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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内容概要

伽达默尔（1990-）德国哲学家。历任马堡大学、莱比锡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海德堡大学教授。在海
德格尔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的解释学”，对现代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主要著作有《
真理与方法——哲学的解释学要纲》。
分析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哲学的解释学要纲》是本书的目的。
在本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著名哲学家中伽达默尔是格外突出的存在。相对来说，他的著作在日本知道的
人不太多，知名度一般来说并不算高。
伽达默尔的“哲学的解释学”是“理解的逻辑”，即以我们的世界理解和自我理解为主题并对其进行
了细致的分析。我们为时代或社会的“成见”所规定的同时，可以超越它，拓开新的视野。在为历史
所规定的同时，可以超越它，拓开新的视野。在为历史所规定的同时重新做成历史——“理解”的活
力（dynamism）中引发“视野融合”。这，就是伽达默尔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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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作者简介

丸山高司，生于1944年，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修了，现任府立大阪女子大学教授，主讲哲学（
人类科学论、人类存在论），主要著作有《人类科学的方法论争》、《为了学习现代哲学的人们》，
译著有《科学·解释学·实践》。
刘文柱，男，生于1953年7月。1971年进入北京大学，先后在东语系、外国哲学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现
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副研究员。论著有《快乐学日语》、《论西田哲学》。
赵玉婷，女，生于1974年5月。1996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日语系，1999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
究中心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北方工业大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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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精彩短评

1、与狄尔泰一样拥护精神科学，但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超越了狄尔泰关注的方法论，相对“近代科
学的方法”主张恢复“精神/人文科学的真理”（真理vs方法）。伽达默尔试图将海德格尔早期的“生
存的真理（时间）”和后期“存在的真理（语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其解释学是“历史的生命
的存在论”（我们作为历史性的生存被历史所规定且创造着历史）。海德格尔后期的“存在”在伽达
默尔那里被视作“传统”，人聆听大道之言而有所言说→人聆听传统的召唤并重新塑造传统。传统是
对过去的伟大的原文的传承，作为历史的存在，我们必须从现在的状况理解过去，精神科学的课题就
是使现在与过去的视野融合，在融合中产生真理。张力１试图凭借视野融合维持传统的连续性，相信
理性/逻各斯与真理２理解总是要重新且不同地去理解，解释学的世界始终有来自他者的冲击。
2、说的清楚易懂，还有很多背景介绍，算是姐的解释学入门教材吧。
3、还好，有点昂长。大多统治者总想靠文字把戏粉饰自己的高贵。克服所有偏见为目标这件事本身
即具有偏见。只是伽达默尔明明是1900年生的02年去世，豆瓣把人家写成(1900-）真的好么。
4、不知道这本书的重点是什么。围着主题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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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章节试读

1、《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的笔记-第五章 第六章

         第五章 论争
哈贝马斯认为
语言是社会性形成的，
在社会中外在的自然强制和内在的自然强制这两种现实的强制在起作用。
两种强制分别在在社会劳动和支配系统中呈现出它们的面目。
语言成为支配或权力的载体。
可能成为使制度化的暴力正当化的工具。
而伽达默尔认为，作为传统的语言是一切真理成为可能的场。
但真理可能是被体系歪曲的交际，不能发挥意识形态批判的功能。
哈贝马斯还谈到，真协议，假协议。

3、伽达默尔论述了，讲过的事情的解释学，。
哈贝马斯则提出了，没有讲述的事情的解释学，
德里达则提出了，无法讲述的事情的解释学。

                      第六章  伽达默尔哲学的现实性

1、理论与实践实践
  理论似乎必须凭实践来正当化
  而实践不外乎是”目的的实现罢了“
理性被工具化了，
单纯事实的人（胡塞尔），没有精神的职业人，没有心情的享乐人（韦伯）

他要复兴”理论”，复兴“实践”，
“教养（共同感觉），判断力，兴趣，等能力或感觉罢了。

2、亚里士多德，人的活动，理论，实践，制作
  理解本身即是实践
  实践会产生新的自我，共同意义下的自我重新发现。

二、理性的变化
   根据“熟虑”重新规定“逻各斯，（理性”
   大凡关系到道德行为，为了实现某个目的该选择什么手段，都是不会预先知道的。
  被作为目的的东西，通过作为手段的具体行为才会被明确规定。
  目的不是预先就明确地给定的，
  目的必须根据每一个具体的状况重新去发现。

理性与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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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在伽达默尔看来
理论就是由于看什么而被“拉入其中”，就是接受，蒙受。
我们在被什么事情吸引的时候，自己就会由于这件事而被突破，。
在理论中，我们变成“脱离自己的存在”
由于被什么东西吸引，我们会变得忘我，恍惚，这或许正是“爱情”。
在爱情中，自己会面向他人开放，而且在他人身上会重新发现自己、
在伽达默尔那里，理性也就是这种爱情。
（有点扯了） 

三、表现性的世界
  我与你如何才能一致，这种一致如何才能具有客观性？
讲话者和听话者都必须各自是独立的人，听话者，由于他是能够讲话的人，因而他是对于其他讲话者
具有否定可能性的人，
而讲话者又由于是他是能够听话的人，因而也是具有自我否定可能性的人。
（相互独立的人相遇，否定为契机，真正的一致，“事件”，“共同性”

3）三木说，
理解”就是追求在“事件中的一致”，
理解本来的目的遭受挫折的时候，才会去理解他者的主观性，即他者的心理或是“体验”。
“他者性”即他者的无法消除的个体性，对理解来说，是最富生产性的契机。
理解“只有通过你才能看到的真理”，只有通过你讲我们才看到的真理。
理解，自己与他者都必须同时具有“不了消除的个体性”

2、《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的笔记-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一章 哲学的解释学
一、解释学的形成
古希腊的解释术，
狄尔泰，整个学问分为两类，一类“自然科学”，；另一半，精神科学，以历史和社会的现实为对象
的诸科学之整体。
历史学的对象是“形态学的东西”其是精神的表现，历史学要对它进行理解。所谓理解就是在感性的
东西中发现精神的东西。或在特殊的东西中发现一般的东西。所以，理解走的是与归纳，演绎根本不
同的道路，。所谓“解释学的循环”就是转移，“个别的东西在整体中被理解，整体的东西被从个别
的东西中理解。
                                              德罗伊森
二、狄尔泰，精神科学的方法论
从生命本身理解生命/。是狄尔泰的根本思想。所谓”理解“归根结底是人的自我理解。
相对于在自然科学的方法上的“说明心理学”，提出了“理解心理学”
“理解”是艺术性的过程，
狄尔泰本人定义，“解释”是用永久性方法对固定化的表现进行技法性的理解。
一般来说，高层次的理解是解释，位于已知和未知之间，以表现为线索把握体验，人物或作品个性的
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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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三、海德格尔 此在的解释学
任何解释都必须事先理解将解释的东西
  把事先理解的东西进一步展开，分节化，变成语言的表现
 理解先行结构，先把持，先视，先把握。

四、伽达默尔，哲学的解释学
  加上适用，历史

第二章 《真理与方法》
一、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
   “真理与方法，应说成是”理解与方法“，
   存在于科学方法的支配领域之外的真理

二、理性的危机
  他的批判目标：
  将科学的理性视为理性的唯一形态，科学主义，以及不相信理性的危机
  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相对主义，”历史主义。“权力意志”，近代科学
   工具理性：没有精神的专业人，没有心情的享乐人（韦伯语）
“方法”理念下，所有事物均被对象化，
 
三，真理和逻各斯
 认识与对象一致何以可能。在认识论之前是存在论
四、人文主义的复兴，“教养”，“他者中的自我归还”
  人文主义，原本通过希腊古典掌握希腊式的”教养(paideia)“由此而陶冶”人性“。(humanitar)
  西塞罗（humanismus)
  人文主义的主要概念可以列出，教养，共同的感觉(sensus communis,日常语中的常识）。判断力，趣
味，四个概念？
  教养在德语中是形成。
形成的基础，“断绝”，与自然的，直接的东西拉开距离。
   从自然的欲求和个人的利害中拉开距离取得自由。
   在断绝基础上形成，非连续性的“发展”
  黑格尔的认为，精神的基本运动是，他者中的自己归还，首先是自己变为他者，即与各种异质的事
物相遇，并积累各种经验，然后通过对这些经验的否定复归于自己，即领会到所学的东西。
   例如种蔬菜，对蔬菜而言是“育成”，而对生产方的人类而言则是教养。虽然不会事事遂愿，但在
经历各种失败后终于长大成人。
   这就是“教养”。黑格尔的劳动概念则是这个意思，劳动是通过生产事物而形成自己。
   与否定的东西或异质的东西相遇中，
将自己提高到普遍性的运动，是指向成熟的运动。
  成熟的人，即有教养的人，可随时应对各种情况，并对各种事物做出准确的判断。这种能力称为机
智。
通过积累各种经验才能体会到的敏锐的感觉。这 是精神科学的土壤，
  
 教养，是精神的基本运动，是“他者中的自我归还，向普遍性的上升。
 第 二，共同的感觉，是对“正确的事和万人幸福的感觉面对共同体乃至社会的爱，自然的爱情，亲
切心/。
 第三，”判断力“，在将个别作为普遍哦一个事例来认知的同时，使普遍适用于个别状况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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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第四，”趣味“，是多种事物中发现整体的能力，或者在整体的关系中，恰当地评价个体的能力。
（这点与海德格尔很不同）

3、《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的笔记-第四章 语言存在论

                  语言存在论
目录： 
一、向语言转换
    皮尔斯的符号学，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论
二、语言的辩证法
      文书和讲述，
三、超越与内在
    存在将自己带入语言（宗教的问题），同时，游戏等等。

具体内容：

1、一个命题 ，
   能够被理解的存在是语言。
   我们总是居住在语言当中，
   语言的本质是无底边的无意识。
   语言的原本作用是表现，这就是意义的产生和存在的事件。

2、语言和画像都是“表现”，
表现既是,存在的事件,同时也是“意义的产生”
就具体性而言，语言看似不如画像，
然而语言，基于其“抽象的疏远性”，因而语言的“理念性”更突出。
（画像，象征，表现，表现，意义的产生，存在的时间，具体性，理念性）

3、
书面语，记述，文书，文献
口语，话语，讲述，会话。
1）黑格尔认为，精神的形成过程（自我实现运动），是外化（自我异化）和内化（自我回归）这两
个相反的契机组成。将自我异化为他者的同时又重新返回自我，即于他在中回归自我，（精神的形成
过程，他在中回归自我，自我异化为他者的同时又重新返回自我）
文书与精神的自我异化契机相对应。
而讲述与精神的自我回归契机相对应

(精神纯粹的痕迹）
     被书写的记录是“精神纯粹的痕迹”，
    在文书中，语言获得了真正的精神性。
    在讲述中实现了意义的理念性。
     自我异化，自我回归。

2）黑格尔在序论中说，忍耐死，在死中支撑自己的生命的正是精神上的生命。
（对于拥有生命的存在者来说，），最大的疏异化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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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只有能够在最大的疏异化的存在中
看到自己的他在的精神
才能达到最深刻的自我认识。、
    
伽达默尔认为
文书就是意义死去的痕迹，
死去的痕迹是最大的自我异化。
“意义死去的痕迹”重新转换到“活生生的意义”上来（这个叫理解）
（意义死去的痕迹，活生生的意义）
 理解的完成形式就是讲述和会话。

3）自我异化与自我回归。光，游戏，言谈。
光通过映照各种事物而表现了其自身，如果没有光就不能理解各种事物，
但是如果没有各种事物的话，光自身无从表现出来。
所谓游戏，是事情的真相。如果没有游戏者的话，那么游戏就根本不存在，。、
但是当游戏者沉浸于做游戏的时候，就会被游戏左右，失去自我。
语言本身也是这样。
言谈一边通过有限的词语来表现其自身，一边消逝在无限的世界。

4、让存在管理语言
  存在将自己带入语言，
  在语言中表现“自己与世界是什么”
  诗人的语言是用来“”表达“我们的语言”。
  在诗的创作中，诗人“让存在来管理语言”

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的笔记-第三章 视野融合

         第三章视野融合
一、启蒙主义，“克服所有偏见为目标”，本身即偏见。
二、被异化的精神：
    批判历史主义，美的主观化，康德和席勒。“美的假象”，现实和美的分开。
三、成见：
1、被抛性筹划
    人生之暗淡，不透明性，
2、 成见的运动：
     原文作为异质出现，成见受到刺激.
     成见的效力暂时停止或悬空。(判断终止的状态)。
     提问，将现实性转换为可能性，使可能性。
     原文的真理要求凸显出来。
      成见也凸显出来。
     自己和原文，现在和过去，紧张关系，
成见运动的结果：
     1） 会话对话，各自的真理要求，
   一面在提出问做出回答，一面建立对于事项的一致看法。
     理解某种思想，即一边重构成问题，一边在重新上演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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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达默尔:视野融合》

     启动理解的最初事件，原文向我们的倾诉，
      倾诉即抛来提问。
     我们 倾听这一提问，
     作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接受，
    然后向原文的问题重新提出疑问。
2）  提问的本质，开放性，
   打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原文的真理要求，我们自身的真理要求，互相碰撞，
    仔细揣摩，发现真正的真理
  3）理解：
（以过去作为媒介，视野融合中，获得更高层次上的普遍性，发觉过去的他者性，打破自己知性的完
结性，对新的经验始终开放）
 理解就是重新以其他的方式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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