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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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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内容概要

他是有史以来自称“哲学家”而最名不副实的人？是纳粹主义的辩护者？还是大陆哲学当仁不让的领
军人物？作为20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海德格尔令人难以捉摸，其思想复杂而浩瀚。本书作者
主要围绕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所论及的在世存在、非本真性、负罪、天命、真理等主
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让这位哲人走出固有的语言和风格，与别样的思路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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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作者简介

作者
迈克尔·英伍德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研究员。已出版著述包括《黑格尔：选集》（编）（纽约，1989
）、《黑格尔词典》（牛津，1992）、《海德格尔词典》（牛津，1999）、《黑格尔的心灵哲学》（
牛津，2008）等。
序言作者
陈嘉映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先后开设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科
学哲学、海德格尔研究、维特根斯坦研究等课程。主要著作有《海德格尔哲学概论》、《〈存在与时
间〉读本》、《语言哲学》、《哲学科学常识》、《无法还原的象》等，主要译著有《存在与时间》
、《哲学研究》、《哲学中的语言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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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书籍目录

书目参照说明⋯⋯⋯⋯⋯⋯⋯⋯⋯⋯⋯⋯⋯⋯⋯⋯⋯⋯⋯⋯⋯⋯⋯⋯⋯⋯⋯⋯
１　海德格尔生平⋯⋯⋯⋯⋯⋯⋯⋯⋯⋯⋯⋯⋯⋯⋯⋯⋯⋯⋯⋯⋯⋯⋯⋯⋯⋯⋯⋯
２　海德格尔的哲学⋯⋯⋯⋯⋯⋯⋯⋯⋯⋯⋯⋯⋯⋯⋯⋯⋯⋯⋯⋯⋯⋯⋯⋯⋯⋯⋯
３　存在⋯⋯⋯⋯⋯⋯⋯⋯⋯⋯⋯⋯⋯⋯⋯⋯⋯⋯⋯⋯⋯⋯⋯⋯⋯⋯⋯⋯⋯⋯⋯⋯
４　此在⋯⋯⋯⋯⋯⋯⋯⋯⋯⋯⋯⋯⋯⋯⋯⋯⋯⋯⋯⋯⋯⋯⋯⋯⋯⋯⋯⋯⋯⋯⋯⋯
５　世界⋯⋯⋯⋯⋯⋯⋯⋯⋯⋯⋯⋯⋯⋯⋯⋯⋯⋯⋯⋯⋯⋯⋯⋯⋯⋯⋯⋯⋯⋯⋯⋯
６　语言、真理、烦⋯⋯⋯⋯⋯⋯⋯⋯⋯⋯⋯⋯⋯⋯⋯⋯⋯⋯⋯⋯⋯⋯⋯⋯⋯⋯⋯
７　时间、死亡与良知⋯⋯⋯⋯⋯⋯⋯⋯⋯⋯⋯⋯⋯⋯⋯⋯⋯⋯⋯⋯⋯⋯⋯⋯⋯⋯
８　时间性、超验和自由⋯⋯⋯⋯⋯⋯⋯⋯⋯⋯⋯⋯⋯⋯⋯⋯⋯⋯⋯⋯⋯⋯⋯⋯⋯
９  历史与世界时间⋯⋯⋯⋯⋯⋯⋯⋯⋯⋯⋯⋯⋯⋯⋯⋯⋯⋯⋯⋯⋯⋯⋯⋯⋯⋯⋯
１０　艺术⋯⋯⋯⋯⋯⋯⋯⋯⋯⋯⋯⋯⋯⋯⋯⋯⋯⋯⋯⋯⋯⋯⋯⋯⋯⋯⋯⋯⋯⋯⋯
１１　梅斯基希的圣马丁？⋯⋯⋯⋯⋯⋯⋯⋯⋯⋯⋯⋯⋯⋯⋯⋯⋯⋯⋯⋯⋯⋯⋯⋯
词汇表⋯⋯⋯⋯⋯⋯⋯⋯⋯⋯⋯⋯⋯⋯⋯⋯⋯⋯⋯⋯⋯⋯⋯⋯⋯⋯⋯⋯⋯⋯⋯
索引⋯⋯⋯⋯⋯⋯⋯⋯⋯⋯⋯⋯⋯⋯⋯⋯⋯⋯⋯⋯⋯⋯⋯⋯⋯⋯⋯⋯⋯⋯⋯⋯
英文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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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因此，决断的此在拥有的是在死亡来临时就结束的未来，可延伸到诞生或者更早些
的过去，另外还有它的现在。海德格尔把这些称做“绽出”，这个词的希腊文来源原意是“置身事外
、向前”，因此引申为“撤消、错位”，后又引申为“身不由己、出神、处于狂喜的精神状态”。（
“绽出”与“存在”相关，两者核心意义相同。）海德格尔说，时间性从根本上涉及这些绽出。他们
对于时间是瞬时的连续这种看法要么是完全否认，要么认为只是以后才会发生的事。伽利略作为物理
学家所烦的是两只不同重量的球从斜坡上滚下来耗时多少，而不是它们在过去、现在或将来是否从斜
坡上滚下来。但是伽利略不得不决定完成这个实验，这个决定涉及到决断此在的绽出的时间性，而此
在是拥有曾在、当前和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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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觉得他(作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理解是可信的，他让这些思想对普通读者变得较为浅易，却并
不曾让这些思想变得俗陋。这是导论写作难能之处。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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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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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名人推荐

我觉得他（作者）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整体理解是可信的，他让这些思想对普通读者变得较为浅易，却
并不曾让这些思想变得俗陋。这是导论写作难能之处。——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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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精彩短评

1、维特那本确实比这本好读多了 从历史性那块开始我就懵逼了 也不想读了 艺术那块也没读因为我的
目标就是存在与时间。。。。哲学家好疯狂！！海德格尔好讨厌！！！！！！！！就这样！！！！！
！！！！！
2、奥⋯⋯
3、three ways of Dasein: being up to the world; being in the world; being with others in the world
4、还算不错吧，感觉海德格尔是本体论，现象，还有烦sorge
5、慢慢的在读，看得眼睛痛，不错，喜欢这样的写作风格
6、看上去是其貌不扬的导论性著作，作者也说只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简略介绍，然而其功力在
这短短的篇幅中还是展现无遗。不同于常见的那种堆砌概念、或者对思想作简单流俗化处理的导论，
本书仅仅围绕《存在与时间》和《艺术作品的本源》两部作品，迅速切入理论最具原创性的深处，同
时又通过恰当的举例消除了艰深术语带来的隔阂感。通过与一些常见的对海德格尔的质疑进行对话，
作者极为高效地带领读者从日常此在的地面上一跃而起，从而书中解释出的理解很难再融入日常的或
科学的形而上学框架，这一框架恰恰是海德格尔想要揭示的东西。超越框架的努力使得海德格尔不再
显得仅仅是一个现象学家、存在主义者、纳粹分子或形而上学的终结者，而是一个引起种种变革的漩
涡核心。书的后半部分对海德格尔艺术观的探讨非常经典，对海德格尔纳粹问题的处理也堪称精辟。
7、回到20年前，俺会被海德格尔唬住，存在，此在，时间，超验...如今，只赶脚一个字:烦Sorge。俺
记得几个事儿:海德格尔的老师是胡塞尔，他写了著名作品《存在与时间》，他与著名学生阿伦特搞婚
外恋，他曾影响了萨特写了《存在与虚无》，他曾是纳粹高喊Heil Hitler。这就够了。
8、中规中矩
9、泛泛而谈
10、即使这是一本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书，理应比原著更好读，但建议一般读者还是不要尝试，因为
很多词语你认识汉字，还是不明白意思，比如自在，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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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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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章节试读

1、《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1页

        此在的存在之所以是个问题，部分是由于其存在”总是我的“，部分由于此在应该用人称代词”
我“或”你“代称。那些仅仅是”现成在手“故而不适合被称做”我“或”你“的实体，其存在对实
体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既然它们无法像此在那样负载起自身的存在，若想成为万物中的一种，它就得
有一种确定的”什么“。但人的存在无论是什么样子都是其决定或已经决定了的：”此在总是作为它
的可能性而存在。“此在从两个方面违背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首先，它不是有着本质属性和各种
属性或”或然性“的某种物质。其次，此在的潜力或可能性先于其实在性：此在不是一个确定的实在
之物，而是各种存在方式的可能性。

2、《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71页

        沉沦性和非本真性错在哪里了呢？从某层意义上讲，它们完全没错。它们是人类困境的必然特征
；我们不能跨出我们所处的状态去用一个外在的标准衡量它。但从另一层面上讲，海德格尔认为它们
会导致错误。浸淫于世界，或者浸淫于世界上的事物，会让我们认为自己是现成在手的，是会思想之
物，是一个工具、一架机器或一台电脑。如果我们嗜好闲聊，我们就会将断言从它在世俗性意指中的
锚定地抽离出来，并将其看做自主的“判断”。从这些方面讲，此在对存在的理解是一个不可靠的指
引。但这些错误本身并非必然是由“常人”的闲聊强加给我们的。“常人”可能会说人是机器、断言
是“判断”，但那是单独的一类错误根源。如果我们相信人是机器（或“主体”），因为这是在我们
应对外部世界的过程中人展现自身最显著的模式，那么我们无须“常人”来告诉我们这些。另一方面
，“常人”所说的可能是对的。简单接受“常人”的所言也许是不体面的、无助于加深理解的，不符
合哲学家的职业特点，即将目光限定在学说，或者至少限定在学术会议或近期刊物上传播的那些问题
上，而这些问题可能是恰当的，所给出的回答也可能是正确的。无论如何，过去那些伟大的哲学家们
——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也会走错路。不过，他们当然不会因此就比海德格尔少半点本真
，或者对闲谈或“常人”少半点拒斥。海德格尔似乎将一个人的信仰的真理性，同这个人自己的“本
真性”以及他对其信仰的坚持融合在了一起。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柏拉图也认为哲学不仅仅
是获取知识的有效工具，而且还是一种有极高价值的生活方式，亦即让人睁开审视真理的心灵之眼的
生活方式。

3、《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71页

        烦
烦跟英文的care一样，通常也有两层意思：首先，表示对某事物的“关心”和“担忧”；其次，表示
“照料”某物。海德格尔所使用的“烦”这个词两层意思都涉及了，但它的意义要比每一层意思都更
基本。即使某个人就这类词的一般意义来讲是没有烦恼的、无忧无虑的或者心不在焉的，在海德格尔
所谓的意义范围内，这个人仍然是烦着的、心有所虑的。正是因为此在的在世存在是烦，我们才会谈
论它对诸如鞋子和锤子这些有待上手的事物的关心（Besorgen），才会谈论对别人的牵念（Fürsorge
）。不过，有关心和牵念就有漠视、蔑视和仇恨；缺乏烦、关心和牵念的实体是诸如石头、树木和动
物这类完全不具备这些能力的实体。烦有别于意愿、希望、努力或认识这些具体的态度。某个人不管
愿意做什么事、希望做什么事以及努力争取什么东西，这个人事先都要烦。某个人要想获得知识，首
先就得烦。在极度抑郁或者焦虑中，也是我们在清醒时最接近于缺乏烦的时候，这时我们会发现难以
对任何事情产生意愿或愿望，甚至不会想要从我们的状态中解脱出来。
       尽管烦体现了此在的整体，它仍然是复杂的。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先于自身、已作为（与在
世中相遇的他物）共在的存在。”（《存在与时间》，192）烦因此涉及我们先前遇到的三个组成部分
。此在先于其自身。它是它的可能性，它暗自踌躇，想知道下面该做什么；它取决于某物。海德格尔
将此与“生存”和“理解”紧密联系起来；而且正如我们在下章将会看到的，它还将此与“将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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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联系起来。此在已经在世。这与“被抛”和“事实性”——此在“总是先在”于一个特定的情形中，
而且这一情形决定了它可获得的可能性——有关，还与揭蔽了我们将要看到的乏味的被抛性的情绪或
“心态”有关，并与过去有关。此在与在世中的实体同在。它参与一项任务，比如说锤击，或者只是
做白日梦。海德格尔将此与沉沦性联系在一起，并且，我们将会看到它还同当前联系在一起。烦这个
概念因此囊括并重新整合了我们迄今对此在的了解，也潜在地事先指出了此在的时间属性。烦与世界
的意指性相关。只有在此在为烦的情况下它才居于一个意指世界中，也只有居于一个意指性的世界中
此在才为

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35页

        海德格尔用来表示“本真”的词是eigentlich，在德语中的意思是“真的”或“合适的”，从这个词
他创制了Eigentlichkeit这个词，即“本真性”。“非本真的”即为uneigentlich——通常意义为“非字面
义的，比喻的”。“非本真性”对应的是Uneigentlichkeit。此在有时是本真的，有时不是。海德格尔
是否认为只有本真的此在才是真正的此在，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存在，非本真的此在就不是在真正
意义上属人的呢？并非如此。他将eigentlich与形容词eigen即“自己的”联系起来，这一形容词用在诸
如“有自己的房间”、“有自己的主见”以及“做自己的主人”等语境中。具有本真性就是忠实于自
己，成为自己，做自己的事。

5、《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的笔记-第54页

        情绪情绪常被认为是精神性的东西，是我们内心的情感，在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扮演一个
充其量是受压制的角色。但海德格尔并不这么认为。处于某种情绪就是以某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它
会实质性地影响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以及对世界中的实体作出反应的方式。情绪与情感不同。
情感涉及的是特定的实体。我对某事很生气，我常生某人的气。但如果我处于一个暴躁的情绪中，尽
管我也许比平常更容易对具体的事情动怒，但我不一定要对某一件事感到暴躁。如果情绪指向任何事
情，它们指向的就是世界而非世界的实体。焦虑、无对象的愁虑（Angst）或厌烦（借用海德格尔的例
子）笼罩着整个世界，它们不同于面对具体的威胁所产生的恐惧或对某个具体事物的厌烦，比如对一
位部长演讲的厌烦。情绪几乎不能为我们所掌控。我可以控制我的行为，决定做什么，遏制自己想做
某事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我可以控制自己的情感：我可以克制自己不去羞辱令我生气的事物，我也
可以去考虑其他的事情而让自己慢慢消气。但是情绪想来便来，想去便去，不由我们来牵引。它们不
针对具体实体，所以我不能通过操纵具体的实体来消除我的沮丧情绪；不论我将注意力转向哪一个具
体实体，它们都笼罩在这种情绪下面。海德格尔用下面这一个不寻常的词表达这种情绪：Befindlichkeit
；该词的大致意思是“怎样找到自我”，“怎样被找到”或“近况怎么样”，它通常被译成会引起误
解的“心理状态”。德语中更常用的表示情绪的词Stimmung也有给乐器“校音”的意思，海德格尔利
用了这层联系：处于某种情绪就是以某种方式校音或调音。
       但情绪真有海德格尔所认为的那样重要吗？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一种莫名的情绪
中。即使情绪不好，我们处理日常事务的方式同我们情绪好的时候也差不多。那什么是日常事务呢？
拿前面我们讨论过的例子来说，为什么海德格尔观察桌子以及摆放桌子的房间的方式同工匠在作坊里
观察它们的方式一样，尽管海德格尔并没有像他那样工作？是因为房子里只有他一个人吗？并非如此
。或许隔壁房间的人正在进行热烈的交谈或正在打牌。即使他真的是一个人，他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读书或草拟一份写作计划。是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理解或更不理解他所处的环境？不是。从相关意义
上讲，房子里的工匠和其他人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并无二致。他们有时也会审视自己周围的环境，尽
管不能像海德格尔那样恰如其分地描述出来。这肯定是因为海德格尔处于一种（比如说）忧郁性怀旧
的状态之中。他没有情绪谈话、打牌、阅读或写作。如果有人哄骗他或者他不顾这种情绪硬撑着去参
加这些活动，他当然也可能很快摆脱目前的情绪。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很轻易被驱散或克服的：
⋯⋯
       但也有人反对说，很少有人会长时间陷入这种无能为力的情绪中。我们难道不能忽视这种情绪，
因为它对在世的存在不重要？即使我们可以做到，也并不代表这种情绪不重要。因为如果忙碌的工匠
或沉思的海德格尔不处于或不可能处于班扬所描述的这种情绪中，他们也肯定处于其他情绪中。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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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牛津通识读本》

从不会没有情绪，就像它不会无所关心一样。处于一种一般的、日常的且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情绪的状
态其实也是一种情绪，尽管我们没有现成术语或简短的定义来描述它。配乐对于揭示电影所展现的世
界常常至为关键，它会传达电影的情绪——满足、兴奋、焦急的盼望或一般的日常性。但只是在电影
中情绪需要音乐来表达。我们则不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会给世界带来我们自己的情绪。无论如何，将班
扬的情绪称之为无能是否恰当呢？这种情绪如果持续下去，会妨碍我们制鞋、写书，也会妨碍我们过
乏味的日常生活或作重大的决定。这并非我们平常所认为的对任何一种大多数人都会犯、远不止班扬
本人才会犯的罪恶的恰当反应。大多数人都会很高兴没有处于这种情绪之中。但是，大多数人也都不
是哲学家，能像海德格尔那样具有如此之高的境界和十分投入的意志。因为海德格尔相信，这样的情
绪揭示了我们平常没有意识到的事物。它们以日常事务不可能实现的方式照亮了这个世界和我们在世
的存在。当工匠发现一件工具丢失了的时候，他就会瞥见他的世界，瞥见这个世界的世俗特征；他在
明显的不在场的部分中注意到了整体。但班扬的这种情绪对于揭示这个世界更为有力、更令人难忘：
它揭示了这个世界的世俗性，并且通过对比也揭示了这个世界日常的不突显性。海德格尔认为，这种
情绪（或者至少那些不太极端的情形如厌烦和愁虑）是哲学家见识的重要来源。但是，它们并非理所
当然地专属于哲学家。非哲学的、平常的此在也倾向于出现这些情绪，于是情绪在海德格尔解释此在
如何成为哲学家的努力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不过，光靠情绪并不能揭蔽这个世界。为此我们还需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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