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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光：《海德格尔与美学》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是20世纪德国最具魅力的思想家，那么海德格尔有美学吗？他又是如何看待美学的

呢？在他存在的历史之中他如何对美学进行评价与定位呢？作者沿着他开辟的“思”之路径，探究海德格尔对于

美学、艺术、诗等问题的思考，以及海德格尔对中国美学的意义。 

   请读片断：  

第五节真理问题 

      真理问题也是一个海德格尔毕生追问的大问题，因为自古以来，哲学总是把存在与真理相提并论，

当存在观发生变化以后，真理观也必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海德格尔这里，追问存在问题的出发点是“此在在世

界中生存”，这个短语中的各个部分，如此在，世界，生存，在之中，都具有全新的含义，以此为基础，海德格

尔提出了相应的真理观。 

     那么，“真理”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对真理的研究或者真理之科学，“这里所谓

‘关于真理的研究’或‘真理’的科学意味着什么？在这种研究中，‘真理’是在认识理论或判断理论上的意义

上成为课题的吗？显然不是，因为‘真理’所意味的和‘事情’、‘自己显示着的东西’是一样的。如果真理这

个词是用来指‘存在者’和‘存在’的术语，那么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提问一开始就背离了认识与判断这

个我们通常讨论真理问题的领域，和“存在”联系到了一起。 

     “如果真理的确源始地同存在联系着，那么，真理现象就进入了基础存在论的问题范围之内。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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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现象岂不是一定已经在准备性的基础分析即此在的分析中露面了吗？‘真理’同此在、同此在的存在者层次

上的规定性（我们称为存在之领会）有何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及存在论上的联系？能够从存在之领会中指出为什么

存在者必然同真理为伍、而真理又必然同存在为伍的根据吗？”这些明知故问的问题实际上把追问真理现象的结

论摆了出来，明确地告诉我们追问真理现象的出发点是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并且真理总已在此在的生存之中露面

了，现在要做的是，把此结论推演出来。海德格尔选择了传统的真理概念为推演的出发点。 

     海德格尔把传统的关于真理本质的看法归结为三个命题：“1，真理的‘处所’是命题（判断）。2，真理

的本质在于判断同它的对象相‘符合’。3，亚里士多德这位逻辑之父既把认作真理的源始处所，又率先把真理定

义为‘符合”’。这样一种关于真理之本质的认识一直贯穿着西方哲学史，但海德格尔认为把真理标画为“符

合”是十分普遍而又空洞的，因为“符合”总是指知与物之间的肖似关系，所以他觉得在知与物这一关系整体中

暗中一定设定了什么东西，而这个被暗中设定的东西的本身的存在论性质并没有被揭示出来。 

     那么，知与物究竟在哪些方面相符合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还必须先回答，究竟什么是“符合”，它

又怎样成为知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以什么方式成为知与物之间的关系？这种问题摆明了：为了把真

理结构弄清楚，仅仅把这个关系设为前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追问这个关系整体，直问到着这一整体本

身的存在联系。”这样一来就在认识论范围内展开了主客关系问题。按我们惯常的理解，符合总是观念上的判断

内容和判断所及的东西即实在之物之间的关系，那么，应该怎样从存在论上把握观念上的存在者和实在的现成存

在者之间的关系？ 

     海德格尔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设想一个人背对墙说出一个真命题——墙上的“画像”

挂歪了。这个命题之所以真是因为这个人转身知觉到斜挂在墙上的像了。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

它说出了“所认识的东西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例子表明，道出命题的人同墙上的实在的像发生了关系，这张

像不是与作为观念性的表象，而是与实实在在的像这个存在者发生了关系。此二者的区别在于：作为实在的存在

者，它总是从此在的生存中，在与此在的共同在世中被揭示出来，而表象总是在此在对面的，并不与此在发生存

在上手或非上手的关系。海德格尔就此简洁地说：“道出命题就是向着存在着的物本身的一种存在。而什么东西

由知觉得到证明？那就是：命题中曾指的东西，即存在者本身。”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道出命题者对命题的证实“涉及的不是认识和对象的符合，更不是心理的东西同物

理的东西的符合，然而也不是‘意识内容’相互之间的符合。证明涉及的只是存在者本身的被揭示的存在，只是

那个‘如何’被揭示的存在者。被揭示状态的证实在于：命题之所云，即存在者本身，作为同一个东西显示出

来。证实意味着：存在者在自我同一性中显示。证实是依据存在者的显示活动进行的”，而这种存在者在自我同

一性中显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道出命题并自我证实着的认识活动就其存在论意义而言乃是有所揭示地向着实

在的存在者本身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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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余开慧也晚，四岁不能言，八岁不识丁，童稚以愚而见欺，师长以拙而不喜。所幸家中藏书颇丰，

自是避入书海而不能自拔，而今，二十年矣！ 

     二十年来，余求学之心也诚，不敢投机，不敢取巧，谨奉师命而苛求于己；余求学之路也坦，先得栾先生

栋指引而登堂，后得朱先生立元点化而入室，有志于学而能得名师指点，实乃余之大幸，余常叹曰：小子长于穷

僻之乡而得天命如此之厚爱，更何求哉！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回想余考博士之时，与朱先生素不相识，且学不足以应试，才不足以出新，朱

先生不以余愚钝，拔于群生之中，励以明言，琢以匠心，悉心爱护，鼎力相助，如此文果有二三可取之处，如小

子日后能在学术之域略有小成，则功在先生。 

     妻耿秀女士，通达娴淑，结发五年来，相夫育子，无怨无悔。余心惶惶，无以为谢，唯借此处，聊表寸

心。 

     求学期间，得父母倾力资助，年近三十而不能尽孝道、赡高堂，常有愧意。好在父母康泰，来日方长。 

     文中关于中国美学者，多有得于刘恒健先生，弟子遥拜于此，以谢先生教导之恩，想先生辞世未远，九泉

之下，必有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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