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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德格尔之$思%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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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位思者#海德格尔一生都行进在$思%的林中路中#面对作为形而上学完成的现代技术的

本质&&&座架对人生命的侵扰和控制#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才能唤醒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才能找到失 落 的

家园#诗意地栖居’因此有必要从思之可能(思之发生以及思之期备三个方面来阐释海德格尔之思#以显现他

对人之生存境遇的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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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之可能

首当其冲我们要追问的什么是思？然而这种延续传统

的追问方式正好堵塞 了 我 们 抵 达 真 正 的 思#使 真 正 的 思 拂

袖而去#隐匿不露’海德格尔认为#所谓的$什么是思%并不

是要给思下一个普遍 的 定 义#我 们 学 会 了 这 个 定 义 就 懂 得

了思的本质#就可以把 它 作 为 一 个$手 电 筒%去 找 或 照 哪 是

思哪不是思#可以当 作 万 能 的 钥 匙 来 了 结 一 切’如 同 存 在

一样#我们不能给思下一个所谓的普遍的定义#$思%就是思

之本身#就是去思’这种 思 是 存 在 性 的 思#是 本 源 性 的 思#
而不是模仿(派生的 思’但 是 自 从 柏 拉 图 以 及 亚 里 士 多 德

以来#人被规定为有理 性 的 动 物#把 理 性 看 作 人 的 本 质#思

就被作为人的一个本 质 特 征 固 定 下 来#并 逐 渐 发 展 为 近 代

以来的主客体的对象性之思#表象性之思#并且在现代达到

了顶端’
思被固定下来#也就是对思作了技术性的解释’$将思

做技术的解释这回事 可 以 回 溯 到 柏 拉 图 与 亚 里 士 多 德#在

他们那里#思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就是为做与做服务而进行

考虑的手续’但这考虑在此已经是从实践和创造的角度来

看的’%*?+!A#由于思 被 当 作 实 践 的 或 者 是 理 论 的 东 西 固 定

下来#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比如$伦理学%#$逻辑%#
$物理学%等就一次 又 一 次 从 柏 拉 图 学 派 中 成 长 起 来#这 些

学科的产生就把思变成了$哲学%#并使之一统江山#占据统

治地位’然而这种把思 变 为 哲 学 的 做 法#却 是 对 思 的 一 种

降格’海德格尔曾讽刺说,$这样的判断无异于按照鱼能够

在岸上干地生活多久来评价鱼的本质能力’思登在干地上

已经很久了#太 久 了’%*?+!A#然 而#本 质 意 义 上 的 思 是 这 样

吗？海德格尔告诉我们 不 能 把 思 做 这 样 解 释#思 之 为 思 发

生在区别之前#是一种源发的思#是对存在而非对任何其他

物的思念’$这种思属于存在#因为它被存在抛入存在真理

的真的境界中而且为 此 境 界 而 被 存 在 起 作 用 的)这 个 思 所

思的就是存在’%*?+B##因此#追 问 思 把 我 们 带 上 追 问 存 在 的

道路上’

海德格尔首 肯 巴 门 尼 德 对 思 维 和 存 在 关 系 问 题 的 论

述#他认为#传统的对巴门尼德论述思存关系问题不仅遮蔽

其源始的意 义#而 且 翻 译 也 是 不 符 合 巴 门 尼 德 的 原 意!’

他认为#思既不是哲学之思也不是科学之思#存在也不是说

的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本身’对海德格尔来说#思维和

存在的$同一性%指 的 是 思 存 的 相 互 归 属 的 同 一#但 同 一 并

非相同#因为$在相同的东西中区别消失了’而在同一的东

西中区别显现出来’一种思想愈明确地以同一方式为同一

事情所关 涉#则 区 别 就 愈 是 咄 咄 逼 人 地 显 现 出 来%*?+!A#’

他通过表示 所 属 关 系$的%字 去 说 明 思 维 和 存 在 的 双 重 联

系’他说,$思是存在的#因为思是由存在发生#是属于存在

的’思 同 时 是 存 在 的 思#因 为 思 属 于 存 在#是 听 从 存

! 在关于巴门尼德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熊伟先生翻译的是,$存在就是存在%!见-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第!$E页")陈小

文先生翻译的是,$颖悟!思想"和存在是同一%!见-同一律.#第ABF页")孙周兴先生翻译的则是,$由于为存在所要求和规定#存在者之觉

知归属于存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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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A?思的双重 意 义 就 在 于%思 从 属 于 存 在&听 从 于 存

在!在德文中&’从属于"(G53H-5.)与’同 从(3H-5.)"这 两

个词有字面上的联系&有 相 同 的 词 根#"$!思 存 在 这 一 话 语

告诉我们&存在 已 听 命 地 主 宰 其 本 质&思 又 完 全 献 身 于 存

在!’思完成存在对 人 的 本 质 关 系!思 并 不 制 造 与 影 响 此

关系!思只是把此关系作为存在交付给它自己的东西向存

在供 奉 出 来!此 一 供 奉 的 内 幕 就 是 存 在 在 思 中 形 成 语

言!"#?$!%F存在要显示出来&就必须通过思才能从遮蔽中的

在场走上前台!只有在本真意义上的思才能真正地通达存

在!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表面看起来好像距离人很远&但是

实际上却是最近的 东 西!然 而 现 在 最 近 的 却 变 为 最 远 的&
人只是醉心于存在者&完全把存在遗忘了!’若思把存在者

作为存在者摆出来&思 便 确 是 指 存 在 了!然 而 真 实 情 况 却

是总只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来思而恰恰不是而且从来不把

存在作为存在来思!"#?$!$%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关注存在者&
而不是就存在本身论存在&’哲学从存在者出发思到存在者

身上去&在 过 道 中 看 了 存 在 一 眼"#?$!$%!思 必 须 真 正 的 思

存在本身&才能真正地让存在展现出来!
思维和存在的双重联系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属关

系&这种共属已经不是从’共"的统一性中得到规定&而是从

’属"中得到规定!在 这 里’属"的 意 思 就 是 归 属 入 存 在 中&
’如果我们把思想理解成人的标志&我们就会意识到一种有

关人和存在 的 共 属!"#?$A%?人 和 存 在 的 共 属 告 诉 了 我 们 什

么？告诉了我们人和存 在 的 根 本 性 关 系%我 们 人 作 为 人 就

是被存在带到场&并且向存在敞开并被展现到存在的面前!
现代人在技术座架的摆置下&人不再成其为人&已经变为持

存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我们必须正视它!’座架

***假如我们现在还可以如是说的话***比所有的原子能

和所有的机械本质更具有存在特性&比组织+信息和自动化

的力量更具 存 在 特 性!"#?$A%A因 此&座 架 不 是 危 险 的 东 西&
座架就是我们的生存境域本身&因而座架就是危险本身&真

正的危险本身!人和 存 在 共 属 于’本 有"中&而 人 和 存 在 的

根本的共属使我们看 到 了 本 有 的 第 一 次 逼 人 的 闪 光&从 而

也使我们面临着这样 的 一 种 可 能 性%’座 架&亦 及 那 种 使 人

和存在进入对可计算 的 东 西 的 计 算 之 中 的 相 互 逼 索&作 为

本有向我们说出自己&而 本 有 才 首 先 使 人 和 存 在 进 入 他 们

的本真状态中&那么&就有可能敞开一条道路&在此道路上&
人得以更原初地去经验存在者&去经验现代技术世界整体&
自然和历史&而首先是去经验他们的存在!"#?$A%F这就需要

思去承担这个历史 的 重 担&完 成 人 类 历 史 的 天 命!只 有 当

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要被思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思&才

能真正为我们要思的东西尽力!

!!二、思之发生

如果说思能够承载 存 在 的 历 史 天 命&带 领 我 们 去 通 达

存在&那么在现代技 术 条 件 下&我 们 还 能 思 吗？如 果 不 能&
那我们何以能走出 这 一 命 运？如 果 能&那 么 我 们 现 在 在 思

吗？答案是 ’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的最激发思的东西

显明于%我们尚不会思"#?$?"?#!我们尚不会思&这对于思了

两千多年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致命判决&并且此

判决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尚不会思？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

一个问题!也许我们会 感 到 不 可 思 议&因 为 作 为 理 性 的 动

物的人&怎么不会思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
人的理性思维正在显 示 着 越 来 越 大 的 威 力&使 社 会 发 生 着

日新月异的变化!科学细致精密的思考更是深入到大到宇

宙太空&小至分子+原子&’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做如此

广泛的规划&如此多的调查&如此狂热的研究"#?$?"!"!人类

理性的洞察力和思考 力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效 用&怎 么 能 说 我 们

不会思呢？科学本身不正是’思"的担保吗？难道说正以加

速度扫荡一切未知领域的科学也不会思吗？

海德格尔说%’科学并不思!科学不思是因为它的活动

和方式及其手段规定 了 它 不 能 思&亦 即 不 能 以 思 想 家 的 方

式去思!科学不能思&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长处!正

是这一长处确 保 它 有 可 能 以 研 究 的 方 式 进 入 其 对 象 的 领

域&并在其 中 安 居 乐 业!"#?$?"#F科 学 与 技 术 具 有 相 同 的 本

质&它的研究也是以主客体的思维方式进行的&在海德格尔

看来&科学的这种思 维 方 式 根 本 上 是’算 计 性 的 思 维"!人

类在这条算计性’思 路"上 取 得 了 巨 大 的 成 功&其 成 果 可 以

说是令人叹为观止&但 是 当 古 往 今 来 所 有 的 人 都 涌 入 这 条

似乎可以无限延长的 道 路 时&这 条 路 就 不 知 不 觉 地 被 提 升

为人类思维 的 唯 一 一 条 道 路!而 一 旦 一 条 道 路 变 为 唯 一

的&那么就会堵死了其他可能的思路&并且可能会淘空和敉

平其他思路的原创 性!’思 路"已 经 没 有’思***路"了&只

剩下一条现 成 的 对 象 化 的 拥 挤 的 路***计 算 性 思 维 的 道

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们 都 是 以 同 一 个 面 孔 生 活&同 一 套 方

法去思,看似观点新颖&有创新意识&五花八门的学术观点+
理论+方法+体系等只不过是同一种本质下的变种而已!但

是我们仍然不知&还在沾沾自喜的认为自己在思&其实正是

这时’无思"已经袭 击 了 我 们!所 以’我 们 不 要 给 自 己 做 任

何姿态!我们所有的人&包 括 那 些 似 乎 由 于 职 业 而 思 想 的

人&我们大家往往是能够思想贫乏的人了,我们所有人都是

太容易无思想了!无思 状 态 是 一 位 不 速 之 客&它 在 当 今 世

界进进出出"#%$?"!"!虽 然 我 们 提 出 各 种 各 样 的 创 新&尤 其

是思维创新&难道就保证&或者说就是在思吗？我们丰富多

彩的+作为可能性的思 路 实 际 上 早 已 经 被 算 计 性 思 路 的 绵

绵延伸所吸尽了!
我们尚不会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思&也不是说我们已

经放弃了思的能力&而 是 我 们 的 这 种 能 力 被 另 外 一 种 思 维

所遮蔽&使思本身抽身隐退&拒斥我们抵达它的企求!正如



海德格尔所言!"可是 能 够 闲 置 的 只 是 这 样 的 东 西#它 于 自

身中是生长的根基#比 如 一 块 耕 地$上 面 什 么 也 不 长 的 高

速公路也从来不会 是 一 块 休 耕 地$正 如 因 为 我 们 是 听 者#
所以才会聋#正如因为我们曾年轻#所以才会老#同样地#我

们之所以也会变得思 想 贫 乏 甚 至 无 思 想#是 因 为 人 在 其 本

质基础上具有思想的能力#具有%精神和理智&#并且是被注

定要去思想的$’(?)?"!"所 以 说 当 今 的 人 并 不 是 丧 失 了 思 的

能力#而只是在"逃避思想’$因为在这最激发思的年代里#
我们尚不会思#不是人 没 有 足 够 地 转 向 那 出 自 于 自 身 而 渴

求思的东西#而是思 自 身 的 命 运 使 然$思 在 它 被 人 开 始 思

的时候就已经使自己 从 人 那 里 扭 身 而 去 了#但 在 它 扭 身 的

同时#它也出现了最激发人思的东西#并且同时向人发出了

召唤$"应思的东西在 扭 身 而 去 的 时 候 就 已 经 对 人 的 本 质

发出呼唤了$’(?)?"#F思抽身而去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它比任

何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具有当前性$它作为遮蔽的一面召唤

着我们人的沉思的生 命 本 质#让 我 们 以 关 切 柔 和 的 目 光 去

关注思#带领我们踏 上 思 的 道 路$在 这 条 道 路 上 思 一 直 与

我们结伴而行#引导我们去企达它本身$如海德格尔所说!
"抽身而去的东西仍然在场#也就是说#它在招引我们#无论

我们是否还记得它#或是否已把它全然忘却了$招引我们#
就已经是在场的到达了$’(?)?"??无论思本身如何抽身隐退#
并且是一如既往的掩 而 不 露#只 要 我 们 一 旦 被 作 为 被 召 唤

者#那么就标明我们 已 经 在 思 了$现 在 关 键 是 我 们 如 何 才

能作为这样的被传 召 者 呢？海 德 格 尔 告 诉 我 们#只 有 通 过

倾听才能知道我们的使命所在$
我们要去倾听这种 思 的 召 唤#倾 听 这 种 思 向 我 们 的 允

诺#这种允诺是对思的本真姿态的允诺$因为"思首先是一

种倾听#是一种让自 行 道 说’(?)?#E!#而"倾 听 使 我 们 逾 越 所

有传统习见的藩篱#进入更为开阔的领域’(?)?"?%#正是人在

这种倾听中#以及对这 种 倾 听 的 守 护 中#思 才 会 涌 现#才 会

莅临$我们才能去领会思的本真状态$

!!三、思之期备

现代技术通过 其 本 质***座 架 把 包 括 人 在 内 的 万 物#
都作为持存物控制起来#使人处在最高危险的命运中#从而

把人逼到了生存的危险边缘$人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命运的

控制呢？海德格尔告诉 我 们 只 有 通 过 思#我 们 才 能 对 技 术

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也才能走上一条返乡和归家之路#我

们也才能得救#这就需要我们对思的期备$
"思的期备’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呢？海德格尔引出了德

国伟大的诗人荷尔德 林 给 予 我 们 的 箴 言!"哪 里 有 危 险#哪

里就有拯救$’但在危 险 的 地 方#我 们 难 道 仓 促 上 阵 吗？难

道还是随波逐流走在一代代人所走的拥挤的道路上吗？不

能$因为"按照诗人的诗句#我们恰恰不可能指望能够在有

危险的地方直接而毫 无 准 备 地 把 捉 住 那 种 救 渡’(?)FB$$这

就需要我们为救渡做好准备#作好一系列的思想步骤#思就

是最根本的准备步骤$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对于这里所尝

试的沉思来说#关 键 的 是 期 备 一 个 质 朴 无 华 的 思 想 步 骤$
这种期备性的思想要 旨 在 于 揭 示 那 个 运 作 空 间#在 这 个 运

作空间内#存在本身能 够 在 人 的 本 质 方 面 把 人 重 新 纳 入 一

种原初的关 联 之 中$去 期 备#这 乃 是 这 样 一 种 思 想 的 本

质$’(?)$AB这种本质性期备 的 思 没 有 现 成 的 标 准#也 没 有 固

定的概念能够表明它的特性$它显现自身的方式就是靠与

表象性思维的区别#而 且 在 这 区 别 中 也 并 不 是 和 表 象 性 思

维做一番比较#它是在 表 象 性 思 维 以 霸 占 的 形 式 统 治 人 的

一切其他可能的思的 方 式 的 时 候#顽 强 地 以 毫 不 起 眼 的 方

式运行而显示着自 己$这 种 思 就 是 在 这 期 备 中#像 牧 人 守

护自己的牛羊一样#也像农夫呵护自己的种子一样#虽然它

被表象性的思维深深遮蔽着#但它终究会显出自己的光彩$
我们把种子播下去#也许我们从来看不到禾苗和果实#也许

从来不知道收获$但是 在 我 们 把 种 子 播 进 泥 土 的 时 候#我

们播下的是希望#对 这 一 希 望 我 们 从 不 企 求 什 么$只 是 对

它怀有深深的期备$
也许这种用情至深 的 守 护 并 不 能 给 我 们 应 有 的 回 报#

我们也从不要求它给 予 我 们 什 么+也 许 这 种 思 比 不 上 哲 学

家的伟大#或者更逊色于哲学$因为思"在工业时代被科学

技术烙印了的公众状 态 中#这 种 思 想 所 具 有 的 直 接 的 效 果

显然更逊色于哲 学 所 具 有 的 效 果$’(?)?"B$但 是 哲 学 作 为 现

代技术的理论基础和根源#在现代已经达到了顶端#已经完

结了$然而技术的最高 危 险 的 命 运#对 存 在 遗 忘 的 天 命 却

仍然晦暗不明$在我们这个技术横行的时代#"我们所思的

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 下 刚 刚 发 端 的 世 界 文 明 终 有 一 天 会

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

特性$’(?)?"B$在对这种可能性的期待中#我们只是期待$在

这期待中我们才有可 能 倾 听 到 天 命 的 道 说#我 们 也 才 能 真

正地关注存在$期备性的守护就是留神关注存在的曾在和

将到来的存在之天命#而 我 们 人 也 就 在 这 期 待 中 行 走 在 这

条道路上$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并不

想成为拯救之路#也并 不 带 来 任 何 新 的 智 慧’#但 这 条 道 路

能为 我 们 "开 启 出 达 乎 存 在 之 真 理 的 要 求 的 那 种 远

景’(?)??EA$
作为期备性的思#是 靠 事 物 和 世 界 在 它 们 的 自 身 性 和

未隐蔽状态中的更本 源 的 表 现 来 显 示 自 己#靠 存 在 本 身 的

显露而得到完 成 的#而 不 是 通 过 制 造 和 控 制 加 以 完 成 的$
技术座架造成的人失 去 自 己 的 根 基 持 存 性#失 去 自 己 的 家

园的危险还不是真正的危险$真正危险的是人们对此毫无

准备#没有能 够 进 行 真 正 的 沉 思$所 以 海 德 格 尔 叹 息 道!
"真正莫测高深的不 是 世 界 变 成 彻 头 彻 尾 的 技 术 世 界$更

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 世 界 变 化 毫 无 准 备#我 们 还 没 有 能 力

沉思#去实 事 求 是 地 辨 析 在 这 个 时 代 中 真 正 到 来 的 是 什



么!"#?$?"!E我们只有踏上这条既遥远又艰难%然而又是最近

的沉思之道路&我们 才 能 重 获 人 类 的’根 基 持 存 性"!思 要

求我们’不是片面地系挚于一种表象&不是在表象向度上单

轨行进!沉思之思要求 我 们&深 入 那 自 身 内 初 看 起 来 好 像

完全不集中的东西"#?$?"!E!这就要求我们的一种生存态度

的转变!
这种生存态度的转变也就是如何对待技术的问题!海

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解决技术问题的办法都没有切入现代技

术的本质&他要求我们既不能完全盲目地抵制技术&也不能

被技术所奴役&而是在我们利用技术对象的同时&又保留我

们能够独立于技术对象之外!也即我们在利用技术对象时

能够顺其自然&使物成 为 物&而 不 再 使 物 变 为 持 存 物&同 时

还要防止技术对我们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因为我

们是沉思的 生 命!基 于 此&海 德 格 尔 告 诉 我 们&可 以 采 取

’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这两种关乎

思的生存态度的转变!
一方面&’我们让技术 对 象 进 入 我 们 的 日 常 世 界&同 时

又让它出去&就 是 说&让 它 们 作 为 物 而 栖 息 于 自 身 之 中"!
这种 态 度 也 就 是 海 德 格 尔 所 说 的 ’对 于 物 的 泰 然 任

之"#?$?"!F&一如庄子的’庖 丁 解 牛"!’庖 丁 为 文 惠 君 解 牛&
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 之 所 履&膝 之 所 倚&豁 然 向 然&奏 刀

洪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
)嬉！善哉！技盖至此乎？*庖 丁 释 刀 对 曰()臣 之 所 好 者 道

也&进乎技矣!*"#!$庖 丁 解 牛 并 不 在 于 他 的 技 艺 多 么 的 高

超&也不在于刀 十 数 年 仍 若 发 新 一 样&而 在 于 解 牛 中 的 得

’道"&也就是没有把 牛 作 为 牛&作 为 一 个 对 象 而 存 在&而 是

目无全牛&在自 己 解 牛 的 过 程 中 发 现 道 的 存 在&体 会 道 的

真谛!
另一方面&是对于神 秘 的 虚 怀 若 谷!在 现 代 技 术 对 物

的一味促逼和索取&使自然完全暴露在光明之下&如海德格

尔谈到的&当他看过从月球向地球的照片后&他就惊慌失措

了&而且原子弹爆发的光亮要比一千个太阳的光还要亮&世

界已经毫无秘密可言的状况下&’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了自

身"#?$?"B#!人类探寻自然秘密的欲望使自然万物一览无余

地被逼迫地展现出来&万 物 自 身 自 由 的 展 现 被 深 深 的 遮 蔽

在这种逼迫中!然而在 我 们 欢 欣 鼓 舞 于 自 己 的 胜 利 时&在

我们自以为可以穷尽 世 界 的 秘 密 时&这 种 秘 密 本 身 已 经 悄

然隐退了!隐蔽自己并 不 是 消 失 了&而 是 在 更 大 程 度 上 显

示着自己的威力&所以我们只有’对在技术世界中的隐蔽的

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B#&我们才能让神秘自由地显露&
我们也才能经验到神秘之为神秘!

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给我们允诺

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 一 种 完 全 不 同 的 方 式 栖 居 在 这 个 世

界中&从而使我们能 够 重 新 赢 获 我 们 的 根 基 持 存 性!然 而

这两种态度从来不会自动的落入我们的手中&’它们不是什

么偶然的东 西!两 者 唯 从 一 种 不 懈 的 热 烈 的 思 中 成 长 起

来!"#?$?"B?这就需要我们从对象性的思维解脱出来&进入沉

思性的思维&去唤醒 那 被 遗 忘 已 久 的 存 在 本 身!这 也 需 要

我们为此唤醒做好 准 备!思 尽 管 随 缘 而 生&但 我 们 也 不 是

无所作为&做好准备就是我们的所为!
思引导我们踏上一 条 道 路&这 条 道 路 尽 管 只 是 一 条 林

间小道!在此期间尽管 充 满 了 崎 岖 不 平 和 困 难&但 是 可 能

有一道微弱的光落到我们正在踏上的这条道路上!在这条

道路上&我们可以为我 们 人 类 在 现 代 技 术 条 件 下 所 遭 受 的

最高危险寻找到解救 之 希 望&从 而 能 使 我 们 人 类 诗 意 地 栖

居在这个本就属于我们万物的世界里!只要我们通过思的

唤醒和期待&那么我们 就 会’以 一 种 变 换 的 方 式&在 一 个 变

化的时代里&约 翰+彼 德+海 贝 所 言 必 将 重 新 成 为 真 实(
)我们是植物&不管我 们 愿 意 承 认 与 否&必 须 连 根 从 大 地 中

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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