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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 ———海德格尔生存与思想的合一

唐　桂　丽

[摘　要] 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思想集中于他的范畴“此在”中。“此在”不是灵魂 、精神和人

格式的主体 ,也不是“意志” 、“强力”等生命体 。“此在”首先意味着生存 ,人通过生存 ,表明他存

在;其次意味着“现象”或思想 ,通过思想显示或思念着而存在。最重要的是他的生存和思想是

同一的过程 ,没有生存 , “此在”无法存在;没有思想 ,生存无法得到显现 ,存在处于黑暗之中 ,无

法得到澄明 ,而存在的澄明是海德格尔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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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思考始终是人的那份对自己无法割舍的爱 ,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思想集中于他的那个范畴“此

在”中 。在众多对海德格尔“此在”的解读中 ,总产生一种不尽然 、不过瘾的感觉 ,于是把海德格尔的《存

在与时间》 、《路标》等书找来读 ,其中收获的那份痛苦 、兴奋与幸福 ,只有自己能够知道 。在对海德格尔

“此在”范畴的整理中 ,笔者认为生存与思想的合一是其根本点 ,便写下这份体会 ,以求教于大家。

一 、生存论式的“此在” ———存在论意义上的生命

要理解“此在”的生存论样式 ,首先必须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 。在海德格尔那里 ,存在虽然不是存在

者 ,但存在从来不是作为存在者的对立面而存在 ,存在不在存在者之外 ,也不在存在者之上作为存在者

总体而存在。存在就是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去存在”。这里 ,你看不见分立或对立的二者 ,只有存在者 ,

存在就是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去成就其所是的过程或状态 。作为过程和状态来说 ,存在永远不是一个确

定的在者 ,它只是一种可能性 ,只是一种“将在” ,它永远处于生成中。作为生成 ,存在并不预先给予存在

者什么 ,它不规定 、不赋予 、不创造存在者。它只是让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去存在 ,存在者成为一个特定的

存在者 ,那么一定是这个存在者本来就如其所是的 。然而 ,存在者虽然没有预先被存在规定 、赋予 、创

造 ,但却是在“去存在”的过程中成就自身 ,即获得规定 ,这样存在是存在者获得规定 ,成就自身的基础或

根据 。如果没有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 ,作为过程或状态的存在 ,也就始终如此地去经历和发生着 ,

不会留下什么特殊的痕迹 。因此 ,存在者在如其所是的那样去成就自身时 ,常常使存在处于被遗忘的境

地。正是“此在”这个特殊存在者的存在 ,使存在的敞开或被遮蔽成为重要的 ,也使存在获得关注 ,并被

照亮 。

“此在”这个特殊的“存在者的`本质' 在于它的去存在”[ 1](第 52 页),而这种“去存在”就是它的生存。

海德格尔反对把人理解为主体 、灵魂 、意识 、精神和人格等这类东西 ,如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在他

看来人“是在现成存在和摆在那里这种意义上加以领会的”
[ 1]
(第 60 页)。因此 ,海德格尔尽量避免使用

“生命”与“人”这样的术语 ,而使用“此在”这个范畴 ,为的就是说明“此在”的生存论性质。

海德格尔不认为先有独立的人或独立的世界 ,然后才有人与世界的相遇 。海德格尔认为人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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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就是他的“在此性” ,即他进入周围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逗留 ,“烦忙” 。“在此”是人逃不开的最初

状态 。人没有高高在上的独立性 ,也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 ,他有的只是“在此”的情境。因此 ,海德格尔

的人 ,不是一个理性的认识者 ,也不是一个像叔本华 、尼采式的非理性的生命体 ,他的人是一个生存者。

海德格尔对人的生存性的强调 ,是通过他对“在世界中存在”的分析来达成的 。人必须进入或逗留在世

界之内。这样 ,人才能接触在世界之内的现成存在者 ,而存在者也只能这样向人展开自己 ,成为人可领

会或通达的东西 。这说明 ,不是先有人或世界 ,然后才有它们在一起的关系 ,而是由于这种“烦忙”的方

式 ,此在和存在者才如此照面 ,人与其它存在者经由“烦忙”形成关系。此在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 ,而是

“烦忙”着生存于此的人。

为了更具体地了解“此在”的生存论性质 ,我们需具体地了解一下海德格尔的几个重要提法:“在世

界之内” 、“烦忙”和“诗意的栖居” 。我们先来看看他的“在世界之内” 。对“在……之中”海德格尔强调的

是居住 、逗留 ,强调地是“我居住于世界 ,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 、逗留之” 。即我生存

在世界之中。这种生存有两点需要强调的:一方面强调了“此在”在此的那种日常性 ,“`此' 即是世界 ,具

体的 、朴实的 、现实的 、日常的世界 。做人即是沉浸于 、扎根于和嵌入这个地球 、这个世界的普遍物质和

事实性物质之中 。”[ 2](第 111 页)海德格尔用“在世界中存在”来表达我们从根本上内在于我们周围的世

界。因此 ,“此在”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者 ,他是进入日常生活世界 ,生存于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 ,他不能

脱离日常生活世界而存在 。另一方面强调了那个“居住 、逗留” ,海德格尔在后期尤其对这个“栖居”做了

深入细致的研究 。海德格尔对“栖居”的强调 ,主要关注的是“在世界内存在”的“此在”与“非此在”式的

存在者的关系 ,前期 ,海德格尔强调对非此在式存在者的操作 、利用和领悟;后期 ,海德格尔则强调的是

一种爱护和保护 。

由此 ,产生了前后期“此在”在生存样式上的差异 。前期 ,海德格尔的“此在”在世界之内的存在 ,具

体体现为“烦忙” :“在世界中与世界内的存在者打交道。”[ 1](第 83 页)其中 ,打交道指的是操作 、使用“非

此在式”的存在者。这样“非此在式”的存在者常常作为“用具”与“此在”相关 ,海德格尔将其区分为“当

下上手状态”和“现成在手者” 。其中 , “当下上手状态”指被自如地使用的“工具” ,人称手使用着“工具” ,

以至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工具的存在 ,而此时 ,则是工具最本己的存在状态。而“现成在手者”则指不能称

心使用的工具。由于人不能自如地使用它 ,才会去留意和关心它的存在 ,对其做理论上的“观看” ,这时

的工具虽被人观察 、留意 ,但却不是其最本己的存在状态 。到这里 ,我们只是说明了由“烦忙”而形成的

“此在”与“非此在式”存在者的状态 。那么 ,世界的状态是怎样呢 ?显然 ,世界不是由在世界之内的存在

者组成的 ,因而不能从存在者状态的性质来把握;世界也不单纯是此在的状况 ,因而也不能由此在这个

特殊存在者的状态去识认 。由此 ,世界其实融身于那些上手状态的指引之中 ,融身于我们对工具的自如

的操作与使用中 ,融身于“烦忙”本身中 。我们之所以能够“烦忙” ,表明我们对世界的熟悉 ,正是这种对

世界的熟悉 ,使我们依据其中 ,却不自知 。那么 ,世界在什么时候被此在所把握呢? 海德格尔认为 ,在上

手东西处于触目 、窘迫和腻味的状态时 ,世界才得以呈现 ,并被此在所把握 。由于“烦忙”体现为对世内

存在者的操作与使用 , “烦忙”的顺利与否 ,则取决于工具的称手与不称手 ,而在称手与不称手的“烦忙”

中 ,此在的烦 、畏 、焦虑 、操心得以呈现。因此 ,前期的海德格尔在两个意义上关注“烦忙” :一为操作和使

用 ,人依据对物的本质之熟悉而操作与使用着物;二为观察 、识别与研究 ,当世内存在物不称手时 ,人开

始对现成在手之物的研究 。当物与世界处于被操作与使用时 ,它们存在但被遮蔽;当物与世界处于被观

察与研究状态时 ,它们暂停存在却得以被领悟和呈现。

后期 ,由于对居住 、逗留中爱护和保护的强调 ,此在与世内存在者的关系发生了转移 ,海德格尔提出

了他著名的“看护者” 、“牧羊人”的提法 。前期的海德格尔仅仅只注意到逗留和持续的存在于世 ,后期的

海德格尔应该说已经注意到人是如何地逗留与持存于世的 。海德格尔从居住的古词“bauen”中指出 ,除

了“居住”的原意外 ,还同时意味着“爱护与保养” ,从而概括出“栖居的基本特征就是一种保护”
[ 3]
(第 156

页)。在后期的海德格尔那里 ,世内的存在者不再仅仅是作为操作和使用的“用具”的身份而存在 ,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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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聚集”而存在 , “聚集被叫作物”
[ 3]
(第 161 页),作为这一物 ,聚集着天 、地 、神 、人这四重整体 。栖息

指的是在大地上 、在天空下 、在诸神面前与人一道逗留 ,而保护则意味着:“守护这四重整体的本质。”
[ 3]

(第 159 页)前期和后期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一样 。前期的世界是人烦忙于此的场所 ,它更多指的是周围世

界和日常生活世界 ,人是扎根或沉沦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后期的世界 ,海德格尔具体提出了天 、地 、神 、

人这四方 ,其中的每一方都要以它自己的方式映射着其余三方 ,并同时映射着自己 ,从而进入四方形成

的那种纯一性中 。四方由于环绕作用 ,相互依偎在一起 ,柔和地 、顺从地嵌合为世界 ,每一物都居留在四

重整体中 ,体现着这四重整体的聚集 ,发生着物之为物的物化 。因此 ,物并非通过人的所作所为而在场

的 ,它是由四重整体世界化了的世界而形成的 ,所以 ,栖居不是一种从无到有的建造 ,而是保护 ,保护那

由四重整体的环化嵌合而成的世界或物 。这样 ,海德格尔后期的世界在境界上比前期具有更强的超越

性。前期人更多地栖息于日常生活世界 ,由之 ,人也更多地沉沦于世 ,体现为烦忙 、烦神与操心;后期人

栖息于天 、地 、神 、人整合的世界中 ,因而 ,他强调这种栖息的“诗意”性。而这种“诗意”指一种让栖居的

筑造 ,而这种筑造又指一种“采取尺度”意义上的筑造 ,而这尺度海德格尔指的是来自于神的人的本质。

海德格尔说:“人以神性来度量自身 。这种度量一旦发生 ,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而这种诗意

一旦发生 ,人就能人性地栖居在大地上 。”[ 3](第 215 页)

二 、思想着的“此在” ———现象意义上的生命

此在作为一个存在者是“为它的存在本身而存在”
[ 1]
(第 15 页),这个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称之为“生

存” ,因而 ,此在始源地是一个生存者。然而 ,此在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 ,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

对存在的领悟 , “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 [ 1](第 16 页)。这样 ,此在的生存过程 ,既是它

的存在过程 ,也是它对存在的领悟过程 ,因而此在还是一个领悟者或思想者。但是 ,海德格尔反对将领

悟或思想作为人的一种特有能力来理解 ,他不赞成“人是理性的动物”的说法。因此 ,领悟或思想是此在

在生存过程中生存状况的一种显现或展示 ,所以说领悟或思想在海德格尔那里更具有“现象”的意义。

作为“显示者” 、“公开者”的现象 ,海德格尔说“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意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

和这种存在的意义 、变式和衍化物”
[ 1]
(第 45 页)。可见 ,海德格尔的现象就是“显现者” 、“公开者” ,它显

示和公开的是存在 ,具体而言 ,它指的是存在的开启 、敞开 、显现 ,指的存在者已经在存在 ,存在的意义和

根据已经在获取 ,存在的其它衍生形式已经在确定 。现象除了涉及存在的开启 、显现 、公开外 ,还涉及一

个如何开启 、公开和显现的问题。海德格尔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指“就其自身显示自身者 ,公开者”
[ 1]
(第

36 页),这种方法是一种还原 、回归或还乡 ,他强调的是“回到事物本身” ,实际上 ,表明了存在拒绝从主体

的角度被把握和认识 ,并同时拒绝作为客体而存在 ,存在是从其存在者去存在的过程中 ,展示或显现自

身 ,体现为存在的开启 、显现。现象不是一种对物的心理表象 ,也不是对普遍性本质的外露的现象 ,它是

一种存在者去存在的显现过程 。“回到事物本身”强调的是回到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二指“把某种东西

展示出来让人来看”[ 1](第 41 页),存在的这种被看的状态 ,暗示了“看者” ,观众的存在 ,没有看者或观众 ,

存在的显现 、敞开 、表演则没有意义 。因此 ,存在离不开此在这个特殊的存在者;没有此在 ,存在就不能

被看 ,它的敞开和遮蔽就没有意义 。因而 ,存在是那种需要被领会为如此这般的存在。另外 ,领会或思

想存在 ,不是指那种从既有的范畴和逻辑规则出来去领会或思想存在 ,海德格尔强调的是“以现象的照

面方式给予的和可用这种方式解说的”[ 1](第 46 页)方法 ,这里强调的现象是此在与某种东西的照面 ,因

而 ,海德格尔的“现象的”方法实质上是生存论方法。现象作为存在的显现 、敞开 ,是此在与某种东西的

照面 ,这种照面强调的是此在进入或逗留在世界中 ,在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 ,即在“烦忙”中 ,此在与其

它存在者照面 ,并领会或通达其它存在者;而其它存在者则向此在敞开它如此这般存在的过程 ,即向此

在显现 ,让此在看其存在 。没有此在的这种“生存” ,就不会有现象。

由此可见思想的“现象”性 。思想在海德格尔那里不是一种形而上学 ,不是主体的一种能力 ,它是存

在的现象 ,是对存在的追问 ,是力求开启 、显现存在 ,是对存在的澄明 。海德格尔的思想开始在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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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说 ,通过形而上学和从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的诸科学都不可能通达那“待思”的

东西 ,因此 ,海德格尔叫停西方传统的思想 ,那种他称为觉知的思想 ,那种“表象着在其对象性中的对

象” [ 3](第 151 页)的思想 ,那种“让在场者如其站立和放置那样站立和放置在我们面前”[ 3](第 148 页)的思

想。于是 ,海德格尔大声地宣称:“在我们这个可思虑的时代里 ,最可思虑的东西显示于我们尚未思

想。”
[ 3]
(第 141 页)原以为这个有待思想者向人隐匿其自身 ,形象地说从人那里扭身而去 。然而 ,那个自

行隐匿的东西虽然抽离我们 ,却以一定的方式抽吸着我们 ,我们被引向那个自行隐匿者。当我们被引向

那个自行隐匿者时 ,我们通过显示到自行隐匿者之中而存在 ,我们在显示那个自行隐匿的东西 ,这时 ,

“人是显示者”
[ 3]
(第 142 页),人在显示 ,也就是人在思想 ,或者说人通行在追问有待思想者的路上。所

以 ,思想不是表象 ,不是觉知 ,不是对站立在我们面前对象的映射 ,思想是一种显示 ,一种追问 ,一种领

悟 ,从根本上来说 ,是对向我们自行隐匿的存在的显现 ,即“现象” 。这样 ,对海德格尔来说 ,与思想相关

的就是两样:一是“待思的东西” ,就是那个存在 ,它在海德格尔那里 ,一会儿是自行隐匿的东西 ,一会儿

是“澄明” ,“思想必然要对这里称为澄明的那个事情以特别的关注”
[ 4]
(第 79 页);二是显示或现象。这

样 ,思想就犹如踏上了一条路 , “思想就在这条道路上追踪某个东西并且领悟这个东西”[ 4](第 83 页)。那

么 ,作为显示或现象的思想如何思想呢 ?

作为现象的“情绪” 、“领会” 、“倾听” 、“言说” 、“阐释” 。人作为显示者 ,作为现象者 ,作为思想者 ,他

的革命性就在于 , “张三”不再被作为一个符号化的物式的具体人来把握 ,也不再被作为一个所有人的总

和的类的人或一切人都具有的共同本质的人来识认 ,更不会被作为表象式的心灵实体来确认。人在海

德格尔那里简单地说就是把存在者的存在显现出来 ,或现象出来。具体来说 ,人在生存的过程中 ,现身

为“情绪” 、“领会” 、“解释” 、“陈述” 、“言谈” ,总体上来说 ,现身为“烦” 。这里让我们领悟到海德格尔不把

人称为人 ,而称为此在的妙处 ,因为人在此就现身为“情绪” 、“领会” 、“解释” 、“陈述” 、“言谈” ,换言之 ,

“情绪” 、“领会” 、“解释” 、“陈述” 、“言谈”不是人的某种能力或部分 ,它就是此刻在此生存着并现身着的

人 ,也就是说 , “情绪” 、“领会” 、“解释” 、“陈述” 、“言谈”也就是人本身 。同样 ,在这里也让我们领悟到 ,海

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才是人的主人”
[ 3]
(第 153 页),不是人有语言 ,人构成或操作语言 ,而是言谈 、语言本

身此刻现身为人 ,也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就是存在之家 ,就是为存在所居有 、并且由存在来贯通

和安排的存在之家”[ 5](第 392 页)。也就是说 ,语言不为人所拥有 ,语言为存在所拥有 ,语言聚集着存在 ,

显现着存在 ,当然 ,在此刻显现着存在的语言本身 ,也就是生存着显现着存在的人本身 ,即此在本身 。思

想也是如此 ,思想不是一种技艺 , “思想乃是存在的思想” ,对此 ,海德格尔强调从两方面来理解 ,“思想乃

是存在的 ,因为思想为存在所居有 ,归属于存在。同时 ,思想又是存在的思想 ,因为思想在归属于存在之

际倾听存在。”[ 5](第 370 页),简单地说 ,思想属于存在 ,思想显现存在 ,因此 ,思想不是人的一种能力 ,思

想就是人本身 ,作为显示存在的人本身 。这样“情绪” 、“领会” 、“解释” 、“陈述” 、“言谈” 、“语言” 、“思想”

都是人本身 ,都是显示存在的显示者 ,都是存在的现身者。

三 、“此在”的革命性———生存与思想的合一

在这里 ,我们已经发现了海德格尔“此在”的革命性 ,也就是对于人的本质理解的革命性 。在《关于

人道主义的书信》中 ,海德格尔明确地提出 ,传统人道主义者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体现为使人在人性中寻

找人的尊严 ,而海德格尔认为“人在其本质中为存在所要求”[ 5](第 379 页),也就是说 ,他已经不从人性这

个形而上学基础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 ,而是从存在出发来理解人的本质。在他那里 , “本质性的东西并

非人 ,而是存在”[ 5](第 392页)。即是说 ,对人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并不是人 ,而是存在。换言之 ,人专注和

关心的也不是人 ,而是存在。那么 ,人是如何切近存在的呢? 海德格尔反对那种站在存在之外 ,对存在

做科学和理性式的把握 ,而主张通过生存 ,他称之为“绽出之生存”的东西来把握存在 ,而这种“绽出之生

存”由于它是“在存在之澄明中的站立”
[ 5]
(第 379 页),从而表现为 ,人内立于存在的真理之中守护着存在

的真理。因此 ,在海德格尔那里 ,人是通过“绽出之生存”来思想存在 ,生存和思想对于海德格尔的人来

·31·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2 卷　

说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对于他的此在来说 ,乃是生存与思想的合一。

前面我们已经说明了“情绪” 、“领会” 、“言谈”作为此在的现身 ,显示出它们就是人本身。注意这里

的人本身 ,不是指“情绪” 、“领会” 、“言谈”作为人的能力或部分或结构而存在 ,而是指它们作为人的生存

的展开状态。前面我们也提到 ,人的生存在海德格尔那体现为 ,人“在世界之中”的“烦忙”与“烦神”以及

“诗意的栖居”。那么 ,在这种“烦忙”与“栖居”中 ,人如何存在呢 ?海德格尔认为 ,人在这时就展开为“情

绪” 、“领会”和“言谈” 。因此 , “情绪” 、“领会” 、“言谈”是人的生存的展开状态。

具体来说 ,有情绪 ,表明人作为那样一个存在者以情绪的方式展开自己的生存 ,通俗地说 ,人或是心

平气和地烦忙着 ,或是心烦意乱地烦忙着 ,这种情绪表明 ,人随情绪的闪烁 ,在世界中与世内的存在者打

交道 ,这样 ,世界 ,共在的他人以及在此的自己 ,在这样的情绪中被展开。因此 ,情绪不是人的心理活动 ,

而是人在生存过程中在此以情绪的方式现身 。在众多的情绪样式中 ,海德格尔最关注的两种情绪是

“畏”和“怕” 。

“领会”作为此在的一种能在的存在方式 ,首先区别于逻辑学中那种与现实性相对的可能性与潜在

性 ,这种“能在”指的是那种“为何之故”去在的状态 ,而这种“为何之故”表明 ,人对事物这样或那样去存

在总已有所领会 。“领会”的生存论形式也有两种“筹划”和“视” 。关于“筹划”不是指拟定计划 ,按计划

安排自己的存在 ,而是指“为何之故”本身 ,因此 ,它是作为一切可能性的可能性而存在 。关于“视”也不

是指用肉眼等感官去观察的那种看 ,而是指随着人的生存过程 ,世内的存在者展开自己让人看 ,这种视

是与此的展开一道存在着的视 ,这种视作为领会活动是离不开生存的 ,它是人在生存过程中 ,与世内存

在者的照面 ,世内存在者处于无掩蔽的澄明状态 ,人才能看 。“视”的这种生存性不可或缺 。

在“领会”的基础上 ,需要关注的还有“解释”和“陈述” 。领会造就自身的活动称为解释 ,因而解释是

将已有所领会的东西整理出来 ,这样解释是真正属于此在的 ,在解释的活动中 ,构筑着此在的意义 。在

这里 ,我们终于发现海德格尔给人留下了一点真正属于人的东西 ,那就是基于解释构成的意义世界 。只

有此在才能够是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陈述是解释的衍生形式 ,而在解释中构筑的意义 ,通过陈述被展

示出来 ,述谓出境 ,传达出来 ,从而被分享。

“言谈”是对可领会状态的勾连 ,不过那是发生在共在基础上的对可领会状态的勾连 。在言谈中 ,海

德格尔强调的是那种分享 ,对那种可领会东西和现身情绪的分享。因而 ,言谈是在共在中发生的 ,它的

生存论的表现形式有听和沉默 。在听中 ,此在作为共在对他人是敞开的 ,因为不听或听得不对 ,就意味

着不懂或没有领会 ,也意味着存在的遮蔽。沉默是那种真正有所领会和理解的沉默 ,这种沉默能够公开

出“闲谈”的无根性和虚无性 ,或者说非领悟性和非理解状态 ,公开出对存在的遮蔽 ,并消除“闲谈” 。因

而 ,言谈“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 1](第 201页)。这样 ,言谈既是共在的生存方式 ,同时也是存在

现身的方式 ,是存在显示和公开自己的现象的方式 。

从上述对“情绪” 、“领会” 、“言谈”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它既是人的生存方式 ,也是展示 、显示公

开存在状态的过程 ,它的生存过程和作为显示的思想过程是合一的。它在生存着 ,同时也就在显示或思

想着 。

当然 ,海德格尔也分析了一种他称为“沉沦”的日常生活状态 。沉沦揭示着个人与他人共同存在的

状况 ,海德格尔形象地称之为混迹于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首先排除了人们对沉沦从道德的角度 ,即坏的

或恶的角度来理解的倾向 ,他强调沉沦仅仅是人们的一种日常存在的方式 ,这种日常与他人杂然共存的

状态就是沉沦。而这种日常的沉沦具体体现为“闲谈” 、“好奇”和“两可”的状态 。

其中 ,“闲谈”只展示出人们聚在一起进行着言说这件事 ,但人们对言说所涉及的东西本身并没有太

多的领会 ,也不太专注和关心言谈所涉及的东西 ,从而展示出“闲谈”的无根基状态。“好奇”产生于人们

对世界作“工件”式操作与烦忙的停顿中 ,或休息中的那种寻视状态 ,海德格尔认为这时的人们仅仅从外

观上去看“世界” ,这种方式的看不是为了领会所见的东西 ,而仅仅是为了看本身 ,他把这种看称为“放

纵” ,即任由自己流连在对与自己照面东西的不断翻新的追求中 ,这种状况体现了人到处在而又并无一

·32·



　第 1 期 唐桂丽:“此在” ———海德格尔生存与思想的合一

处真在的状况。“两可”展示出的是人们在日常沉沦中的这样一种境况:无论是“世界” 、共在的他人还是

此在本身 ,他们看上去似乎被真实地领会了 、把捉了 、说出来了 ,其实却不是如此 ,或者他们看上去不是

如此 ,而其实却被真实地把捉了的这种状况。这种“两可”状态 ,表面上体现为一种无所谓的情形 ,其实

却展示了人与他人的一种紧张的相互窥测 、相互偷听的状况 。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沉沦? 海德格尔以为:一方面由于人们在闲谈中被引诱到公共解释中;另一方

面 ,这种公共解释给人以自信 ,从而将人带入一种“安定”的情绪中;结果 ,这种安定将人引入一种异化的

存在:即本真的人在对人隐蔽着;这种异化指人被挤压入非本真性之中 ,进一步跌入那种非本真的无根

基的 、虚无状态 ,无法自拔 ,海德格尔给出的名字叫“自拘” 。海德格尔就这样通过“引施” 、“安定” 、“异

化” 、“自拘”层层深入地揭示出人的存在的那种非本真性。

人们沉沦着 ,非本真地生活于世 ,表明人生存着 ,却逃避着对存在的思想 ,人们生存着 ,但人们却拒

绝去领会 、去视 、去听 ,存在在人们沉沦时 ,对人处于遮蔽状态 ,人们在逃避思想存在的过程中 ,体现了人

对自己的放逐 ,也呈现出人生存的无根性和虚无性 。这样 ,在海德格尔那里 ,人们可以无思想地去生存 ,

但人们离存在很远 ,也表明了他的不存在。

因此 ,真正的生存是思想与生存的合一。人们通过他的生存 ,去领会 、看 、倾听存在的声音 ,思念着

存在 ,在这种思想中 ,看护着存在 ,并且与存在在一起。这里 ,我们看到了海德格尔关于人的思想的根本

点 ,人没有取得像上帝那样的创造者的位置 ,人也不是那个可以把世界对象化的主体 ,对世界进行统治

和主宰的人 ,人只是通过自己的生存 ,去领会 、看 、倾听存在 ,人通过他的生存进入这个世界 ,然后 ,在天

空下 ,在大地上 ,与神相视 ,或舞蹈 、或歌唱 、或宁静地看与视 。人不创造 ,也不建立什么 ,他只是去生存 ,

并且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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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ein:Integration of Survival and Thought of Heidegger

Tang Guili

(School of Po litics & Law , Jiang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56 , Hubei , China)

Abstract:Heidegger' s thought about man focuses on his categ ory of Dasein.Dasein is nei ther the

subjects of soul , spi ri t and pe rsonali ty , nor the vi talities such as w illpowe r , vigo r and so on.Dasein

means survival f irst.Man indicates his being through his survival.Secondly , Dasein means

phenomenon o r thought.Being is manifested or ponde red through thought.The most important is

that his surviv al and thought happen simultaneously.Without survival , Dasein w ill not exist.

Without thought , survival can no t be display ed.Being w ill hide in the darkne ss wi thout any

clarification , whereas clarification o f being is Heidegger' s t ruth.

Key words:Heidegger;Dasein;survival;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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