

语言的东西中，那么，甚至这种对我们前面专门考虑过的那些不当

假设的抛弃，也还是不够的 。 惟出于这样一种倾听，与早期希腊思

想的对话才能如愿以偿。 这种对话（Zwiesprache）之会话CG臼prach)

谈论同一东西，而且是出于与同一东西的归属性来说话的，这一

点，乃是对话的属性 。 据其原文来看，这个箴言谈论OVTα［存在

者］。 它道出了存在者所包含的东西和存在者之所是的情形 。 通

过道出存在者之存在，这个箴言谈论了存在者。 存在作为存在者

之存在而达乎语言。

在西方哲学之完成的极点处，有这样一句话：“给生成打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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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特征的烙印一一这乃是最高的权力意志”。尼采在他的一个

题为《要点重述》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根据手稿的风格特性，我们

必须把这个笔记的写作年份定在 1885 年左右，当时，尼采已经完 333

成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还在计划他的系统的形而上学代表

作。 尼采在此所思的“存在”，乃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所谓“相

同者的永恒轮回”乃是一种持续方式，权力意志本身即在其中意愿

自身，并保证它自己的在场为生成之存在（ das Sein des Wer-

dens）。 在形而上学之完成的极端处，存在者之存在得以如是达乎

言辞。

早期西方思想的早期箴言和晚期西方思想的晚期箴言都表

达了同一者（das Seib时，但它们并非道说相同者（ das Gleiche）。

然而，哪儿能够根据不相同的东西来谈论同一者，那么在那里 ，

晚期与早期的一种运思的对话的基本前提就已经由本身来满

足了 。

或者，这只是看来如此而己吗？在这一假象后面，隐藏着一道

在我们的思想的语言与希腊哲学的语言之间的鸿沟吗？无论如

何，只要TOδVTα意味着“存在者” ，而e1vai无非是指“存在”，我们

就能够越过任何鸿沟；尽管有时代的种种差异，我们仍与早期思想

家一道在同一者之领域中。这个同一者保证我们，用“存在者”

Cdas Seiende）和“存在”（ sein）来翻译TOδVTα和 e1va1 。 或者，为

了表明这一翻译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我们才必须摆出希腊哲学

家的详尽文本吗？所有对希腊哲学的解释都已经建基于这一翻译

之上。 每一部词典都为我们给出了有关这几个词的最为丰富的信

息 ： Elvα l意指“存在”CSein),eσTlV意指“是”（ ist) , ov意指“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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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end ), TaδVTα意指“存在者”（das Seiende ） 。①

实际情形如此。我们也无意去怀疑这一点。我们不想问，用

“存在着”（seiend）来翻译ω，用“存在”（ sein ）来翻译 ElVOl是否正

334 确 。 我们只是要问，在这一正确的翻译中，我们是否也正确地思想

了。我们只是要问，在这一最常见的翻译中，究竟是否还有某种东

西已经被思考了 。

让我们做一番检验 。 让我们检验一下自己和他人 。 于是即可

表明：在这一正确的翻译中，一切都还在漂浮不定的和不准确的含

义中纠缠着。于是即可显明：常见的翻译往往带有匆忙的粗略性，

而这种粗略性根本上不能被视为一种缺陷，它甚至也没有妨碍学

术探究和描述。或许人们花了大力气，去挖掘希腊人在诸如 6E的

［神］ 、 \jJVX向［灵魂］ 、sw旺生命］、叫xn ［天命］、 xap1s ［恩典］、Mγos

［逻各斯］、 φ心。is［自然］和 ioeα 〔相］、 TEXVTJ［技术］和 EVEpyEtα［实

现］等词语中真正表达出来的东西 。 然而，我们并没有认识到，只

要此种努力以及类似的努力没有充分澄清这一所有领域的领域，

即，没有充分揭示出在其希腊本质中的ω［存在着、存在者］和 ElVOl

［存在、是］ ，那么，它们就难免落入空洞和漫无边际之中 。 但我们

所说的作为领域的Elvα1［存在 、是］ ， 全然也不是按γevos ［种类］和

KOIVOV［共’性］的逻辑说明方式表象出来的普遍性和大全者意义上

的领域。这种以表象性概念方式来进行的总括（即 concipere），自

始就被当作存在本身之思想的惟一可能的方式；甚至当人们遁入

① 此处四个希腊文词语分别是系动 i可不定式、系动词单数第三人称、系动词中性

分词的名词形式及其复数。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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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辩证法或神秘象征的非概念性之中时，上面这种方式也还是

为人们所承认的 。 尤其是，人们完全遗忘了，概念的霸权和把思想

解释为一种概念性把握CBegreifen）的做法，已经而且仅仅建基于

未曾被经验的、因而未曾被思的ω〔存在着、存在者］和Elvαl〔存在、

是］的本质之上。

我们往往不假思索地把词语ω和ElVal释为存在者和存在，就

是以我们母语中相当的、但未经思的词语的意思来解释这两个希

腊词语。 准确地看来，我们甚至也不是用一种含义来解释这些希

腊词语。 我们直截了当地根据一种粗略的认识接受了这些词语，

而此种粗略的认识已经把它自己的语言所具有的通常的解悟性赋

予这些词语了 。 除了一种仓促意见的自命不凡的疏忽之外，我们

没有把什么东西加给这些希腊词语。此种仓促意见往往会陷于窘

境，举例说来，当我们在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读到ElVal和EaTl趴

在索福克勒斯那里读到巾和EσTαl时，①就会有此窘境。

但是，如果说TOδVTα［存在者］，ω〔存在着］和dvαt［存在、

是］是思想的基本词语，并且不只是某一种任意的思想的基本词 335

语，而是作为整个西方思想的关键词语而在语言中发声的，那么，

情形又如何呢？果如其然，则一种对翻译上的语言用法的考查就

揭示了下述实情：

我们本身在我们自己的语言的词语“存在着”（seiend）和

① 此句中的e1va1是系动词不定式，EσTIV是系动词第三人称单数，们是系动词过

去时单数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E口Tat是系动词将来时单数第三人称．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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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sein）中所思考的东西，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

据的；

我们一向所持的意见是否切中了希腊人在 ov和 ElVat两

个词语中谈论的东西，这也是不清晰的和没有获得根据的。

究竟δv和 Elvαl在希腊思想中道说什么，是不清晰的和没

有获得根据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往往也不能做出考查，看看我们的思

想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于希腊人的思想。

这些简单的关系完全是令人迷惘的、未经思考的。而在这些

关系之内和在这些关系之上，漂荡、蔓延着一种漫无边际的关于存

在的闲谈（Seinsgerede）。 此种闲谈与那种把ω和 ElVat翻译为“存

在着”和“存在”的做法的形式上的正确性相联盟，持续不断地隐瞒

了上述纷乱不清的情况。不过，在这种纷乱不清中迷路的不只是

我们今天的人们。在这种纷乱不清中着了魔的，乃是几千年来从

希腊哲学流传下来的观念和表达。这种纷乱的原因既不在于语文

学的纯粹疏忽，也不在于历史学研究的不足。这种纷乱来自那种

关系之深渊（Abgrund ）一一存在①已经具有了西方人的本质而使

之入于此深渊中。所以，我们通过某种定义而赋予词语ω和 Elva!

（即“存在着”和“存在”）以一个更准确的含义，是不能消除这种纷

乱的。恰恰相反，不懈地关注这种纷乱，并以其顽强的力量去促成

一种解决一一这样的尝试有朝一日会成为一种诱因，唤起另一种

① 1950 年第一版作为本有之居有（Er-eignen ） 。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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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天命（Geschick des Seins ） 。 为着此种诱发所作的准备已 336

然十分急迫，为的是在那种依然持续着的纷乱之范围内推动一种

与早期思想的对话。

如果说我们是如此执着地坚持要以希腊方式思希腊思想，那

么，我们这样做绝不是要在某些方面更适恰地塑造出作为一个消

失了的人群的希腊人整体的历史画像。我们寻求希腊的东西（das

G riech ische），既不是为希腊人的缘故，也不是为了完善科学，甚

至也不只是为了达到一种更为清晰的对话；相反，我们惟独着眼于

此种对话想表达出来的东西一一如果这个东西是从自身而来达乎

语言的话。这个东西就是那个同一者（das Selbe），它命运性地以

不同方式关涉到希腊人和我们自己。正是它把思想的早先（die

Friihe）带入西方的命运之中。① 依照这种命运，希腊人才成为历

史性意义上的希腊人。②

以我们的讲法，“希腊的”并不是指一个民族的或者国家的特

性，也绝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和人类学的特性。“希腊的”乃是命

运之早先，存在本身③作为此种命运在存在者中自行显明，并且要

求着⑥人的本质；而人的本质历史性地展开为命运性的东西，被保

存于“存在”中，被“存在”释放出来，但绝不与存在分离开来。

希腊、基督教、现代、全球和上述意义上的西方一一一对于这一

① “西方的命运”（das Geschick des Abend-Landischen）或译“傍晚之疆域的命

运气 译注

③ 注意“命运气Geschick）与“历史性的” （ Geschich tlich〕两词之间的字面联系．

只有在··历史性的”意义上才谈得上“命运”． 一一译注

③ 1950 年第一版：本有．－一一作者边注

(j) 1950 年第一版：用（Brauch ）一一归本（ Vereignung）.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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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我们都是根据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来加以思考的；作为在〈向h

［遮蔽］中的’ AAfi8Etα［无蔽］，存在更容易遮蔽这一基本特征，而

不是揭示这一基本特征。 但这一对它的本质和本质来源的遮蔽乃

是存在原初的自行澄明的特征，虽然这样一来，思想恰恰并不追随

33 7 存在 。 存在者本身并没有进入这种存在之光中 。 存在者的无蔽，

即那种被允诺给存在者的光亮，晦蔽着存在之光（ Licht des 

Seins ） 。

存在隐匿自身，因为存在自行解蔽而人于存在者之中 。

如此这般，存在在有所澄明之际以迷途（die Irre）来迷惑存在

者 。 存在者已经发生出来进入迷途之中；在此迷途中，存在者簇拥

着存在，使存在走投无路，并从而创建着迷误之领地（这是在侯爵

领地或诗人领地意义上说的） 。① 迷误乃是历史的本质空间 。 在

迷误中，历史性的本质因素迷失于类似于存在的东西（ Seines

gleichen）当中 。 因此之故，那种历史性地出现的东西就必然被曲

解。贯穿这种曲解，命运等待着从它的种子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

命运把它所关涉的东西带入命运性和非命运性的东西（das Ge

schickliche und Ungeschickliche）的可能性中 。 命运着力于命

运。② 人之看错自身，相应于存在之澄明的自身遮蔽。

倘若没有迷途，也就不会有任何命运与命运的关系了，也就不

会有历史了 。 年代学的距离和因果的排列虽然属于历史学，却并

① 这里译为“迷误之领地”的 der lrrtum 一词由 die lrre（迷途、迷误） 110后缀－tum

构成，类似于“侯爵领地” C Furstentum ） 幸u “诗人领地飞 Dichtertum ） 两词的构成。一一

译注

② 此句原文为， Geschick versucht sich an Geschick o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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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历史。① 如若我们历史性地存在，那么，我们既不在一种与希

腊的东西的大距离中，也不在一种与希腊的东西的小距离中 。 我

们倒是存在于对希腊的东西的迷误中。

存在隐匿自身，因为存在自行解蔽而入于存在者之中。

如此这般地，存在便随其真理而抑制自身。 这种自行抑制乃

是存在之解蔽的早期方式。自行抑制的早期标志乃是’A-J..T']8Etα

［无蔽］ 。 由于它带来存在者之非遮蔽状态（U n-Verborgenheit), 

它才引发存在之遮蔽状态。而遮蔽却保持在自行抑制之拒绝

( Verweigern）的特性中 。

我们可以把这种随其本质之真理的澄明着的自行抑制称为存

在之甜。刘［悬搁］。这个词是从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语言用法中借

来的；但它在此却不同于胡塞尔的用法，并不是指在对象化过程中

对设定的意识行为的中止方法。 存在之悬搁（Epoche）属于存在

本身。 这里，我们是根据对存在之被遗忘状态的经验来思这种悬 338

搁的 。

真正的世界历史在存在之命运中。存在之命运的时代本质来

自存在之悬搁。② 每每当存在在其命运中自行抑制之际，世界便

突兀而出乎意料地发生了 。 世界历史的任何悬搁都是迷途之悬

搁。 存在之时代本质归属于存在之被遮蔽了的时间特性，并且标

① 注意 Historie（历史学、历史学上的历史）与 Geschichte（历史、其实发生的历

史）的区分．一－一译注

② 此句中的“时代本质”原文为 das epochale Wesen ，“存在之悬搁”原文为 die

Epoche des Seins . 中译未能显明“时代的”（epochal)与“悬搁”（Epoche）之间的字面联

系。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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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在存在中被思考的“时间”之本质。① 人们一向在“时间”这个

名称中表象出来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虚幻时间的空洞，而这种虚

幻时间乃是从被看作对象的存在者那里获得的 。

然而，对我们来说，此之在（Da-sein）的绽出特性乃是首先可

得经验的与存在之时代特性的应合。存在之时代本质（ das ep

ochale Wesen）居有着此之在的绽出本质（ das ekstatische Wes

en ） 。人的绽出之实存（ Ek-sistenz）忍受着绽出因素（ das Eksta

tisch时，因而保持着存在的时代因素；而存在之本质包含着这个

“此”（Da）， ②从而包含着此之在。③

从时代上思考，存在之悬搁的开端就蕴含在我们所谓的希腊

因素中。这一本身要在时代上思考的开端，乃是在存在中由存在

而来的命运的早先。

重要的并不是我们关于过去所想象和描绘的一切，而倒是我

们思念命运性的东西的方式。要是没有思想，我们竟能有这种思

念吗？而要是出现了思想，我们就会放弃一种目光短浅的意见的

诸种要求，并且向命运之要求开放我们自己。那么，在阿那克西曼

德的早期箴言中，有这种命运的要求在说话吗？

命运之要求是否向着我们的本质说话，对此我们没有把握。

依然大可追问的是，存在之闪耀（ Blick ）一一这也就是说，存在之

① 1950 年第一版：作为自行遮蔽着的庇护之澄明的时间一游戏一空间 。 一一作

者边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在自行遮蔽之澄明意义上。 一一作者边注

③ 此处“绽出之实存”（ Ek-sisteoz）是海德格尔对“实存”CExistenz ） 一词的特殊

写法，意指人进入（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中。后期海德格尔把实存的人进入存在的澄明

境界称为“此之在”（Da-sein），亦称“存在之澄明”。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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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电(Bl i tz) （赫拉克利特，残篇第 64 ）一一是否进入我们与存在之

真理的关联中；或者，是否只还有一场早就消退了的雷雨的微弱闪 339

光，把它的暗淡光亮带入我们关于曾在者（ das Gewesene ） 的知识

之中 。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向我们谈论了在其存在中的OVTα［存在

者］吗？我们领悟到它之所说，即存在者之Elvm［存在、是］了吗？

竟还有一线光亮穿透迷途之纷乱，告诉我们OVTα［存在者］和Elva!

［存在、是］在希腊文中所道说的东西吗？惟有在这道光亮的明亮

中，我们还能转渡到箴言之所说那里，从而得以在一种思想对话中

翻译这个箴言。 也许，贯穿于词语δVTα和e1va1 （ 即“存在者”和“存

在勺的用法中的纷乱，很少是因为语言不能把一切充分道说出来，

而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清晰地思考事情。 莱辛曾说过 ：“语

言能够表达我们清晰地思考的一切 。”所以，对我们来说要紧的是

去留心一个适当的时机，这个时机将允许我们清晰地去思考箴言

所表达的事情。

我们想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那里去发现我们所寻求的时

机。 而在此情形中，我们总还缺乏翻译的道路所要求的那种细心。

因为一方面，在解释箴言之前，而且并非首先凭借于箴言，我

们必须转渡（ iiber-setzen）到箴言之所说由之得以达乎语言的那个

东西上去，即，转渡到T也 δVTα［存在者］上去。 这个词指的是箴言

之所云，而不只是指箴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 箴言之所云在它的

表达之前就已经是希腊语言在其日常低级和高级的用法中所说出

的东西了 。 因此，我们必须事先在箴言之外寻找让我们往那里转

渡的时机，以便借机去经验，T也 OVTα［存在者］在希腊思想、中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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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东西 。 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还完全没有界定箴言的原文，所以

我们也不得不首先停留在箴言之外 。 最终（在事情本身看，此最终

也即首先），这种划界受制于一种知识，即，关于那种区别于后期的

340 流行观念的、在早期诉诸语言的原文中被思的和可思的东西的

知识。

上面所引用和翻译的文本取自辛普里丘的《物理学》注释，通

常被当作是阿那克西曼德的箴言。 然而，这部注释井没有十分清

晰地引证此箴言，还不足以可靠地确定，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始于

何处止于何处 。 即使在今天，希腊语的出色行家们所接受的箴言

文本也还是本文开头所引用的那个样子。

不过 ，早就有一位功勋卓著的希腊哲学著名专家约翰 · 布纳

特 ，这位牛津柏拉图版本的编篡者 ，在他的《希腊哲学的开端》一书

中提出了异议，怀疑这个来自辛普里丘的引文的已经被普遍接受

的开头 。 与第尔斯的意见相左，布纳特写道（参看上书，第 2 版，

1908 年，德译本 1913 年，第 43 页，注的：“第尔斯……使实际引文

从主E WV OE 内 γ臼EσI) . ..等词语开始 。 这种做法是违背把引文

与文本交织在一起的希腊语用法的。一位希腊文作家直接从直接

引文开始，这是十分罕见的 。 此外，更为可靠的是，我们不要把γ臼E

at ＜；［产生］和科opa［消灭］这两个柏拉图专用的术语归到阿那克

西曼德名下 。 ”

根据这一怀疑，布纳特断定，阿那克西曼德的话仅从阳TO Tδ 

XPEWV开始。 布纳特关于希腊语引文所说的一般性意见，支持了他

对这些词语前面的词语的删除。 相反，他对γEvEσt ＜； ［产生］和科。pa

［消灭］这两个词语的术语用法的怀疑在此却是不可靠的 。 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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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EvEOtc;［产生］和科opa〔消灭］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是固定

的概念词语，进而成了学院词语，这样一种看法是切合实际的。但

另一方面，γ臼Eσtc; ［产生］和φ8opa［消灭］乃是荷马就已经知道了

的古老词语。 阿那克西曼德必定没有把它们当作概念词语来使

用。他根本还不能这样来使用这两个词语，因为概念语言对他说 341

来必然还是格格不入的东西。因为，概念语言只有基于对作为i8eα

［相］的存在的解释才是可能的；从此以后，这种概念语言当然也是

不可避免的了。

不过，根据结构和声调来看，在KαT也 TδXPEWV之前的整个

句子与其说是上古的，还远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在一般采用

的文本的结尾KαTO TTJV TOV xpovov Tcl~lV上 ，也显示出同样的

后期特色。谁同意删去布纳特所怀疑的那段文字，他也就不能坚

持通常所采用的结尾一段。 这样一来，阿那克西曼德的原话就只

剩如下的文字了：

…KαTa To xpewv· 8186ναl yapα心TO OlKfJV Kαl Tl

σIV dλλ向λOl) Tfj) CxOtKlαc;. 

··根据必然性，因为它们为其不正义而相互惩罚并且

相互补偿。

这些话也足以成为一种凭据，让泰奥弗拉斯托看到阿那克西

曼德是以诗意十足的方式说话的。几年前，我又一次认真思考了

整个在我的一些讲座中经常要论及的问题；自那以后，我倾向于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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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把上面这些文字当作直接的、真正的阿那克西曼德的文字；当然

这是有前提的，其前提就是：我们并没有简单地把前面的文本排除

掉 ，而是根据他的思想的严格性和道说力量，把它确定为阿那克西

曼德之思想的间接证据。这就要求我们，恰恰要像希腊的思考方

式那样去理解γEVEσis［产生］和φ6op6:［消灭］这些词语，不管它们

是前概念性的词语还是柏拉图一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词语。

据此 ， γEVEOl ＜；就绝不意味着现代人所设想的发展意义上的发

生（das Genet i sche）； 悦。ρd并非意指发展的对立现象，并非意指

例如退化、萎缩和凋谢等。相反，我们必须根据φvo1s［涌现、自

然］，并且在φ心σis［涌现、自然］范围内，来思考γEvEσIS和φ6op6: ，把

342 它们思为自行澄明着的涌现和消隐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用产生

(Entstehen）来翻译γEvEOl＜； ；但在这里，我们同时必须把产生思为

逃脱（Ent-gehen），它使任何产生者逃脱遮蔽者并使其处于无蔽者

中而出现（ hervo r-gehen）。或许我们可以用消失（ Vergehen ）来

翻译φ6op6: ；但我们同时必须把消失思为行进（Gehen），它从无蔽

者那里重又产生（ent毛tehen），人于遮蔽者而离去和脱离。

也许阿那克西曼德谈论了γEvEOl ＜；和科op6: 。 他是不是以流传

下来的句子的形式来谈论的 ，此点尚可质疑，虽然诸如γEVEOl<; Eσ－ 

TlV（我想如是读解之）和科opaγlVETαl一－RP “产生是”和l“消失

产生”① 这样的矛盾的句子结构又是为一种古老语言而说话

的 。 γEVEσIS是入于无蔽者之中而出现和到达。 φ6op6:意味着：作

① 这里的两个句子“产生存在”（ Ent-stehen ist ） 和“消失产生” （ Vergehen ent-ste

ht）确乎自相矛盾．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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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从无蔽者而来的已经到达者人于遮蔽者而离开和脱离。 “入

于……的出现”（ Das Hervor in . .. ）和“去向 ……的 离开”

( Hinweg .. . zu）在遮蔽者和无敲者之间的无蔽状态中成其本质。

它们关涉到已经到达者的到达和离去。

阿那克西曼德必定就γEVEσIS和科opa所命名的东西谈论了一

些什么 。 至于他是否同时专门命名了TCxδVTα［存在者］，或许还

是悬而未决的，尽管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否认此点 。 第二句中的

α心Tα［它们］，从它所道出的东西的广度来看，并且根据第二句与

KαTCx TδXPEWV的反向关系来看，不外乎是指出了那种以前概念

的方式被经验到的存在者整体，即 ： TCxπoλλa , TaπclVTα ， “存在

者” 。 对于TCxδVTα〔存在者］，我们总还是这样来说的，而从来没

有澄清在希腊思想中δv［存在着］和Elvat［存在、是］命名着什么 。

不过，在此期间，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更为自由的领域，得以来尝

试这种澄清了 。

我们是从人们通常所采纳的箴言文本出发的。 在对它所作的

暂时考察中，我们已经排除了那些决定着对此箴言文本的阐释的

通常假定。 同时，我们已经从文本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那里，从γEVE-

σ1s ［产生］和科opa［消灭］那里，获得了一个暗示。 这个箴言谈论 343

的是那种东西，它出现之际在元蔽者中到达，已经到达这里之后又

脱离元蔽者而离去。

然而，如此这般在到达（Ankunft）和离去（Abgang）中有其本

质的东西，我们宁可称之为生成者和消失者，也即短暂的东西，而

并不称之为存在者；因为，我们久己习惯于把存在与生成对立起

来，仿佛生成乃一种无（Nichts），仿佛生成甚至并不属于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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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被人们理解为单纯持存的存在。但是，如果生成存在着，那

么，我们就必须如此这般从根本上来思存在 ：存在不仅在某种空洞

的概念性意思包含着生成，而且，存在以合乎存在的方式在本质上

承担和创造着生成（yeveσl）－利opa［产生 消灭］）。

因此之故，现在无须探讨的是，我们是否并且有何理由把生成

者设想为短暂的东西 ；需要讨论的是，当希腊人在δVTα［存在者］

领域中把出现和离去经验为到达的基本特征时，他们思存在的何

种本质 。

当希腊人道说TCxδVTα［存在者］之际，什么东西达乎他们的

语言呢？在向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之外，何处还有一种护送，可以把

我们转渡到那里去？由于我们所追间的这个词语及其所有变式，

即EσTlV ，巾 ， EσTαh Elva! , CD无所不在地充斥于语言之中（而且是在

一种思想把这个词语专门进选为它的基本词语之前），因此，就有

必要察觉一个时机一一从它的实情、时间和范围来看，这个时机处

于哲学之外，在任何方面都先行于思想之道说。

在荷马那里，我们察觉到这个时机 。 通过荷马，我们拥有了一

个段落，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段落，不是一个词典式地包含着词语

的段落 。 而毋宁说，它是这样一个段落，它把δVTα［存在者］所命

名的东西诗意地表达出来 。 由于词汇上的一切λ乓 t ） ［言语］都是

以λEγφµevov［所说］之所思为前提的，因此我们放弃了一种对出

344 处的空洞堆积，这些出处在此类情形中常常仅只表明，它们中的任

① 为希腊文系动词eiµ1（相当于英文的 be，德文的 sei n）的变位形式， EaTIV是主动

语态现在陈述式单数第三人称，相当于英文的 it is ，司ν是其过去式， E口Tai是其将来式；

eTv口l是其不定式．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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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都没有得到过深思。 借助于这一人们乐意使用的方法，人

们期望通过把一个未经澄清的段落与另一个同样未经澄清的段落

堆积在一起 ，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渣清。

我所解释的段落在《伊利亚特》第 1 章的开头，第 68 72 行

诗。假如我们借助于诗人而能让自己摆渡（iib町，holen）到所道说

的事情的河岸那里的话，这个段落就会给我们一个时机，让我们转

渡（ iiber-setzen）到希腊人用OVTα［存在者］所命名的东西那里。

对于下面的提示，我们需要作一个语言历史上的先行说明。

这种先行说明并不要求去击中甚或解决眼下所面临的语言科学问

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遇到的ω［存在着］和OVTα

［存在者］这两个词语乃是概念词语。后来的名称“ontisch”（存在

者状态的）和“ontologisch”（存在学的）就是据此而构成的 。 但是 ，

从语言上看来，ω［存在着］和OVTα［存在者］大致是品v和品VTα这

两个原始词语的经过某种锤炼之后的形式。只是在这些原始词语

中，词里行间还回响着我们就EoTlV［是］和 Etvat［存在、是］所道出

的东西 。 占OV和品VTα中的 E乃是在 EOTIV一一即 est , esse 和“ ist”

（是）一一中的词根言。的E。 反之，ω和δVTα看来好像是无词根的

分词词尾，似乎它们本来井且专门来指示我们在那种被后来的语

法学家解释为µETOX向即动词分词（ Participium）的词语形式巾要

思考的东西 ：亦即那种同时具有词语的动词含义和名词含义的词

语形式。

因此，们说的是“一个存在者存在”意义上的“存在着”

(seiend）；而同时，ω也指称一个存在着的存在者（Seiendes） 。 在们

的分词含义的分裂中，隐含着“存在着”和“存在者”之间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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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看起来，如此这般描述出来的东西好像是一种语法上的吹毛求

疵，实际上却正是存在之谜。 δv这个分词词语正适合于表示在形

而上学中作为先验的与超验的超越者（Transzendenz）而显露出来

的东西。

345 上古的语言，从而也包括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始终是使用

占6v和占OVTα这两个词的 。

可是，在ω，即“存在着”（ seiend），不仅是动名词曲VTα（即“存

在者”）的单数，而且不如说，在6v指示着绝对单数（das schlechthin 

Singuliire），它在其单数中惟一地是在一切数之前的惟一具有统

一作用的一（das eining einende Eine ） 。

我们不妨带些夸张、但也带着同样真理性的分量断言：西方的

命运就系于对局v一词的翻译，假如这种翻译是基于那种转渡，即，

那种向在EOV中达乎言辞的东西的真理的转渡。①

荷马就这个词向我们说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史诗《伊利

亚特》开头阿凯亚人兵临特洛伊城的情景 。 九天以来，阿波罗带来

的瘟疫肆虐于希腊人的兵营中 。 在聚集军队时，阿喀琉斯要求先

知卡尔卡斯卡测神的愤怒 。

… TOlσl a' avEσTT] 

KOλxαs 8rnTopioTJs oiwv6πλwv ox' aptσTO) 

os 向Of] Tel T' EOVTαTel T'EoσoµEVαπpo T ’ EOVTα 

① 此句中的“翻译”（ Obersetzung）的对应动词是不可分动词 iibersetzen ，而“转

渡”（ Obersetzung）的对应动词是可分到J词 iiber-setzen . 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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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αi v内eoo ＇ 内γ内σαT＇’＇AxαlWV "Iλ1。V eiow 

ftv 01也 μαVTOσ白vην ， Tfiv oiπopeφoi(3os 'AπφλλWV" 

福斯的译文如下：

…·重又站起

卡尔卡斯， z瓦斯托尔之子，最远视的鸟瞰者

他知道什么是，什么将是或者曾经是，

曾经凭预言的灵魂，太阳神阿波罗赏给他的灵魂，

把阿凯亚人的船队护送到特洛伊。

393 

荷马在让卡尔卡斯说话之前，就把他描绘成一个先知。谁属

于先知行列，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即，此可OTJ ... （“他已经知道

了……”）；市η是完成式oloev （ 即“他已经看到勺的过去完成式。

惟当一个人已经看到之际，他才真正地看。 看乃是“已经看到”。

被看见的东西已经到达，并始终在他面前。一个先知总是已经看 346

到了 。 因为事先已经有所看到，他才预见。他根据过去看见未来。

如果诗人要把先知的看描述为“已经看到”，那么他就必须把“先知

已经看到了”这回事情以过去完成时道说出来，即： ii8TJ ，他过去就

已经看到了。先知事先看到了什么呢？显然只是那种在贯穿其视

野的澄明光照之中在场的东西。 这种看所看到的东西只能是在无

蔽者中在场的东西。 但什么东西在场呢？诗人指出一个三重的东

西：既是TO T' EOVTα ，即存在着的东西，又是TO T' eoo6µevα ， 

即将来存在的东西，又是πpo T' eovTα，即过去存在过的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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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诗人的这段话中得出的第一点乃是 ： Tcl EOVTα［存在

者］是与Tcl 在σσoµEVα［将来存在者］和πpδ “VTα［过去存在者］

相区别的 。 据此看来， T也 在OVTα指的是当前事物意义上的存在

者。当我们后人谈论“当前的”时，我们或者意指现在事物，并把它

设想为某种时间内事物 (innerzeitiges ） 。 现在（ das Jetzt）被当作

时间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者，我们把“当前的”与对象事物联系

起来 。 对象事物作为客观物则被联系于具有表象作用的主体。然

而，当我们把“当前的”这个词用于对岭VTα的更切近规定时，我们

还是坚持从品VTα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当前的”，而不是相反。但

在OVTα也是过去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 。 此两者乃是在场者的一种

方式，也即非当前地在场的东西的一种方式。 希腊人把当前在场

的东西也明白地命名为 TCxπαp EO V Tα ； παρd意指“寓于……”

(bei) ，也即伴随着进入无蔽状态之中。“当前的”（ gegenwiirtig) 

一词中的“gegen”（反对）并非意指与某个主体的对立（Gegenuber) , 

而是指无蔽状态之敞开地带（ die offene Gegend），伴随着到来的

东西进入其中并在其中逗留 。 因此，“当前的”作为品VTα的特性，

其意思无非是 ： 已经到达而在无蔽状态之地带内逗留 。 那首先得

347 到言说，从而得到强调言说的品VTα ，因此特别地与πpOEOVTα和

在σσoµEVα区别开来了；对希腊人来说，它指的是在场者一一在上

面已有所解释的意义上入于无蔽状态之地带内的逗留而已经到达

的在场者 。 这种已经到达状态（Angekommenheit）乃是真正的到

达（Ankunft），是真正在场的东西的在场 。 连过去的东西和将来

的东西也是在场者，也即在无蔽状态之地带之外的在场者 。 非当

前在场的东西乃是不在场者（das Ab-wesende ） 。 作为不在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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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本质上依然关联于当前在场者，因为它或者人于无蔽状态之地

带而出现，或者出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离去。 连不在场者也是在

场者，而且作为出于无蔽状态的不在场者，它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场

着。 即使过去的东西和未来的东西也是凶VTα 。 因此，在ω就意味

着：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 。

从以上关于创VTα的解释可知，即便在希腊经验中，在场者也

是有歧义的，而且必然是有歧义的。一方面 ， Tα 品VTα意指当前

在场者，而另一方面，它也意指所有的在场者 ： 当前的和非当前的

现身事物（das Wesend的 。 但是，我们绝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概念

性意见的习惯，把广义的在场者设想为关于一种有别于特殊在场

者（即当前在场者）的在场者的普遍概念；因为事实上，它恰恰就是

当前在场者和在当前在场者中起支配作用的无蔽状态，而这种无

蔽状态贯穿于作为非当前在场者的不在场者的本质。

先知面临着在场者及其无蔽状态，此无蔽状态同时已经照亮

了不在场者本身的遮蔽状态。先知看，因为他已经看到了作为在

场者的一切东西；阳I［并且］ ，只是因此之故，叫EOO丁γ内σαT’，他

才能把阿凯亚人的船队护送到特洛伊城前。 他之所以能够这样

做，是因为他具有神所赋予他的川VTOσωη［预言的灵魂］。 先知，

即δ µaVTlS •乃是μα1v6µevos，即疯狂者 。 但疯狂的本质在何处

呢？ 疯狂者在自身之外。 他已离开。 我们要问：往何处而离开？

从何处离开呢？从眼前现成事物的单纯涌逼那里离开，从仅仅当 348

前在场的东西那里离开 ，去往不在场者那里而离开，因而同时也去

往当前在场者，因为当前在场者始终只是某种在离开过程中到达

的东西。 先知入于以任何方式在场的东西的在场的某个区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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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而在自身之外 。 因此之故，先知能够从那种人于这个区域的

“离开”过程而来，又回到正好在场的东西那里，譬如肆虐的瘟疫。

先知的“离开之存在”（ weg-Sein）的疯狂并不需要他狂叫一气，疯

癫、地翻动白眼，扭曲四肢 。 看的疯狂者可以与身体上的镇静的毫

不显眼的安宁结伴而行。

对于先知来说，一切在场者和不在场者都被聚集和保持于一

种在场中。我们德文的一个古老词语“war”意味着“庇护”（ Hut）。

我们在“察觉”（ wahrnehmen ），也即“保持”（ in die Wahr neh

men）中，在“发觉”（ gewahren ）和“保存”（ verwahren）中，还可以

看出这一点 。 “保护”（ das Wahren）必须被思为澄明着一聚集着

的庇护（ Bergen ） 。 在场保护在场者－一一当前和非当前的在场

者一一人于无蔽状态中 。 先知是从在场者的保护（die Wahr）方

面来道说的 。 先知乃是预言者。①

这里，我们是在澄明着 庇护着的聚集意义上来思考“保护”

的；它本身就显露为迄今为止一直被掩蔽了的在场的基本特征，也

即存在的基本特征 。 终有一天，我们将学会从保护方面来思我们

所使用的真理一词，并且体会到，真理乃是存在之保护（ Wahrnis

des Seins），而作为在场的存在就归属于这种保护。作为存在之庇

护（Hut des Seins），保护（ Wahrnis）乃是牧人的本色；这个牧人与

一种田园般的放牧和自然神秘主义毫不相干，他只能成为存在的

牧人（Hirt des Seins），因为他始终乃是无（ Nichts）的看守人 。 存

① 此处“预言者”（ Wahr-Sager ）直译为“其实道说者”；而从海德格尔这里对

Wahr 等词语的解释来看 ，更应译为“保护的道说者” 。 中译无法在字面上体现海氏的

一语双关的原意．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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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牧人和元的看守人是同一回事。人只有在此之在（Da-sein)

的展开状态（Ent-schlossenhei t）中才能成为此两者。

先知就是已经看到了在场中的在场者之大全的那个人；按拉

丁语来讲，就是 vidit；用德语来说，就是 er st eh t im W issen （他处

于知道之中）。“已经看到”乃是知道的本质。在“已经看到”中始 349

终已经起作用的东西不同于视觉过程的实行。在“已经看到”中，

与在场者的关系已经退回到任何一种感官和非感官的把握方式之

背后。 由此，“已经看到”便关联于自行澄明的在场。看并非取决

于眼睛，而是取决于存在之澄明。置于存在之澄明中的迫切性

( Instandigkeit）乃是人类全部感官的构造。作为“已经看到”，看

的本质就是知道。这种知道保持着视野。知道始终挂念着在场。

知道乃是存在之回忆（Gediichtnis des Seins） 。因此之故， Mv1iµo-

ovvri［回忆］是缪斯之母。知道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知道

乃是对存在之保护的运思着的保持。①

荷马的诗句把我们转渡到哪里去了？到EOVTα那里。希腊人

把存在者经验为当前的和非当前的在场者，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场

的在场者。我们用来翻译们的词语“存在着”（seiend），现在不再

是麻木愚钝的了 ；作为对Elvat的翻译的“存在”（ sein）一词，以及El

vα1［存在、是］这个希腊词语本身，不再是被人们草率地使用的假

名，也即关于某种不确定的普遍性的任意而模糊的观念的假名。

同时也已显明，作为在场者之在场的存在本身就是真理，假定

① 此句原文为： Wissen isl das denkende Gewahren der Wahrnis des Seins. 一一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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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把真理之本质当作澄明着 庇护着的聚集来思考的；假定

我们摆脱了后起的、在今天已然不言 自明的形而上学的先入之见

（它认为真理乃是存在者或存在的一个特性〉 。 存在，用现在所思

考的词语来说，即作为在场的 Elvα 1 ［存在、是］ ，以隐而不显的方

式，乃是真理的一个特性；这里所说的真理当然不是作为知识的一

个特征的真理 ，无论它是神性的还是人性的，这里所说的真理也绝

不是某种性质意义上的特性。 进一步得到了橙清的是：T也 品VTα

一词两义，既指当前在场者，也指非当前在场者；从前者方面来理

解，后者就是不在场者 。 但是，当前在场者并不像一块被切割的东

350 西那样处于不在场者之间 。 如若在场者预先处于视野之中，则一

切都共同现身而成其本质：甲带着乙，乙使丙运行 。 在元蔽状态中

当前在场者逗留于作为敞开地带的无蔽状态中 。 当前进入地带的

逗留者（das Weilige）进入地带而出于遮蔽状态，并于无蔽状态中

到达 。 但逗留着到达的是（ ist）在场者，因为在场者也已经离开无

蔽状态而走向遮蔽状态了 。 当前在场者总是逗留着 。 它逗留在到

来和离去（ H ervor kunf t und Hinweggang ）之中 。 逗留乃是从

“来”（Kunft）向“去”（Ga n g）的过搜 。 在场者乃是始终逗留者（das

Je-weilig的 。 在过渡中逗留着，在场者还在到来（ Herkunft ） 中逗

留，并且已经在去往（Hi ngang）中逗留 。 当下在场者，即当前在场

者，出于不在场而现身成其本质。 这一点恰恰必然是就真正在场

者来说的 ，尽管我们通常的表象方式喜欢把真正在场者与一切不

在场分划得泾渭分明 。

TO EOVTα指的就是，始终逗留者的统一多样性 。 任何如此这

般入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东西，总是以其方式，向着其他每个在场



6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399 

者而在场。

最后，我们从荷马这段诗中还引出一点： TCx 品VTα，即所谓的

存在者，根本就不是指自然事物。 在眼前的情形中，诗人拿品VTα

一词指的是阿凯亚人在特洛伊城前的情景、神之愤怒、瘟疫之肆

虐、丧葬之火、王侯们的束手无策，等等。 在荷马的语言中， T也

品νTα绝不是一个哲学上的概念词语，而是一个业经思考并且在

思考之际被道说出来的词语。 这个词语不但不是指自然事物，而且

根本上也不是指与人类表象纯然对峙的对象。 人也属于岭VT叫

人是那样一个在场者，他在揭示着一领悟着并因而聚集着之际，让

在场者作为一个在场者在无蔽状态中成其本质。 如果说在对卡尔

卡斯的诗意描绘中，在场者是在与先知的看的关系中被思考的，那

么，这就意味着，以希腊方式来思考 ，先知作为“已经看到”的人乃

是这样一个在场者，他在一种突出的意义上归属于在场者整体。 35 1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场者只不过是客体，完全依赖于先知的主

体性。

Ta EovTα，当前在场者和非当前在场者，乃是在阿那克西曼

德之箴言中得到特别表达的东西的毫不起眼的名字。 这个词语所

命名的东西作为尚未被说出的东西，在思想中没有被说出，但被归

于一切思想。 这一词语所命名的，乃是从此以后占有着全部西方

思想的东西，且不论这东西是否被说出来了 。

但是，在阿那克西曼德之后又过去了几十年， 在ov （ 即在场着）

和ElVα 1（即在场）才通过巴门尼德而成为西方思想的未曾被说出

的基本词语。 而这个事情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巴门尼德从陈述命

题及其系词出发对存在者作了“逻辑的”解释一一一这乃是今天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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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处流行的错误意见。实际上，在希腊思想中，就连亚里士多德也

没有走得那么远，后者是根据阳Tηγop ia ［范畴］来思考存在者之

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把存在者看作那种对于陈述来说已经现成的

东西，也即看作无所遮蔽地当下逗留的在场者。亚里士多德根本

就用不着根据陈述命题的主词来说明白πOKElµEvov［基体、基底］即

实体，因为实体的本质，即希腊文的。心σiα［在场］的本质，在παpov

σiα［在场着］意义上已经是显然的了。不过，甚至亚里士多德也不

是根据命题对象的对象性来思考在场者之在场性的，而是把它思

为在VEργElα［实现］，而后者却是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 actus purus 

［纯粹现实］之 actua l i tas［现实’性］鸿沟相隔的 。

然而 ， 巴 门 尼德的 EσTlV却并非指作为命题之系词的“是”

(is t ） 。 它命名的是品v，即在场者之在场 。 EaTlV［是］应合于存在

之纯粹要求，这种应合还在有第一 。voiα［在场］与第二OUσiα ［在

场］ , ex is te n t ia［实存］与 essen t i a ［本质］的区分之前。 但在这里，

352 品v是从品VTα之无蔽状态的蔽而不显的丰富性方面被思考的，此

丰富性乃是早期希腊人所熟捻的，他们用不着、也不必从所有方面

去经验这种本质丰富性。

从关于以先概念方式被道出的品VTα之占6v的运思经验而来，早

期思想道出它的基本词语：。白σis［涌现］和〈φγos［逻各斯］， Mo'ipα

［命运］和”Epis［斗争］，’ AAf}8Elα［无蔽］和”Ev［一］。① 惟有通过

必须回溯到基本词语领域之内而得思考的”Ev［一］， “v和 Elv at才

① 此句的六个希腊词语被海德格尔看作早期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 其中的

中归IS通译为“自然”，而海德格尔思之为存在之“涌现”；〈凸yos不是后世的“逻辑”，而是

存在之“聚集”，通译为“真理”的’AM6e1口，海德格尔解之为“无蔽、解蔽”．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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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适合于在场者的被说出的基本词语。 惟从作为”Ev［一］的存

在之命运而来，经过一系列本质的变革，现代思想才进入了实体之

单子论的时期，这种单子论在精神现象学中达到了完成。

并不是巴门尼德对存在作了逻辑的解释。恰恰相反 ，源出于

形而上学并且同时支配了形而上学的逻辑，使得存在的隐含于早

期基本词语中的本质丰富性始终被掩蔽着 。 这样，存在才得以上

升到最空洞和最普遍的概念的不幸地位上去了 。

但是，自早期思想以来，“存在”就是指橙明着一遮蔽着的聚集

意义上的在场者之在场，而／＼6γos［逻各斯］就是作为这种聚集而

被思考和命名的 。 八6γos［逻各斯］（λeye1v ，读、聚集）是从’Aλ悄－

Elα［无蔽］方面被经验的，即从解蔽着的庇护（ das entbergende 

Beren）方面被经验的。在’ A:\fi6e1α［无蔽］的分裂本质中隐藏着

1ρis［斗争］和Moipα［命运］的被思及的本质，而在＂Ep1s［斗争］和

Moipα［命运］这两个名称中，φ心σl）〔涌现］同时也获得了命名。

在这些从在场之经验方面得到思考的基本词语的语言范围

内，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的一些词语O(Kη［正义］ ， T（σis ［补偿］和

a01K（α［不正义］等说话了 。

在这些词语中说话的存在之要求（Anspruch des Seins）规定

着哲学，使哲学进入其本质中。哲学并非起源于神话。 哲学只不

过是从思想中产生，在思想中产生。 但思想乃是存在之思想。 思

想并不产生一一只消存在现身而成其本质，思想便存在。 而思想 353

之沉沦（Verfall) ①为科学和信仰，乃是存在的恶的②命运 。

① 1950 年第一版：在存在之遗忘状态中沉沦于存在者，参看 4存在与时

间队 作者边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 ：但并非“糟糕的”。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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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在之命运的早期，存在者即TO EOVTα达乎语言。 从如此

这般到来的东西被抑制的丰富性来看，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把什

么东西带入言辞中了呢？根据可能真实的文本，这个箴言如是说 ：

… KαTa TO xpewv" 0186vαlγapαVTQ OlKT]V kα i Tl

OlV dλλ内AOl) TfiS CxOlKlα S· 

通常的译文如下：

……根据必然性 ； 因为 它 们 为 其不正义 而相互惩罚和相

互补偿 。

这个箴言现在也还是由两个句子组成的；第一句只保留下来

最后几个词 。 让我们着手来解说第二句 。

α心Tel ［它们］与前－句子中所命名的东西有关。 它所意指的只

能是：T也 δVTα，即在场者整体，也即人于无蔽状态的当前的和非当

前的在场者。 至于这个在场者整体是否也明确地被冠之以品VTα

这个词，按文本的不可靠性来看，这还是悬而未决的 。 αVTcl指的

是一切在场者，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现身的一切在场者 ：诸神和

人 、神庙和城市、大海和国家、鹰和蛇、树和灌木、风和光、岩石和沙

土、昼和夜 。 在场者在统一性的在场中共属一体，因为每个在场者

在其逗留中与其他在场者一起逗留着而在场。 这个“多” （πoλAa )

并非各不相干的对象的排列，仿佛在这些对象后面还有某种东西

把这些对象涵括为一个整体似的 。 而毋宁说，在在场本身中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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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作用的乃是一种被遮蔽的聚集的并存逗留（ Z ueinander

Weilen ） 。 因此之故，当赫拉克利特在在场中洞察到聚集着一统

一着并且遮蔽着的本质之际，他把”Ev［一］（即存在者之存在）称 354

为〈φγos［逻各斯］ 。

但是，在此之前，阿那克西曼德是如何首先经验到总是相互并

存地逗留、并且进入无蔽状态而到达的在场者之全体的呢？根本

上是什么普遍地贯穿着在场者？这个箴言最后一个词语说的就是

这个。我们必须着手来翻译这个词。这个词指出了在场者的基本

特征：向 CxOIKta 。 人们在字面上用“不正义”来翻译这个词。 但这

种字面的翻译就是忠实可信的吗？也就是说：所译的这个词是专

注于该箴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吗？ α的位，也即始终逗留着人于无蔽

状态的在场者整体，已经在我们眼前了吗？

何以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就在不正义之中呢？在在场者那

里，什么是不正义的呢？难道在场者的正义不就是始终逗留着、持

续着，从而实现它的在场吗？

a-81Kia一词首先说的是： OlKfl缺席不在。 人们习惯于用“正

义”来翻译OlKfl一词 。 在对这个箴言的种种翻译中，甚至有用“惩

罚”来译这个词的。如果我们撇开我们的法学一伦理的观念，如果

我们坚持在该箴言所说的东西那里，那么， ao1Kiα说的就是 ：它运

作之处，事情不对头。 这意思就是说 ：某物出于裂隙之外。① 但这

是就何而言的呢？是就始终逗留的在场者而言的。可是在在场者

① 在日常德语中，“etwas isl aus den Fugen”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某物四分五裂，

紊乱．乱了套’＼找们这里据字丽直译，以强调海德格尔所恩的“裂隙”（ die

Fuge)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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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哪里有裂隙呢？何处有哪怕仅只一条裂隙（die Fuge ） 呢？ 在

场者如何能够是无裂隙的，即QOIKOV，也即是出于裂隙之外的？

该箴言说得明白，在场者在aOtKlα中，也即是出于裂隙的 。 但

这并不意味着，在场者不再在场 。 但它也不仅是说，在场者偶然

地，抑或从它的某一特性方面，出于裂隙 。 该箴言说的是：在场者

作为它所是的在场者出于裂隙。 在场本身必然包含着裂隙连同出

于裂隙的可能性 。 在场者乃是始终逗留者。 逗留（Weile）作为进

入离开CWeggang）的过渡性到达而成其本质 。 逗留在到来和离去

355 之间成其本质。 在这一双重的不在场之间，一切始终逗留者的在

场成其本质 。 始终逗留者（ das Je-Wei lige ）被嵌入这一“之间”

( Zwischen）中 。 这一“之间”乃是裂隙，而逗留者一向循此裂隙从

来源而来、向离开而去被嵌入其中了 。 逗留者的在场向前移动进

入来源的“来”（Her），并且向前移动进入离开的“往” （ Hin ） 之中 。

在场按两个方向被嵌入不在场之中 。 在场在这种裂隙中成其本

质 。 在场者从到来中出现 ，在离去中消失；而且，就在场者逗留着

而言，其产生和消失两者是同时的 。 逗留在裂隙中成其本质。

然而，这样一来，始终逗留者就恰恰是在其在场的裂隙中，而

绝不是一一我们现在可以说一一在非裂隙（ die Un-Fuge ） 中，不是

在aOtK(a中 。 但阿那克西曼德这个箴言却说它在非裂隙中 。 该箴

言出于一种本质经验来说话，即认为 aOtKta乃是在OVTα 的基本

特征 。

始终逗留者在裂隙中成为逗留着的东西，这种裂隙把在场嵌

入双重的不在场之中 。 不过，作为在场者，始终逗留者一一恰恰是

它并且只有它一一能够同时在其逗留之际自行持留 。 已经到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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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甚至能坚持其逗留，仅仅是为了由此保持更久的在场一一持

存意义上的在场。 始终逗留者坚持于它的在场。 如此这般地，它

出离于其过疲性的逗留 。 它在坚持（Beharren）的固有意义中展

开自身 。 它不再牵挂其他在场者。 它固执于持续的持存性，仿佛

这种固执就是持留 。

在逗留之裂隙中成其本质之际，在场者出自裂隙，并作为始终

逗留者在非裂隙之中。一切始终逗留者都处于非裂隙中。 6:81K （α

属于在场者之在场，属于品VTα之品v。 于是乎，处于非裂隙之中，

或许就是一切在场者的本质。 所以，在思想的早期箴言中，就显露

出了希腊的存在经验的悲观主义因素一一即使不说是虚无主义因

素的话。

可是，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说“在场者的本质在于非裂隙”了 356

吗？答曰：它既如是说了，又没有如是说。 虽然这个箴言把非裂隙

称为在场者的基本特征，但这只是为了去道说：

8186vαlγapα心Tel OlKTJV ... TiiS CxOlKlαS· 

“它们必受到惩罚”，尼采如是译之；“它们受到惩罚”，第尔斯

译道，“为其不正义”。 但实际上，在这个箴言中哪儿也没有谈到

“受到”，同样也没有谈到“惩罚”，没有谈到某物是受到惩处的，甚

或必须按照那些把报仇看作公正的人们的意见而受到报复。

不过，根据已经被思及的始终逗留者的本质，漫不经心地道出

的“物的不正义”已被澄清为逗留中的非裂隙。 非裂隙就在于，始

终逗留者寻求坚持于一味持存意义上的逗留。从逗留之裂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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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作为坚持的逗留乃是进入单纯持续的起立（Aufstand）。在

使在场者入于无蔽状态之地带而逗留的在场本身中，持存过程起

而立之。 通过逗留的这一起立，始终逗留者坚持于单纯的持存状

态。于是，在场者就是在没有逗留之裂隙和反对逗留之裂隙的情

况下成其本质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并没有说，始终逗留的在

场者自失于非裂隙之中。这个箴言说的是，从非裂隙方面来看，始

终逗留者0106vai o(K巾，即给出裂隙。

在此何谓“给出”呢？在非裂隙中成其本质的始终逗留者如何

能够给出裂隙？它能给出它所没有的东西吗？如果它给出，那么，

它难道恰恰不是使裂隙消失吗？始终逗留的在场者往何处、又如

何给出裂隙呢？我们必须更清晰地来做追问，也即必须从事情而

来进行追问。

在场者之为在场者如何给出它的在场的裂隙？这里所谓“给

出”只能基于在场之方式中。“给出”CGeben）不仅是“使……离开

而给出”CWeggeben ） 。更原始地，“给出”是“允许”或“添加”意义

357 上的“给出”。这种给出把某物所固有的东西归属于另一物。归属

于在场者的东西乃是那种把它嵌入到来和离开之中的逗留之裂

隙。在裂隙中，始终逗留者保持其逗留。所以，它并没有力求进入

单纯坚持的非裂隙中而消失。裂隙归属于始终逗留者，而始终逗

留者又归属于裂隙。裂隙乃是嵌合。①

从作为在场的存在来看，A lKT)乃是嵌缝着 接合着的嵌合 。

① “裂隙”（ die Fuge）与“嵌合”（ der Fug）两个德文词语表面上仅有阴、阳性之

差．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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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tKiα即非裂隙就是非嵌合。① 只是，我们现在还有必要从其全

部语言力量出发对这个大写的词语作宏大的思考。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场，因为它逗留，逗留着产生和消失，

逗留着经受从到来向离开的过渡的裂隙。这种一向逗留着的过渡

之经受乃是在场者的嵌合的持存状态。它恰恰并不固守于单纯坚

持。 它并不落入非裂隙之中。它使非嵌合消失。逗留于其逗留之

所之际，始终逗留者让嵌合归属于它的作为在场的本质。 OlOOVat

指的就是这种“让归属”（Gehorenlassen ）。

当下在场者之在场并不在自为的aOtKia之中，并不在非嵌合

之中，而是在OlOOVat OlKf]V . . . Tfi) CxOtKiα5之中，也即在于 ：在场

者一向让嵌合归属。当前在场者并没有被切割开来而游移于非当

前在场者之间。当前在场者之为当前的，是因为它让自身归属于

非当前的在场者中 ：

0106ναl… α心TCx oiKf]V . .. Tfi) CxOtKiα ）• 

一一它们，这些相同之物，（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归属。

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对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的经验并不是悲观

主义的，也不是虚无主义的，但也不是乐观主义的。它始终是悲剧

性的 。 这诚然是一个骄傲自大的词语。不过，对于悲剧性的本质

来说，也许当我们不是在心理学上和美学上来解释它，而只是通过

① “非裂隙”（die Un-Fuge）和“非嵌合”（der U n-Fug）以及“裂隙”和“嵌合”，标明

“在场 不在场”的差异运动．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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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思考OlOOVOl OlKT]V ... TfiS clOlK l叫来思索它的本质方式，即存在

者之存在时，我们才能发现它的踪迹 。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C~PT也岭VTα）在场，因为它让接合着的

嵌合归属。裂隙之嵌合归属于谁，归属何处？始终逗留着的在场

者何时给出嵌合？以何种方式给出？这个箴言对此没有直接说

明，至少就我们眼下对此箴言的词语所作的思考来看是这样 。 但

是 ，如若我们注意一下尚未翻译的那些词语，那么，这个箴言似乎

明白地说出了， 8t86vai所指的是谁或什么 ：

8t86vα1γapα心TO OlKηV K创 TlOlV dλλ内λOl)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让嵌合相互 c a队内λOl） ）归属 。 人们往

往这样来阅读这段文字 。 如若人们要更清晰地来表象c'x"AA价Ol) '

并且像第尔斯那样专门把它命名出来（而尼采甚至在译文中忽略

了它），人们就要把dλMλOl）与 OlKT]V和 T lσlV联系起来 。 但在我看

来，dλλ向λOl）与 OlOOVat OlKT]V kαl TlOW的直接关系在语言上并

非必然的，更重要地，在实情上也是没有根据的 。 所以，我们只有

从实情出发来才能追问，dλλ向λots ［相互］是否也直接关系到OlKT] V '

是否它并非相反的倒是仅只关系到紧位于它前面的TlσlV 。 对这

个问题的决断同时也取决于我们如何翻译位于OlKT]V和 TlOlV之间

的 Ka （ 。 而后者则取决于Tlσl）在此所说的意思 。

人们往往用“惩处”CBuBe）来翻译 TlOl ） 。 所以容易把8 t86vat

解说为“受到”（bezah len ） 。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受到惩处，它清

偿这一惩处而受到惩罚（ otKT] ） 。 法庭是完备的 。 它并不缺乏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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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甚至也并非没有非正义一一尽管无疑地，对于这种非正义，没

有人真正知道它的内容。

诚然， TlσIS可以有惩处的意思，但它必然不是惩处，因为借此

并没有道出这个词的本质性的和原始性的含义。 因为， T(Ol）乃是

“重视”（Schiitzen ） 。 重视某物意味着：关注它，从而使受重视者在

其所是中得到满足。 重视的本质结果乃是“满足”，在善事中可以 359

是善行，关涉到恶事时则是惩处。 不过，如若我们不是已经像对待

ao1Kiα和OlKTJ那样，从这个箴言所表达的事情本身来思考的话，那

么，一种对词语的单纯解释就没有把我们带到该箴言的词语的事

情那里。

根据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α心TO ( T也品VTα），即始终逗留着

在场者，处于非嵌合之中 。 由于它们逗留着，它们便持留着。 它们

固守着。 因为，在从到来向离去的过渡中，它们踌躇不定地贯穿着

逗留之所。 它们固守着，也即它们抑制着自身。 就始终逗留者逗

留着固守而言，它们固守之际也倾向于在这种固守中坚持，并且甚

至坚持于这种固守。 它们坚持于不断的延续而没有牵挂于OlKTJ'

即逗留之嵌合。

但这样一来，每个逗留者也就已经对着其他逗留者展开自身。

任何一个都不去关心其他逗留者的逗留着的在场。 始终逗留者毫

无顾忌地相互反对，任何一个都出自在逗留着的在场本身中起支

配作用、并且由这种在场引起的坚持之渴望。 因此之故，始终逗留

者并不消解于单纯的毫无顾忌。 这种毫无顾忌本身把始终逗留者

趋迫到坚持之中，以至于它们还是作为在场者在场。 在场者整体

并没有消解于一昧无顾忌地个别化的东西中，并没有消散于非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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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之物中。相反地，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在此如是说：

0106vαl… TlσIV dλλ向入Ol)

它们 ，即始终逗留者，让一方归属于另一方：即相互顾视 。

我们用“顾视”（ Rucksich t）来翻译TlOl ） ，或许更好地切中了关注

和重视的本质性含义 。 这种翻译是从事情出发的，也即是从始

终逗留者的在场出发来思考的 。 但“顾视”这个词对我们来说过

于直露地指示着人类的特性，而T lσl）则是中性的，因为更为本

360 质性地，它是就一切在场者来说的 ： α心Ta ( Ta E6vTα）。我们的

“顾视” 一词不仅缺乏必要的广度，而且首先是没有分量的，难

以在该箴言范围内作为 Tlσl） 的对译词而与作为嵌合的 OlKT] 相

吻合。

这里，我们的语言中有一个古老的词语，十分典型地，我们今

人又仅仅识得其否定性形态，实际上只是在贬义形式中识得这个

词，就像“非嵌合”一词一样。在我们的习惯上，“非嵌合”（ Unfug)

一词充其量仅只是表示一种无礼的和低级的行为，以粗俗的方式

做出的事情 。

与此类似地，我们在使用 ruchlos 一词时也把其意思理解为

“堕落的”和“可鄙的”，即 ： 无顾虑（ohne Ruch ） 。 我们根本不再知

道， Ruch 的含义是什么 。 在中古高地德语中，“ruoche”一词指的

是谨慎、忧虑。忧虑就是牵挂于某物如何保持在其本质中。从始

终逗留者出发并且联系于在场来看，这一牵挂就是T lσl）＇亦即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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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Ruch ） 。① 我们的“geruhen”一词归属于牵系（Ruch），而与宁

静（Ruhe）毫无干系； geruhen 意味着：重视某物，同意某物而允许

某物成其本身。 我们对“顾视”一词所作的说明一一即认为此词指

的是人类关系一一也适合于 ruoche 。 但是，我们要利用词语的已

经失落了的含义，重新把它纳入一种本质性的幅度之中，并且相应

于作为嵌合的5i町，来谈论作为牵系的TiσIS 。

因为始终逗留者并没有完全消散于向单纯坚持的持续而展开

这样一个过程的无限制执拗中，从而得以在相同的渴望中出于当

前在场者而相互排挤，它们就让嵌合归属，即5156vm 5iKTJV 。

就始终逗留者给出嵌合而言，它们因此也就已经一体地，在相

互关系中，向来让一种牵系（Ruch）归属于另一种， 5186vαI. .. KOl 

Tims clλλ价OIS o 惟当我们预先已经把TO EφVTα思为在场者，并

且把在场者思为始终逗留者之整体之际，我们才得以思及dλλ内λOIS

［相互］在这个箴言中所指说的东西，即 ：在无蔽状态之敞开地带范

围内每一个逗留者去向另一个逗留者而在场。 只要我们没有思

Ta e6vTα ，那么， dλλ向λ01s［相互］就始终是一个表示在模糊的多 361

样性范围内某种不确定的交互关系的名称。 我们越是严格地在

dλλ向λOIS ［相互］中思考始终逗留者的多样性，dλλ向λOIS与Tims的

必然关系就越是显明。这种关系越是显明地凸现出来，我们就越

加清晰地认识到，5186vαl… Timv dλλ向λOIS ，即一方给予另一方

以牵系，根本上乃是作为在场者的始终逗留者的逗留方式，也就是

① 日常德语中没有 Ruch 一词，英译本译作 reek . 我们据海德格尔的解释，译之

为··牵系’＼ 译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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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6vm 81K巾，给出嵌合的方式 。 在 OtKT]V与 T lOlV之间的阳I［和、

与］，绝不是一个空洞的、只具有连接作用的“与”（und ）。 它意指

一个本质性的过程 。 如果在场者给出嵌合，那么，这个过程就发

生了 ：在场者作为始终逗留者相互给予牵系 。 非嵌合之克服根

本上是通过牵系之让归属而进行的 。 这就是说：作为非牵 系

( Un-Ruch）之非嵌合的本质性过程，无牵系之物处于 a81Kta

之中 。

8186vα l. .. α心Ta OtKTJV Kat Ttσis O:f..λ内λ。l) T可 S a81Ktα5 

它们让嵌合相互归属，因而（在克服）非嵌合中让牵系相

互归属。①

这一让归属（Gehorenlassen），正如Kat一词所说的，是一种双

重的让归属，因为品VTα的本质得到了双重的规定 。 始终逗留者

出于到来和离开之间的裂隙而在场。 它们在一种双重的不在场的

“之间”（Zwischen）中在场。始终逗留者时时依照其逗留而在场。

它们作为当前在场者而在场。着眼于它们的逗留来看，它们给予

牵系，而且是使一个逗留者牵系于另一个。但在场者让裂隙之嵌

合归属于谁呢？

我们眼下所解说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的第二句对这个问题

① 这是海德格尔的德译文，原译如下： gehoren !assen sie Fug somit auch Ruch 

eines dem anderen ( im Verwinden ) des Un-Fugs ， 一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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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作出回答。 但这个句子给予我们一个暗示 ； 因为我们还忽视

了一个词 ： 8186vαlγc':xpα心Tel .. . ，“因为它们让归属……” 。 其中

的γap，即“因为”，导出一种论证。 无论如何，第二句是要解释在 362

前面一句中说出的东西如何如其所说的那样。

这个箴言中已经译出的第二句说的是什么？ 它说品VTα ，说

在场者，说作为始终逗留者的在场者被释放到元牵系的非嵌合之

中，以及作为如此这般的在场者，它如何通过让嵌合归属、并且让

牵系一方归属于另一方来克服非嵌合。 这种让归属乃是始终逗留

者持留井因而作为在场者而在场的方式。 这个箴言的第二句命名

着在其在场方式中的在场者。 这个箴言道说在场者，道出在场者

之在场。 它把在场者之在场置入思想之光亮（die Helle des Ge

dachten）中 。 这第二句给出关于在场者之在场的解释。

因此，第一句必然是命名在场本身的，而且是就在场规定着在

场者本身而言来命名的；因为只有这样，并且只有在此意义上，第

二句才可能反过来，在通过γap［因为］这个词表达出来的与第一

句的逆向关系中，从在场者方面来解释在场。 在与在场者的关系

中，在场始终是在场者据以成其本质的那种东西。 第一句命名着

在场 ： “根据……”。 第一句中只有最后三个词保留下来了 ：

. .. KαTαTO XPEWV 

人们把它译为 ：“根据必然性”。 我们暂且不译TO XPEWV 。 但

即使这样，我们也已经可以从前面得到了解释的第二句、并从它与

第一句的逆向关系的特性出发，对T。 XPEWV作出两种思考。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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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它命名在场者之在场；其二，如果它思考的是在场者之在场，那

么，无论如何，在XPEWV中已经思考了在场与在场者的关系；或者，

它表明，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只能来自存在，只能基于存在之

本质。

在Tδχpewv前面还加了一个KαTcl o CD KαTcl意味着：从上而

36 3 下，从上而来。 KαTcl反过来指向某种东西，从这种高处的东西而

来，一个低处的东西在它下面井且作为它的后果而出现。 KO T cl所

指说的那个东西本身具有一个落差（Gefa ll时，它和其他东西都循

此落差而在如此这般的情形中。

但是，如果不在在场的后果和在场的落差中，那么，在何种落

差和在谁的后果中在场者才能成其为在场者呢？始终逗留着的在

场者KOTCx TO XPEWV而逗留着。不论我们如何思考Tδχpewv ,

这词语乃是表示我们前面已经思考过的创VTα的 EOV的最早名称。

T。 XPEWV乃是思想借以把存在者之存在表达出来的一个最古老

的名称。

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在场，因为它们克服了无牵系的非嵌合，

即克服了作为一种根本可能性（Magen）而在逗留本身中起支配作

用的Cx01Klα。在场者之在场乃是这样一种克服。这种克服的实行

是由于始终逗留者让嵌合归属，从而让相互牵系。嵌合归属于谁？

这个问题的答案现在已经有了 。 嵌合归属于那种东西，循着这种

东西，在场才成其本质，也即克服（ Yenwindung）才成其本质 。 嵌

① 希腊文的介词，跟第二格时意为“从……而下”，跟第四格 rH 意为“根据、按

照”．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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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乃是阳T也 Tδχpewv 。 在这里， χPE白v之本质得到了澄亮，尽

管还只是一种很遥远而模糊的澄亮 。 如若它作为在场之本质从根

本上关涉于在场者，那么，在这种关系中必然有这样一回事情，即，

TO XPEWV把嵌合接合起来，从而也把牵系接合起来。 XPEWV有所

接合，在场者循着xρEWV而让嵌合和牵系归属 。 XPEWV使在场者

获得这种接合（ Verfogen），并因此赋予在场者以其到达方式，作

为始终逗留者之逗留的到达方式。

在场者通过克服非嵌合（Un-Fug）中的“非”（Un- ) （即 aOtKia

中的6:－）而在场。 aOtKia 中的这个 dπ6吻合于 XPEW v的 KαTel

［从……而下、根据］。 在第二句中具有起承作用的yap［因为］拉

开一条从一端到另一端的弧线。

到此为止，我们所尝试的只是按与之具有反向联系的箴言的

第二个句子，来思考TO XPEWV所命名的东西，而并没有追问这个

词语本身。 TO XPEWV一词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最后才来解释这

段箴言文字中的第一个词，是因为按实事来看，这个词乃是第一位 364

的 。 在何种实事中呢？在在场者之在场的实事中。但存在之实事

(Sache） ①乃是存在者之存在。②

这一神秘多义的第二格的语法形式③指示着一种发生，在场

者的一个出自在场的来源（Herkunft ） 。＠ 但是，凭着在场和在场

① 1950 年第一版：命运．一一作者边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指示着存在学差异。 一一作者边注

③ 指上句中的“存在者之存在” （ das Sein des Seienden ） 中的定冠词第二格“之

（的）气des） .一一译注

© 1950 年第一版：在在场之闪耀 （ Scheinen）中显现出来，在场者到来（出现） ．

这种闪耀从不显现！ 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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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两者的本质，这一来源的本质始终还是蔽而不显的。不但于

此，而且甚至连在场和在场者的关系也始终未经思考。 从早期起，

在场和在场者就似乎是各各自为的某物。不知不觉地，在场本身

成了一个在场者。 从在场者方面来表象，在场就成了超出一切的

在场者，从而成为至高的在场者了 。 只要在场得到命名，在场者就

已经被表象出来了 。 根本上，在场本身就没有与在场者区分开来 。

它仅仅被看作在场者的最普遍的和至高的东西，从而被看作这样

一个在场者。 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区分

( Unterschied ）， ①始终被遗忘了 。 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

存在者之区分的被遗忘状态 。
然而，这种区分的被遗忘状态绝非思想之健忘的结果 。 存在

之被遗忘状态属于由这种被遗忘状态本身所掩盖起来的存在之本

质 。 它如此本质性地归属于存在之命运，以至于实际情形是：这种

命运的早期就是作为对在场中的在场者的揭示而发端的 。 这就是

说：存在之历史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因为存在一一随其本质一

道，随其与存在者的区分一道－一抑制着自身。区分脱落了 。 它

365 始终被遗忘了 。 惟区分双方，即在场者与在场，才自行解蔽，但并

非作为（αls ）有区分的东西自行解蔽。 相反地，就连区分的早期踪

迹也被磨灭了，因为在场如同一个在场者那样显现出来，并且在一

个至高的在场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渊源 。

存在之命运始于区分之被遗忘状态，并得以在区分中完成自

① 1950 年第一版：区 分（ Unter-Schied）完全不同于所有存在，所有保持为存在

者之存在的存在． 因此，用“存在”（Sein) 无论是带 y 的还是不带 y 的（应该指“存

在”的古式写法 Seyn 译注） 来指称区一分，始终是不合适的．一一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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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但区分之被遗忘状态并非一种缺乏，而是一个最丰富和最广大

的本有事件(Ereignis）一一在其中，西方的世界历史得到了裁决。

它乃是形而上学的本有事件。现在存在（ ist）的事物就处于存在

之被遗忘状态的早已先行在前的命运的阴影之中 。

可是，惟当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

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而这条踪迹始终被保护在存在所

达到的语言中一－这时，存在与存在者之区分作为一种被遗忘的

区分才能进入一种经验之中。这样来思考，我们就可以猜度 ：与其

说在后期的存在之词语中，倒不如说在早期的存在之词语中，区分

更多地澄明了自身；但无论何时，区分都没有作为这样一种区分而

被命名出来。 因此，区分之澄明也并不能意味着区分显现为区分。

相反地，在在场本身中倒可能显示出与在场者的关系，而且情形

是：在场作为这种关系而达乎词语。

存在的早期词语，即TδXPEWV ，命名着这样一种关系。不过，

如若我们竟认为，只要我们作足够的词源学分析，来分析XPEWV一

词的含义，我们就能切中区分并且深入到区分之本质背后，这乃是

一种自欺。 也许，惟当我们把未经思考的东西一一存在之被遗忘

状态一一历史地经验为有待恩的东西，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最

持久地思考了久已得到经验的东西，早期的词语才可能在后来的

追忆（Andenken）中发声。

人们通常把XPEWV一词译为“必、然性” 。 人们借此来意指强制

性，不可逃避的必然 。 但当我们完全固执于这种派生的含义时，我 366

们便误入歧途了 。 XPEWV是从动词xpaw , xpaoµαl中派生而来

的 。 其中含有白 xeip即手的意思；xpaw意即：我处置某物，把手伸



418 林中路

向某物，关涉某物并帮助它 。 所以，xpaw也意味着：交到手上，交

付以及交给，把某物托付给某人。 但这种交给具有这样一种特性，

即，它把托付保持在手中，并且随此托付保持着被托付之物 。

因此，原始地看来，分词XPEWV根本就没有指说什么强制和必

然。但首要地，并且从整体上看，这个词语同样也并不意味着一种

认可和命令。

此外，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必须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范围

内来思考这个词语，那么，此词语就只能命名在在场者之在场中的

本质因素，因而只能命名那种以第二格十分模糊地暗示出来的关

系 。 于是，TO xρEWV就是在场之交付 （ das Einhiindigen des An

wesens），这种交付把在场交给在场者，因而恰恰把在场者作为这

样一个在场者保持在手中，也即保护在在场之中 。

在在场本身之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与在场者的关系，乃是一

种惟一的关系 。 它完全不可与其他任何一种关系相提并论 。 它属

于存在本身之惟一性 。 所以，为了命名存在之本质因素，语言必须

寻找一个惟一的词语。由此惟一的词语，我们便能测度，任何一个

向着存在道出的词语是如何冒险的 。 不过，这种冒险并非根本不

可能，因为存在以最为不同的方式说话，始终都贯穿于一切语言。

困难并不在于，在思想中寻找存在之词语，而倒是在于，把已经寻

找到的词语纯粹地保留于本真的思想之中 。

阿那克西曼德说： TO XPEWV 。 我们且冒险做一种翻译。 这种

翻译昕来是令人诧异的，而且目前还容易引起误解：TO XPEWV ，我

们译之为“用”。①

① 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中的TO XPEWVl函译为“必然性”，而海德格尔以德文 der-

Brauch 译之；我们中译为“用”，似可与中国思想中的“体一用”之“用”互诠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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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翻译，我们过高地指望这个希腊词语具有一种含义，这种 367

含义既没有与词语本身相疏离，也没有与这个词语在此箴言中所

命名的事情相违背。 但这种翻译仍然是一种苛求。 即使我们已经

考虑到，一切在思想领域内做的翻译都脱不了是这样一种苛求，我

们这种翻译也还没有失去此种特性。

何以TO XPEWV是“用”呢？ 如果我们更清晰地来思考我们语

言中的这个词语，那么，这种译法的令人诧异的特性就会得到缓

和。 习惯上，我们把“brauchen”的意思理解为利用和在利用权限

范围内的需要。 利用过程中所需要的东西就成了通常的事物。 被

用的东西在用中（ in Brauch ） 。 但在这里，作为TO XPEWV的对译

词的“der Brauch”，并不是在这些惯用的和派生的含义中得到思

考的 。 而毋宁说，我们是要遵循其词根含义： brauchen 乃是

bruchen，拉丁语叫作 frui，我们德语叫作 fruchten （结果实、起作

用）和 Frucht（果实、结果） 。 我们大胆地以“genieBen”（享有）来译

之川旦 nieBen 意味着：对一件事情感到高兴，从而使用它。 只是在

派生含义中，“genieBen”才单纯地意指吃喝和贪食。 奥古斯丁说：

Quid enim est aliud quod dicimus frui, nisi praesto habere,quod 

diligis? ［要是并非手头拥有某种特别受珍视的东西，那么，当我

们说 frui 时又是指什么意思呢？］ （《论教会品行》，载《文集》，第 1

卷，c.3 ；参看《论基督教学说》，载《文集》，第 1 卷， c.2-4 ） 。 这里，

上述作为 fr山的 brauchen 的基本含义便被切中了 。 frui 含有

praesto habere 之意； praesto, praesitum，在希腊语中叫心πOKElµE-

vov［基体、基底］，即在无蔽领域中已经摆在眼前的东西，也就是

。心。lα［在场］，即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 据此看来，“brauche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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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就是 ： 让某个在场者作为在场者而在场； frui, bruchen , 

brauchen 和 Brauch 就意味着 ：把某物交给其本己的本质，并且把

作为这样一个在场者的某物保持在具有保护作用的手中 。

在对TO XPEWV的翻译中，“用”（ Brauch）被思为存在本身的

本质因素。 bruchen , frui ，现在不再只是说人的享受行为，也不是

368 联系于无论何种存在者一一哪怕它是至高的存在者，也即作为

beatitudo hominis［人之极乐］的 frui tio Dei ［神性享有］一一来说

的；而毋宁说，“用”现在指的是存在本身的现身方式，即存在本身

作为与在场者的关系一一关涉和牵连在场者本身 而成其本质

的方式 ： TO XPEWV o 

“用”把在场者交到它的在场中 ，也即交到它的逗留中去 。

“用”给予在场者以其逗留的份额 。 逗留者每每被给予的逗留基于

裂隙中 ，此裂隙把在双重的不在场（到达和离开）之间的在场者在

过疲中接合起来。 逗留之裂隙限制和界定着在场者本身 。 始终逗

留着的在场者， ePTa: 品VTα ，在界限（时pαs）内成其本质。

作为裂隙份额的给予，“用”乃是发送着的接合（das zuschic k

e nde Fiigen ） ， 即：嵌合的接合作用，以及相随地，还有牵系的嵌合

作用 。 “用”交付嵌合和牵系，其交付方式是 ：它先行保留着被交付

者，把被交付者聚集到自身那里，并且把它作为在场者庇护人在场

之中。

但接合着嵌合、限制着在场者的“用”交出界限，所以，作为由

XPEWV，“用”同时也是To a:πEtpov ，即无界限者，①因为它是在把

① 此处“无界限（者〉” （ To iim1pov）或译“元定形”、“阿派朗”等．一般的哲学史

教本视之为阿那克西曼德的基本“哲学概念”．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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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留之界限赋予给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之际成其本质的 。

根据辛普里丘在他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所做的注释的流

传文字记载，阿那克西曼德曾经说过，在场者在无界限者中有其

本质来源： apxfi Twv ovTwνTδ ＆πetpov o 无界限者乃是没有

通过嵌合和牵系而接合起来的东西，不是在场者，而是：Tδ ×pewv

［用］。

“用”在接合嵌合和牵系之际纵身于逗留，并赋予每个在场者

以其逗留 。 但这样一来，在场者也就进入了－个持续的危险之中，

即 ，它出于逗留着的固守而僵化于单纯坚持。 因此，“用”本身始

终同时也是那种使在场进入非嵌合（Un-Fug）中的交付过程。

“用”嵌合这一“非”（Un－） 。

因此之故，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只能就其让嵌合、从而也让牵

系归属于“用”而言才能在场。 在场者KαT也 TO XPEWV，即根据

“用”而在场。 “用”乃是使在场者入于其时时逗留的在场之中的接 369

合着、保持着的聚集 。

我们以“用”来翻译TO XPEWV，这并非基于一种词源学一词汇

学方面的考虑。 “用”（ Brauch ）这个词语的选择起于一种先行的

对思想的转渡（ Uber setzen），这种思想试图进入存在之被遗忘状

态的命运性开端之中来思在存在之本质中的区分。 在对存在之被

遗忘状态的经验中，“用”一词被强加给思想了 。 关于在“用”一词

中真正还有待思的东西，也许TδXPEWV指示出一条踪迹；而此踪

迹很快就在存在之命运一一它世界历史地展开为西方形而上

学一一中消匿了 。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在思考在场着的在场者之际解说了TO

xpewv［用］所命名的东西。 在这个箴言中得到思考的xpewv ，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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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希腊人在Molpα［命运］的名义下经验为份额之发送的那个东

西的首要的和最高的运思解释。 Molpα［命运］涵盖了诸神和人

类。 Tδχpewv，即“用”，乃是使在场者每每进入一种在无蔽领域

中的逗留的交付。

Tδxpewv［用］于自身中隐含着那种澄明着一庇护着的聚集

的尚未凸现出来的本质。 “用”是聚集，即 δ 〈φγos ［逻各斯］ 。 根

据这样来思考的／＼ 6γos［逻各斯］的本质，存在之本质被规定为统

一着的一 ，即’Ev o 巴门尼德思了这同一个υEv［一］。 他明确地把

这个统一者的统一性思为Molpα［命运］（残篇第 8，第 37 行） 。 从

存在之本质经验方面得到思考的Molpα［命运］相应于赫拉克利特

的 ／＼6γos ［逻各斯］。 而在阿那克西曼德的XPE白v ［用 ］ 中， Mo！ρα

［命运］和〈φyos ［逻各斯］的本质先行得到了思考。

追索各个思想家之间的依赖性和相互影响，这乃是思想的一

种误解 。 每个思想家都是依赖的一一都依赖于存在之劝说 （ Zus

pruch des Sein ） 。 这种依赖性的广度决定着思想免于令人迷惑的

370 影响的自由 。 这种依赖性愈是广大，思想的自由就愈是富有，从而

思想的危险也就愈强大；这个危险即是：思想错失了以往之所思，

但依然一一甚至也许只有这样 去思同一者 。

无疑，我们后人必须已经在追忆中预先对阿那克西曼德之箴

言有所思考了，方能去追思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思想。 这样

一来，我们就可以消除一种曲解，按照这种曲解，人们认为巴门尼

德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说，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是关于生成或

变易的学说。

然而，为了思考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我们有必要首先一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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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总是一再地一一实行一个简单的步骤，经由这一步骤，我们得以

转渡到那个往往未被说出的词语言6v［在场］ ，在6vTa［在场者J, ElvOl 

［存在、是］所道说的东西那里。 这个词语说的是 ：人于无蔽状态而

在场。 其中还隐含着：在场本身一道带来无蔽状态。 元蔽状态本

身就是在场。 两者是同一者（ das Selbe），但不是相同者（ das 

Gleiche ） 。

在场者是在无蔽状态中当前和非当前地现身在场的东西。 与

存在之本质所固有的＇ AAfi8e1α［无蔽〕一道，〈悄ri[遮蔽］也还完全

未经思考，从而，“当前的”和“非当前的”，也即敞开地带之领域，也

还始终未经思考。 在这个敞开地带范围内，每个在场者到达，始终

逗留者的相互并存的在场展开自身并限制自身。

因为存在者乃是以始终逗留者的方式的在场者，所以，人于无

蔽状态而到达了的存在者能够在无蔽状态中逗留着而显现出来。

显现乃是在场的本质结果，并且具有在场的特性。 始终还就其在

场方面来思考，惟有显现者才显示出一种外貌和外观。 只有一种

思想，一种先行在人于无蔽状态而在场的意义上思考了存在的思

想，才能把在场者之在场思为 ioeα［相］。 但始终逗留着的在场者

同时也作为人于无蔽状态而被带出来的东西而逗留 。 它之被带

来，是肉为它从自身而来涌现之际把自身带出来。 它之被带来，是

因为它被人类制造出来。 就这两方面来看，那入于无蔽状态而到 37 1

达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epγov［作品］，希腊人思之为 ：一

个被带出来的东西。 着眼于这种根据在场状态来思考的 epγov

［作品］特性，就可以把在场者之在场经验为在被带出状态中成其

本质的东西。 被带出状态就是在场者之在场。 存在者之存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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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vepγElα［实现］。

亚里士多德思之为在场（即品v）之基本特征的 EV Epγ Elα［实

现］，柏拉图思之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ioeα ［相］ ，赫拉克利特思之

为在场之基本特征的 ／＼ 6γ0）〔逻各斯］，巴门尼德思之为在场之基

本特征的MoTpα［命运］ ， 阿那克西曼德思之为在场之本质因素的

χρEWV〔用］ ，凡此种种，命名的都是同－者 。 在此同一者蔽而不显

的丰富性中 ，具有统一作用的一的统一性 ， 即”Ev［一］ ，为每一个

思想家以各自的方式思考了 。

可是 ，很快就到了存在的一个时代，在其中，人们用 actua l itas

［现实性］来翻译ω印γElα［实现］。 希腊思想于是被掩埋起来了，

直到我们今天，它只还以罗马的特征显现出来 。 actua l itas ［现实

性］变成事实性（ Wirklichkeit ） 。事实性变成客观性（Objektivi

ta t ） 。 但即使客观性本身也还需要在场之特性，才能保持在其本

质之中，也即保持在其对象性之中 。 这一在场之特性乃是在表象

之再现（Repriise ntation）中的“在场”（ Priisen z ） 。 在作为 EVEpγElα

［实现］的存在之命运中，决定性的转折就在于这种向 actua li tas

［现实性］的过渡 。

仅仅一种翻译就可以导致这种过搜吗？诚然，也许我们要学

会思索在翻译中可能发生的事情 。 历史性语言的真正的命运性遭

遇乃是一个寂静的本有事件（Ere i g nis ） 。 但在这种本有事件中，

存在之命运在说话 。 西方转渡到何种语言之中？①

我们现在来尝试翻译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

① 此句中的“西方”（ Abend-Land ）或可译为“傍晚之疆域（土地） ” ． －～－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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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αTO TO xpewv· 0106vαlγa pαVTO OlKTJV kαl 

TlσlV Cxλλ向λOl) Tfj) CxOlKtα）· 

“... entlang dem Brauch; gehoren niimlich lassen sie 372 

Fug somit auch Ruch eines dem anderen (im Verwinden ) 

des Un-Fugs. ” 

“……根据用；因为它们（在克服）非嵌合中让嵌合从而也

让牵系相互归属。”

我们既不能科学地证明这种翻译，我们也不可以凭无论何种

权威而一昧地相信这种翻译。 科学的证明过于局限。 相信在思想

中是无任何位置的。这种翻译只能在箴言之思中得到思考。 而思

想乃是在思想者的历史性对话中的存在之真理的作诗。

因此之故，只要我们仅仅以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方式来翻译

这个箴言，则这个箴言就决不会有所反响 。 异乎寻常地，只有当我

们通过思考当前世界命运的纷乱状况的原因而抛弃了我们自己对

惯常之表象的要求，这时，这个箴言才能有所反响。

人类正在贪婪地征服整个地球及其大气层，以权力方式懵取

自然隐蔽的支配作用，并且使历史进程屈服于一种对于地球的统

治过程的计划和安排。这样的蠢蠢欲动的人无能于径直去道说：

什么是；无能于去道说：这是什么 某物存在。①

① 此处”什么是气was ist ）或可译为“什么存在”；“这是什么一一某物存在气was

dies ist.daB ein Ding ist）或可译为·什么是“某物存在”． 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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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者整体乃是一种惟一的征服意志的单一对象。存在之质

朴性被掩埋于一种独一无二的被遗忘状态之中了 。

何种终有一死的人能够探测这种纷乱状态的深淋｜呢？人们满

可以对此种深渊视而不见 。 人们满可以设立一个又一个幻象 。 而

此种深渊并不会消失 。

种种自然理论和历史学说都不能解除此种纷乱状态。它们倒

是把一切弄得混乱不堪而使之成为不可知的东西了，因为它们本

身就是乞灵于那种笼罩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之上的纷乱的 。

373 那么，究竟还有救吗？当而且仅当有危险时，才有救。①当存

在本身入于其终极，并且那种从存在本身而来的被遗忘状态倒转

过来时，②才有危险。

而如果存在于其本质中需要使用人之本质呢？如果人之本质

乃基于存在之真理的思想之中，那又如何呢？

那么，思想就必须在存在之谜上去作诗。 思想才把所思之早

先带到有待思想的东西的近邻 。

① 此为荷尔德林之诗句：哪里有危险，哪里也生出拯救。←一译注

② 1950 年第一版：作为极端的被遗忘状态的集置（ Gestell ），同时作为对本有

(Ereignis）的暗示。 →→作者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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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艺术作品的本源》

最初的文本系一个演讲稿，该演讲是 1935 年 11 月 13 日在弗

莱堡艺术科学协会上做的；应大学学生会之邀， 1936 年 1 月在苏

黎世重做。眼下这个文本包括三个分别于 1936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24 日和 12 月 4 日在美茵法兰克福自由德国主教教堂议事会上

做的演讲。 “后记”的一部分是后来写的。 “附录”作于 1956 年，在

1960 年收在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上首次发表。雷克拉

姆版在若干处经作者稍事加工，章节安排更丰富了些。 这里付印

的论文文本即据雷克拉姆版。

2. 《世界图像的时代》

系作者在 1938 年 6 月 9 日做的一个演讲。 当时讲的标题是

《形而上学对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是弗莱堡艺术科学、自然研究

和医学协会举办的一个系列演讲的最后一讲；这个系列演讲的主

题为“现代世界图像的奠基”。“附录”当时就已经写好了，但报告

时没有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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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黑格尔的经验概念》

本文的内容更多地是以讲授的形式，在 1942-1943 年举办的

关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 》（第 4 卷

和第 9 卷）的研究班上详细讨论过，同时在一个小圈子里分两个报

告阐述过 。 眼下的文本引用现在通行的由霍夫迈斯特编辑的《精

神现象学》校勘本，即 1937 年列入哲学丛书（梅纳出版社）中的

版本。

4. 《尼采的话“上帝死了”》

本文的主要部分于 1943 年在几个小圈子里重复演讲。 其内

容依据作者在 1936 年至 1940 年间的五个学期中在弗莱堡大学所

376 做的尼采讲座 。 这些讲座的任务是根据存在之历史把尼采思想理

解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 文中的尼采著作引文依据大八开本 。

5. 《诗人何为协

本文是为纪念 R M . 里尔克逝世二十周年（里尔克逝世于

1926 年 12 月 29 日）在一个极小圈子里做的演讲。 有关本文的问

题，可以参考恩斯特 · 齐恩的研究论文，载于《欧福里昂 》（续辑），

第 37 卷 (1936 年），第 125 页以下 。

6.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本文摘自作者 1946 年所写的一篇论文 。 在文本批评方面，亦

可参看迪尔梅尔：《米利都的阿那克西曼德之残篇 》 ，载《莱茵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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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博览》（增刊），第 87 卷 (1938 年），第 376 382 页 。 我赞同该文

对阿那克西曼德文本所做的厘定，但不同意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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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路》单行本第 6 版（ 1980 年）首次采用了全集版（第 5

卷）的新版式，不过仍然略去了录入全集版脚注中的采自海德格尔

样书的边注 。 眼下端出的单行本第 7 版采纳了这些作者边注，因

此从现在起，单行本与全集版第 5 卷在文字和页码上都一致元

异了 。

自单行本第 6 版开始，“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是根据海德格

尔重新审订的、收入 1960 年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印刷

的 。 与此前《林中路》的文本相比较，这个重新审订过的文本做了

几处文字修改，段落划分上更显丰富了，还补上了 1956 年所撰的

“附录” 。

由于采纳了《林中路》全集版的新版式，第 6 版之后的单行本

也包含了海德格尔在自己的样书中所做的几处文体上的或者解说

性的校正 。 它们只是为了修正润色而做的，因此可区别于那些针

对具体段落文字的作者边注 。 海德格尔用校正符号对它们做了标

识，这也可使它们与作者边注区别开来 。 根据海德格尔的指示，此

类校正不应在文本中专门标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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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版《林中路》全集版，编者径自订正了海德格尔在拼写和

标点方面的几个明显失误。

单行本第 1 版至第 5 版的页码一仍其旧，标于页边上。① 378 

对于采自海德格尔样书的边注，在此需要作几点说明 。 在正

文中标出的小写字母（a,b,c……）指示着在脚注中给出的边注。②

这些作者边注或者是在样书页边上发现的，或者是在夹有白纸条

的样书的相关纸张上发现的 。 它们与编者以小写字母标出的文字

的对应关系，是依据作者亲自加的指引符号，或者，如果没有这种

符号的话，则是编者依据上下文的意思联系来认定的 。

就《林中路》来说，有 1950 年第一版的一本样书 。 作者在卷首

空白页上书有“梅斯基尔希样书”之字样。 至于“艺术作品的本源”

一文，除此之外还有 1957 年的单行本第 3 版样书，以及 1960 年收

入雷克拉姆万有丛书中的单行本的两本样书，其中经常使用的一

本夹有一些白纸条。该文大部分作者边注也正是从后面这本样书

中采录的。海德格尔生前曾特地向编者指出过它们的重要意义。

编者是根据作者本人给出的指导方针来处理这些边注的编排

工作的 。 这些指导方针使编者负有责任，要根据作者手写的注解

材料做出一种尽可能简洁的、仅仅指向根本要义的筛选。 此外，必

定也有一些注释，它们虽然简短，但对读者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如

① 中译本未予标识。一－译注

② 中译本中以“作者边注”标示．一一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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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9 果一个注释具有对某个文字段落做一种思想提示的特征，而这种

提示适合于增进读者的理解，那它就是重要的，因而是对读者有所

传达的。这个意义上来讲重要的边注有三个方面：其一，边注可能

是作者在相同思索层面上对某处文字的解说；其二，我们会碰到一

些自我批判的边注，它们属于一个变化了的思索层面；其三，我们

会碰到一些记录，它们显示出某个稍后出现的主导词语与一个较

早的思想之间的事实关联 。

这些作者边注是不可能确凿而清晰地注明日期的，这缘于它

们的特征以及它们的形成情况。 除少数几个特例外，它们根本不

是作为补充或者作为自成一体的小段文字而拟定出来的，而是在

对往往只是个别的段落的反复阅读和查阅过程中形成的。在多数

情况下，那是作者匆匆记录下来的一些突兀偶发的思想碎片 。 可

想而知，此种阅读笔记是不会像作者精心做成的文本那样注明日

期的。

为了大致确定日期，在作者边注前面标示的样书版次年份可

供定向之助 。 从梅斯基尔希样书中采纳的边注作于 1950 年至

1976 年间 。 从雷克拉姆版《艺术作品的本源》两本样书中采纳的

作者边注，形成期在 1960 年至 1976 年间 。

但根本上，这个确定边注日期的问题，只有当我们不仅为其自

身之故把它提出来，而且由于感兴趣于它们与海德格尔在自己思

想道路上所采取的不同居留位置的思想对应关系而把它提出来，

这时候，这个问题才具有某种意义 。 谁专心地而反复地研读了海

380 德格尔的著作，他也就能懂得，根据思想内容和语言用法把不同的

边注与某个较早的或者较迟的路段联系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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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边注作为阅读笔记跨越了久长的时段，始于样书初

版年份并且经常扩大到后来诸版本，所以，我们不能整个地把它们

视为作者对自己的著作的总结性说法。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某个

已经穿越了的居留位置的思索层面的边注，我们更不能如是看待

了 。 但这也不能助长下面这样一种意见，即，似乎只有那些从这位

哲学家的最后居留位置而来的边注才是重要的，因为他其实已经

离开了前面的居留位置。 按照海德格尔的理解，他的全部居留位

置都是一体的，归属于其思想道路的统一体。 之所以要寻找一个

新的居留位置，并不是因为以往的居留位置已经被证实为错误的

了，而是因为其思想的同一事实以变换了的方式向他显示出来了 。

这些路段上的每一个都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因为它提供了在惟

一的存在问题之追问进程中的一个问题步骤。 正如我们不想放弃

一个较早的居留位置上的任何一部著作，那些来自某个较早的思

索层面的边注，同样也是秉有自身的分量的。

F. W . 冯 · 海尔曼

1994 年 9 月 1 日于弗莱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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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中路》（ Holzwege）是 20 世纪德国伟大的思想家马丁 · 海

德格尔(1889-1976）的后期代表作品之一。 它在当代学术界享誉

甚高，业已被视为本世纪西方思想的一部经典著作。如其中的第

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原为海德格尔在 1935 年至 1936 年间所

做的几次演讲，当时即激起了听众的狂热的兴趣一一此事后被德

国当代解释学哲学大师伽达默尔描写为“轰动一时的哲学事件”。

书中其余诸篇也各有特色，均为厚重之作。 若要了解后期海德格

尔的思想，这本《林中路》是我们不可不读的。

《林中路》，以这样的书名，昕来总不像一本哲学书，而倒像一

本散文集或诗歌集。 的确，它不是一本“严格的”哲学著作。在此

所谓“严格的”，确切地讲，应是“通常的”，或“传统的”。 人们所熟

悉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正经面孔，在海德格尔这本《林中路》中是没

有的 。 今天我们似乎已经可以说，这是一本“反哲学的哲学著作”。

它在当代西方的（海德格尔之后的）后现代的思想中有其位置。 要

说严格性，《林中路》具有它自身的严格性，而它的这种严格性断不

是传统“哲学”所要求的严格性，毋宁说，是“思”的严格性了。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早年以半部《存在与时间 》 (1927 年）起

家，赢得了“存在主义哲学家”的鼎鼎大名。但《存在与时间》仅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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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着海德格尔前期的哲学思路。 前期海德格尔的思路确实在

“存在主义”（更确切地，应为“实存主义”）的范畴之内，并且标志着

20 世纪上半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一个顶峰 。 这条路子

的基本特征，我们可用“极端的主观主义”或“极端的唯我论”来加

以标识。 海德格尔自己明言，乃是要制定一门以“人”这种“此在”

( Dasein）为基础的“基础存在学”（ Fundamen talon tologie ） 。 以这

条从“此在”到“存在”的思路，海德格尔是跳不出“时间川地平线”

的限制的，终究也跳不出近代以来西方哲学中的主体形而上学传

统的范围 。

海德格尔本人对此立即有了自觉和省察。《存在与时间 》终成

残篇，这绝非偶然，实出于思路的困难一一此路不可通也。 故而，

行至 30 年代，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发生了一个著名的“转向” 。 对

于这个“转向”，海内外的学术界颇多意见，可谓众说纷纭 。 当然，

也有人否认有此种“转向”，主张海德格尔一生的思想是始终一贯

的，前期和后期并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的思

想在《存在与时间 》中已告完成，之后井元大的进展 。 此种看法是

有违于海德格尔思想的实情的 。

实际上，我们看到，自 《存在与时间 》之后，海德格尔还有近半

个世纪的运思经验，为世人留下了五六十卷著作（含讲座稿、手稿

等）一一这洋洋大观，又岂是半部《存在与时间 》可以囊括的？海德

格尔自己承认，从 1930 年代以来，他一再地尝试了对《存在与时

间 》的“问题出发点”作一种“内在的批判”（参看海德格尔 ： 《面向思

的事情》，第 61 页） 。 在眼下这本书中，海德格尔也说，《存在与时

间 》是他的思想道路上的一个“路标” 。 其言下之意 ：往后的思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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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还漫长得很。

在 1930 、40 年代的动荡岁月里，海德格尔经历了政治上的磨

难，一度沉沦，留下一生难洗的政治污点一一纳粹政权时期，海德

格尔担任了不足一年的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 (1933 年） 。 而这时

候，海德格尔的思想也正处于激烈的自我修正中。尽管海德格尔

在整个 1930 年代少有文字问世，但他并没有真正沉默；相反，1930

年代实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最“高产”时期。大量的演讲稿、授课稿

和笔记等，以其至为多样化的论题，记录了这位思想家当时所经历

的多维度的、艰苦的思想“历险”。

《林中路》一书，正是海德格尔在那个人类命运的非常时期的

思想结晶 。 该书收集了作者在 1930 、 40 年代创作的六篇重要文

章。 这些文章初看起来是很难统一的 。 而这也可说是本书的－个

特点，正如本书书名所标明的 ： 《林中路》一－一林中多歧路，而殊途

同归 。

从内容上看，本书几乎包含了趋于成熟的后期海德格尔思想

的所有方面。举其要者，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方面，乃是海德格尔

围绕“存在之真理”（Wah rheit des Seins）问题对艺术和诗的本质

的沉思 。 这主要可见于本书中的《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

为？》两文 。 此两文己成为当代西方诗学（美学）领域的名篇而备受

关注。 而从中传达出来的海德格尔关于艺术（诗）的主张，实际上

很难归诸西方传统美学或诗学的范畴了 。

在传统学术中，“美”与“真”历来是两个领域的问题 ，前者属于

美学，后者归于知识论，两者泾渭分明。海德格尔要在“真理”之名

下讨论“美”，这本身已属怪异 。 海德格尔所思的“真理”，明言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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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传统的“物”与“知”的“符合一致”意义上的知识学上的真理，不

是知物的科学的真理。 “存在之真理”乃是一种至大的明澈境界，

此境界绝非人力所为；相反地，人惟有首先进入此境界中，而后才

能与物相对峙，而后才能“格物致知”，才能有知识学上的或科学的

真理 。 此“境界”，此“存在之真理”，海德格尔亦称之为“敞开领域”

(das Offen时，或“存在之澄明”（ Lichtung des Seins）。海德格尔

并且认为，这也正是希腊思想的基本词语汰Afi8e旧的原意，即：作

为“无蔽”的“真理”。

“存在之真理”的发生，从人方面讲，亦即人如何“进入”“存在

之澄明”境界，便成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核心题目 。 此课题

之所以落实于“艺术”或“诗”，是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乃是

“存在之真理”之发生的原始性的（本源性的）方式之一，而且是一

种基本的、突出的方式 。 海德格尔 1930 年代以后对荷尔德林等诗

人之诗作的阐释（如本书第 5 篇对诗人里尔克的诠解）和对艺术之

本质的沉思（如本书第 1 篇〉，实际都是以海氏的“存在”之思为基

石的。

我们不难看到，海德格尔的艺术见解明显地构成了对近代以

来的以“浪漫美学”为其标识的主观主义（主体主义〉美学传统的反

动；而这也是海德格尔对其前期哲学的主体形而上学立场的一个

自我修正 。 在海德格尔眼里，正如“真”（真理）不是主体的认知活

动，“美”也绝非主体的体验，绝非“天才”的骄横跋息的创造 。 因

此，把海德格尔安排在德国“浪漫美学”传统的思想家队伍里，恐怕

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做法；那种认为海德格尔以“浪漫美学”反抗现

代技术文明的看法，终究也难免轻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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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更后期的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等书中表达出来的语言思想，即 ：把“诗”和

“思”思为语言－道说（Sage）之发生一一亦即“存在”之发生一一的

两个基本方式，从人方面看，也就是人之道说（人进入“存在之橙

明”境界）的两个基本方式。 可见，《林中路》之思贯通着海德格尔

50 年代重点实行的语言之思。

海德格尔在本书中表达的另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他独特的“存

在历史”（Seinsgeschich te）观，也即他对于西方形而上学历史以及

西方文明史的总体观点 。 书中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和《黑格

尔的经验概念》两篇，呈现着海德格尔这方面的思想。 阿那克西曼

德处于西方思想史的发端时期，是有文字传世的最早期的希腊思

想家（尽管阿那克西曼德只传下一句话）；黑格尔则是德国古典哲

学的集大成者，标志着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顶峰。 阿氏

和黑氏简直就是历史的两端，足供海德格尔藉以表达出他对于西

方思想和哲学历史的见解了 。

海德格尔的“存在历史”观，简言之就是这样一幅历史图景：前

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是“存在历史”的“第一开端”，发生了原初的

存在之“思”与“诗”（在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早

期希腊“思者”和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等早期“诗人”那里）；之

后，“第一开端”隐失了，进入了形而上学的时代，也即以“存在之

被遗忘状态”为特征的哲学和科学时代，此时代自柏拉图和亚里士

多德以降，至黑格尔而达于“完成”（海德格尔也说，尼采是“最后一

个形而上学家”）；今天，我们现代人处身于又一个转折性的时代，

是形而上学哲学趋于终结而非形而上学的“思”和“诗”正在兴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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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 die Kehre）的时代一一“存在历史”的“另一开端”正在萌

发之中 。

在 1930 年代中期的讲座《形而上学导论》（ 1953 年出版）以及

此后的其他一些专题论文中，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的早期希腊

思想进行了大量的研讨；而本书最后一篇关于“阿那克西曼德之箴

言”的长篇大论，可谓最具代表性和总结性。海德格尔在该文中对

早期希腊思想、提出了他的总体看法，对“存在历史”之发生和演进

也有所提示。此外值得指出的是，海德格尔在本文中实践的“思一

言”（“思想一语言”）一体的思想史考察方法（所谓“词源学探究勺，

应具有普遍的启示性意义，值得我国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借鉴。

与其“存在历史”现相联系，海德格尔在本书中对现代人之生

存境况作了深入的思索，主要包括他的尼采阐释和对技术之本质

的思考。 这方面，特别可见于本书的《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和《世

界图像的时代》两文 。 而书中其他各篇，也处处见证着思的“当代

性”。当代的思无法回避的课题，归结起来大致有两项：其一，价值

虚元，在西方，即由尼采的话“上帝死了”所判定的“虚无主义”时代

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无根”状态；其二，技术困境，即由现代技术所

造成的人类生存的灾难性现实 。 海德格尔从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批

判入手，对虚无主义的本质和技术的本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

到见解，以期在这个“危险”的技术时代里寻求人类的得救之法 。

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对当代技术世界的分

析，充分显示出一位思想家应有的稳重、冷静和深度 。 他的具体的

观点，我们不拟一一细表 。 这里只还想指出一点：后期海德格尔把

形而上学的基本机制规定为“存在一神一逻辑学”（ On to-Th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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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k），实际就是挑明了存在学（希腊哲学精神）、神学（犹太一基

督教神学）和近代科学三者相结合的西方传统哲学文化的根本内

涵。 这应是对西方形而上学哲学的一个全面的把握。海德格尔启

示我们，对于现代西方的诸种现象，无论是价值和信仰的危机，还

是日益扩张的技术 工业文明及其不妙后果，我们都必须立足于

“形而上学”（“存在一神一逻辑学”）这个“根本”来加以分析和

透视。

这个世界是技术的世界 。 这个时代是技术的时代，是神性隐

失的时代。 在本书第 5 篇文章（《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把这个

普遍技术化的“世界时代”标识为“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处身于

“世界黑夜”中的人类总体正在经受着“世界历史”的前所未有的严

峻考验，不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恐怕谁也逃不过“存在之命运”

的法则了 。 因此，行进在“林中路”上的思想家海德格尔，西方人固

然绕不过去，我们东方人也非轻易绕得过去。

与去年出版的拙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台湾时报文化出版

企业有限公司，1993 年）一样，《林中路》的翻译最初也是为准备我

的博士论文而做的 。 想当年，大约在 1991 年上半年的几个月间，

我一气做完本书的初译，密密麻麻记满了两大本笔记。当时我为

之投入的热情真可谓巨大。 时隔两年之后，我接着来做本书的译

事，依然是困难重重。 加上教务和杂事的压迫，我为校译和审订，

断断续续又花了近一年的时间 。 而今终于得以交付出版，也算完

成了我的一桩心愿。

《林中路》初版于 1950 年，由德国法兰克福（美茵河畔）的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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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 · 克劳斯特曼（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出版，后多次重

版； 1977 年被编为海德格尔《全集》第 5 卷出版 。 本书自问世以来

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包括日文等亚洲文字）。中国学者对此书早已

有所关注和论述，也做过翻译的尝试。 而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中

译本。

译者在翻译时主要依据 1980 年第 6 版（德文版），后又据

1994 年第 7 版审订，并参照了英译文。《林中路》各篇之英译文散

见于以下各种英译海德格尔文集： 《艺术作品的本源》和《诗人何

为？》两篇，载于《诗 · 语言·思 》 C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 

New York,1975 ）； 《世界图像的时代》和《尼采的话“上帝死了吟

两篇载于《技术之追问以及其他论文 》 （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1977 ）； 《黑格尔的经验

概念》一篇有单独成书的英文本， （ Hegel ’ s Concept of Experien

ce,New York,1970 ）； 《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一篇，载于《早期希

腊思想》（ Early Greek Thinking, New York,1975 ） 。 这些英译文

对我的中译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 。

本书原著没有“注释”，也没有“索引”。 中译本在不得己处做

了一些注释，并增加了“人名对照表”，凡正文中出现的人名，均已

收入此表中 。

对海德格尔著作的汉语翻译，或许始终只能是一种“试译”。

不可译处多。译者虽然全心全力地做了，但由于学养的浅薄，译文

中必定有许多错悦和失当的地方 。 相信高明的读者一定会不吝赐

教的，也希望不久会有更可靠的译本面世 。

北京大学的熊伟教授曾选译过本书第 5 篇（《诗人何为？》）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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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几段文字，我在翻译此文时参考了熊伟先生的译文。 本书中有

大量的希腊文，其中几处颇令我棘手，幸得杭州大学的陈村富教授

提供帮助 。 张志扬教授仔细审校了第一篇《艺术作品的本源》的译

文。我妻子方红玫为我打印了全部译稿。在此一并致谢。

孙周兴

1994 年 3 月 10 日识于西子湖畔

1997 年 4 月 10 日补记



修订译本后记

《林中路》的中译本先在台湾时报出版有限公司出繁体版

(1994 年），因为排印错误甚多，几不可读 。 1997 年在上海译文出

版社出简体版，印刷品质尚可。但原来的翻译是根据德文单行本

进行的 。 近几年来译者一直在电脑里根据全集版对译文进行修订

加工。 此次出版修订译本，主要基于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全集版增加了“作者边注”，即海德格尔生前在自己的样

书上做的评注，现在由全集版编者冯·海尔曼教授录入全集版中 。

1994 年出的单行本第 7 版也补充了这些边注。 特别是在本书第

一篇文章“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读者可以看到数量不小的“作者边

注” 。 译者以为，这些“边注”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的进

展是很有意义的，理应在中译本中完全呈现。

其二，旧译本中存在不少错说，旧译本是译者比较早的工作，

译文品质和文气均不够理想 。 此番修订时对译文做了逐字逐句的

对照重审，订正明显错误不下几百处，表达及语气不当、不足之处

予以重新处理，亦不止千百处 。 因此，译者自以为，修订译本的品

质当有不少提高了 。

其三，译者这些年来对一些重要译名有了新的考虑，如 Er

eignis ，原译为“大道”，现改为“本有”，少数几处也作“本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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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在新近重订的《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译本中仍坚持了“大

道”这个译名）；再如 Ge-stell ，原从己故熊伟先生译为“座架”，现

统一改定为“集置” ；再如第 5 篇中出现的 Dasein ，当时因为考虑

是诗人里尔克所用，译为“实存”，现统一改译为“此在”；又如 On

tologie，原从《存在与时间 》中译者陈嘉映、王庆节先生译之为“存

在论”，现稍做变化，译为“存在学”。 如此等等。

其囚，旧译本中的一些希腊词语和句子的中译存在不当之处，

甚至在打印时也犯了一些可笑的错误，因为当时译者并不懂希腊

文，连希腊字母φ与v都分不清楚。 现在译者初习了这门语言。 趁

着此次修订，可以改正其中不应有的错误。

修订过程中还增加了一些译注，但量不太多。此外补译了原

版“编者后记”，以为完备 。

武汉大学哲学系的邓晓芒教授对本书第 1 、第 5 篇译文提出

了几十个修改意见，其对学术和学术翻译的严格态度令我感动。

中山大学哲学系倪梁康教授指出了旧译文中存在的几处错误。 我

在修改时充分考虑、采纳了他们的宝贵意见。 在此谨表谢意。 同

时我要感谢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赵月瑟女士和戴虹女士，承她们允

诺，使我有机会实施这次修订计划 。

译无止境。 译者在修订时虽然对全部译文做了逐字逐句的重

新审查校正，但一是惯性厉害，二是译事艰难，所以仍旧会留下遗

憾。 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

孙周兴

2002 年 6 月 30 日记于南都德加

2004 年 5 月 18 日记于沪上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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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修订译本出版后，译者仍发现了几处误译和误植，又蒙

中山大学的朱刚博士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梁剑博士指出译文中两

处明显错误，趁此重版机会一并改正。在此谨向两位博士表示

感谢。

2008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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