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 No.5 海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現象學與人文科學 No.5 海德格》

13位ISBN编号：9789865956713

出版时间：2014-7

作者：劉國英,張燦輝 編

页数：42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現象學與人文科學 No.5 海怠�

内容概要

初版於1927年的《存在與時間》是一本在德國內外哲學界以至整個人文學術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的劃時
代著作，也是海德格的成名作。
在20世紀50、60年代，海德格被視為存在主義哲學在德國的一個重要代表，而《存在與時間》則被理
解為一部深刻剖析人之存在的存在主義哲學巨著。
然而，這一理解方式並不為海德格本人認同。對人之存在的剖析，雖然確是《存在與時間》已發表部
份的一個主題，但它僅僅擔當着預備性分析的角色；直至海德格1976年逝世，《存在與時間》仍處於
未完成狀態。換句話說，從基礎存在論計劃入手支撐着整部《存在與時間》寫作計劃的「存在問題」
（Seinsfrage）研究，顯然遇上了困難，以致該書的寫作中斷了，甚至最終放棄了。
為甚麼它一直處於未完成的狀態？是作者問錯了問題？抑或是問題問對了，但試圖回答問題的方法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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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還是挑戰海德格？評賈尼科的《海德格在法國》（Dominique
Janicaud, Heidegger en France, Paris: A. Michel,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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