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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

内容概要

《哲学，这是什么？》是海德格尔晚年一篇关于哲学之本质理解的文章。在本讲稿中，王庆节教授对
海德格尔的这一整个文本进行分段细读，带领读者一窥海德格尔之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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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

书籍目录

讲稿
第一讲
一引言：最 艰深的与最 简单的
二哲学的开端：爱智慧
三爱智慧与爱知识
四为什么叫“哲学博士”？
五两个“R”与两个“C”
六苏格拉底：为哲学辩护
七“和阴影作战”
八苏格拉底的“爱智慧”
九“对人来说，未经察验的生活不值得去活”
十在哲学的“源头”思考与发问
十一阅读海德格尔与“脑筋急转弯”
十二后现代的问题意识
第二讲
十三《哲学，这是什么？》的标题和架构脉络
十四哲思活动与“上道”
十五“在本质的深处触动着我们”
十六哲学是执掌理性之权杖的CEO吗？
十七“倾听”哲学的“开端”
十八希腊哲学的发问形式：“这是什么？”
十九“是”抑或“不是”？
二十“是什么”与“什么性”
二十一“树是什么？”与“人有几个脚趾头？”
二十二“我们走在大道上”与“瞥一眼圈子”
二十三哲学之“爱”的原本：“欲爱”还是“关爱”？
二十四从智慧之“惊讶”到哲学之“爱欲”
二十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完结者和西方传统的开启者
二十六哲学的“对话”：对存在之“劝说”的“应合”与“调音”
二十七哲学之“调谐—定音”的“情调”
二十八哲学：“惊讶”中的“开端”
二十九近现代哲学的“情调”与“走向语言”／“召唤诗人”
文本
这是什么——哲学？
建议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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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

精彩短评

1、搭建哲学发展框架，但是海德格尔部分深入不够。
2、鉴于通识性讲座的受众，这本很薄的小册子也没法对海氏后期思想做过多的展开和勾连，但还是
可以起到管中窥豹的效果
3、第一讲
4、哲学首先不是概念逻辑，不是分析、推理、演绎之类的东西，而是一个应和、调音的过程，是存
在和存在者之间“劝说”和“应合”的谐音和唱和。
5、深入浅出
6、非常好看的哲学书
7、解讀得不深，可用作入門。
8、很好的海德格尔入门读物
9、作为入门书着实不错啊，但是给四星的原因就在于对我来说它“太入门”了?
10、女朋友对我说，甘阳是不是听说你今年暑假不在帝都，所以通识班才敢重新开张啊！~O(∩_∩)O
哈哈哈~是啊，三年都过去了，通识班重新复课，这讲义终于出版了，当年那讲也就王老师的课讲得
做好！
11、适合小白看(⊙o⊙)
12、看不太懂，关于解构的解释很棒
13、这个讲座虽然是以海德格尔《哲学，这是什么？》作为解读的对象，但是在实际解读过程中，加
入了对苏格拉底申辩的分析，将柏拉图对于哲学的看法与海德格尔对于哲学的解读加以对比。按王庆
节看来，海德格尔将思视作前苏格拉底的本质，而将哲学的分娩留给了柏拉图。总体上说，本书并不
好读。
14、还行吧
15、不错，打开了一头雾水迷惑的局面
16、讲得还是可以的
17、今年的通识教育去旁听了~ 今年李孟老师讲的海德格尔关于柏拉图洞喻的真理观的相关内容，觉
得只要是讲海德格尔都让人有得道的感觉~~
18、【2016阅读计划进度：10/36】
19、王庆节的通识读本，想要速览一遍海德格尔，这本书倒是不错的。
20、对于海德格尔《这是什么——哲学？》一文的导论，当然也可以作为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粗略入
门。比较有意思的是，王庆节老师在这里将苏格拉底的《申辩篇》与海德格尔放在一起讲。
21、看不下去书，快速地翻完这本。海德格尔那篇「这是什么—哲学」的讲义。没有菜老师讲的好⋯
22、比较简单
23、海德格尔 西方哲学
24、王老师在这本讲稿里面把海德格尔的文本讲的很清楚。该文亦可以作为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一个
导引或入门，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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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哲学的开端》

精彩书评

1、这本是海德格尔后期的一篇文本，其中海德格尔通过对“哲学，这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思索，
解构了西方哲学传统，并通过“爱智慧”（哲学）这一希腊语词的起源分析将哲学解释为倾听存在而
与之应合，其目的是借此对西方-欧洲文明之发展进行诊断，从而从根源处重新生发新的可能和新的开
端。通过这篇文本，我们可以窥见海德格尔思想（尤其是后期思想）的几个特点或要害：1、海德格
尔将20世纪西方文明的危机或者说堕落首要地理解为西方哲学的危机（现代科学的完成也是危机的根
本表现），这一危机是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一路传承下来的。因此，既然说欧
洲文明危机从根本上是西方哲学的危机，是属于某个“开端”的危机，那么对应的解决之道就必然是
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重新发问。因而，对于“哲学，这是什么？”的追问或者说重新思索就意味着
对西方文明之命运的思索，所以海德格尔才说“此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命运性的问题
”；2、那么西方哲学的危机何来？在海德格尔的诊断下，这一危机就起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将存
在者之存在理解为存在状态之“在场”，在两人的思想中，哲学乃是一种“能观看的胜任”，即通过
“看”的方式将存在者进行对象化的把握和思索，这就是所谓“爱智者”。这样的方式恰恰不同于赫
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言说，在他们那里，存在意为“聚集”（即逻各斯），“
存在把一切存在者聚集起来，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而哲学则是去应合这样的一种“存在”（或许
可以理解为有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味）。3、对“存在”的追问贯彻了海德格尔前后期思想。前期的海
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此在的突出地位（对存在问题的发问特别地属于人，或者说人拥有
形而上学的天性），最终通过“时间性”解释了人与存在的关系。在后期中，探寻存在的方式或者说
中介由时间变成了语言，相应地，人不再是通过时间性去绽出存在的意义，而是通过聆听存在的劝说
去应合存在。人的优先位置也从“一家独大”变成了“四方域”（天、地、人、神）中的一元。4、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个根基是现象学。但是此现象学并非其老师胡塞尔的现象学。在海德格
尔这里，现象学的具体操作和针对对象都有变化。就对象而言，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
包括人的生存经验和存在根据，更包括历史上诸多哲学文本背后的存在论意识。至于操作方式，除了
直观之外，海德格尔尤其强调解构。在本文中，海德格尔重新解释了“解构”。“解构的意思并不是
摧毁，而是拆解、诉请和撇开那些关于哲学史的纯粹历史学上的陈述。解构意谓：开启我们的耳朵，
静心倾听在传统中作为存在者之存在向我们劝说的东西。通过倾听这种劝说，我们便得以应合了。”
通过后半句的补充，海德格尔将他在前期文本中施展的解构进行了补充和升华。这篇文本虽然简短，
但大体勾勒出海德格尔后期乃至一生运思的主题和方式。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追问诸多问题：1
、作为政治哲学的文明问题能替换为形而上学或者说存在论的存在问题嘛？2、假设说西方文明的危
机真的是西方哲学/存在论的危机，但这一危机的源头就如海德格尔所说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哲学之
失？3、在文本的最后，海德格尔强调“思”与“诗”的亲密因缘，这一因缘或可理解为“大地”。
但大地意味这什么？“四方域&quot;的大地在政治哲学的层面而言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借此对
海德格尔的思想进行一种政治哲学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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