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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近现代哲学中，存在追问突出的表现为两种相反的方案，其中一种主张存在判定基于主体的思想条
件而有效；另一种则试图超越主观性论域，主张存在只基于其实际性而有效。康德总体上是采取前一
种方案，认为知识的有效性取自主体的形式和法则，但康德也发现了思想有效性自身的困难，因此并
未彻底放弃存在有效性。胡塞尔将康德的认识论的立场推向了极致，认为只有内在物绝对真实，结果
却造成了“真正的现实性”被取消。海德格尔具有超越传统认识论的明确意识，但是由于未能摆脱主
体性立场，基于“此在”的“能在”的存在领会不可能真正通达现实的存在者。“主体性”最终被证
明是一条通向存在的死路。与上述方案不同，张盾的“构成存在论”主张存在有效性先于一切思想条
件，只能根据存在有效性提出存在问题。于是，存在追问被引向了一条中国式道路，据此存在本意是
可以直接通达的。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卷　构成存在论的论域
第一章　构成存在之一般原理的演证
第一节　存在者与存在行为
第二节　存在行为的可再性与历事。同一性问题
第三节　存在行为的可及性。世界概念
第四节　第三人称存在的观念
第五节　第三人称论域的准则
第一个准则的说明
第二个准则的说明
第三个准则的说明
第四个准则的说明
第二章　人这种存在者的存在分位
第一节　把人的存在分位引入构成论域的任务
第二节　存在之领悟与诠释作为存在之意义问题的根源
第三节　领悟与诠释作为人的存在行为
第四节　在意义关涉中证明自身的构成存在
第三章　事物的存在分位
第一节　论事物作为存在者自己构成的存在内容如何可能
第二节　关于事物存在分位一切构成性原理的系统讨论
第三节　事物存在原理对于打破存在之意义界限的利害关系
第二卷　构成存在论的范本
第一章　引论－－人的存在之问题性质
第一节　人的存在之意义结构
第二节　人的存在之第三人称向度
第三节　人的存在问题性质
第四节　人的存在行为取相为互及性与历事性。向范本分析工作的过渡
第一部分　构成存在的世界论
导言　存在者间相关作为人的世界性机理。意义关涉
第二章　事物之相关性。诠构
第三章　人世间存在作为构成论域的问题
第四章　及于自身的存在行为
第五章　互及之本－－到场齐全
第二部分　构成存在的个体论
导言　个体的历事是人的本身性机理。“自一然”存在
第六章　对人的历事作可再性分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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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可再性的古典形式：周礼
第八章　可再性的现代型式：日常性
第九章　历事之本－－平凡
第三卷　构成分析的方法
从思想批判到存在批判
第一节　思想问题与存在问题
第二节　原理的思想有效性与存在有效性
第三节　存在内容的实际性是一切存在原理的最高理想
第四节　意义理论作为思想批判
第五节　构成分析作为存在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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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盾，男，1956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后转入哲学专
业，2004年在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吉林大学哲学基础
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曾长期从事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论和伦理学方面的研究
。自2000年起，转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著作有《分析的限度：分析哲学的批判》（1999），
《道法自然——存在论的构成原理》（2001），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
术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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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默默无闻的哲学家和他默默无闻的哲学著作。作者受康德和海德格尔影响甚深，有一定的仿写痕
迹，但却开启了一条创造性的思路。无论是否能走得通，但道路本身就足够吸引我们去尝试和驻足。
2、“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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