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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

内容概要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德国著名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
主要代表之一。
为了让中文世界更完整、更深入地理解海德格尔思想，经过反复酝酿而出版了本套《海德格尔文集》
，其中收入海德格尔的代表性著作30卷，其中前16卷为海德格尔生前出版的全部著作，其余14卷为海
德格尔的重要讲座稿和手稿。可以说，本套文集基本呈现了海德格尔哲学的总体面貌。
本卷《论哲学的规定》包括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的最早两个讲座，第一个讲座（1919年战时补救
学期讲座）《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被认为是海氏思想的真正开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第二个讲
座《现象学与先验价值哲学》（1919年）则是海氏对当时主流哲学新康德主义的一个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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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

作者简介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公元1889年9月26日—公元1976年5月26日），德国哲学家。20世纪
存在哲学的创始人之一；现象学、诠释学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德国西南巴登邦（Baden）弗赖堡附
近的梅斯基尔希（Messkirch）的天主教家庭。
1909 年进入弗莱堡大学，前两年主攻神学，辅以哲学，1911年他决定放弃牧师的前程而专攻哲学, 跟随
胡塞尔潜心研究现象学。1913 年夏在施耐德（Arthur Schneider）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心理主义
的判断学说》。
1918 年从战场回来以后，海德格尔正式成为胡塞尔的助教。1922 年在胡塞尔的帮助下，受聘于马尔堡
大学。在马堡时期，海德格尔开始撰写他的主要著作《存在与时间》，1927 年2 月，《存在与时间》
正式印行。半年后，柏林给他颁发了正教授职称。
1928年胡塞尔退休，他被胡塞尔推荐为弗莱堡大学哲学教席的继承人。1929 年海德格尔辞去马堡的席
位，回到弗莱堡大学继承胡塞尔的哲学讲座。30年代以后，他与胡塞尔之间的关系日趋冷淡并最终破
裂。
1933 年初，在德国出现了纳粹的法西斯专政。此后5年间，德国大学教师被解雇受迫害的有2800 人，
但海德格尔却在该年秋天带领960个教授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并一度担任弗赖堡
大学校长。1945 年盟军占领德国以后，他因这段历史受到审查并被禁止授课。1951 年恢复授课，1959 
年退休，以后极少参加社会活动，避居在家乡黑森林的山间小屋，只和很少一些最亲近的朋友一起讨
论哲学问题。1976年5月26日在梅斯基尔希逝世。终年8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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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

书籍目录

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
（1919年战时补救学期讲座）
前言科学与大学改革
导论
第一节哲学与世界观
1.世界观作为哲学的内在任务
2.世界观作为批判的价值科学的界限
3.世界观问题的矛盾。哲学与世界的不可统一性
第一部分作为原始科学的哲学的观念
第一章一条方法道路的寻求
第二节原始科学的观念
1.作为确定规定性的观念
2.原始科学的观念的循环性
第三节通过哲学史的出路
第四节通过哲学家的科学精神态度的出路
第五节归纳形而上学的出路
第二章目的论的一批判的方法的批判
第六节认识与心理学
第七节公理的基本问题
第八节目的论的一批判的规范发现方法
第九节质料之预先给予的方法功能
第十节作为方法核心的理想给予。对原始科学难题的误识
第十一节对目的论一批判的方法的原始科学要求的探究
1.真理与价值
2.有效性问题
3.质料之预先给予与理想之给予的关联。存在与应当
第十二节对前理论领域的吸纳。心理学的客观领域
第二部分作为前理论的原始科学的现象学
第一章体验结构的分析
第十三节问题体验：有东西吗？
1.心理主体
2.追问态度。“有”（esgibt）的含义多样性
3.追问者的作用
第十四节周围世界体验
第十五节体验结构之比较。过程与发生事件
第二章前提问题
第十六节关于外部世界之实在性的认识论问题。批判的实在论和观念论立场
第十七节理论之物的优先性：作为脱弃一生命的事物经验（客体化）
第三章作为前理论科学的原始科学
第十八节认识论的循环性
第十九节周围世界体验的考察方式
1.描述性反思的方法（那托普）
2.重构作为标志性的方法环节，主体化与客体化
3.对那托普方法的批判
第二十节对体验领域的现象学揭示
1.对现象学研究的异议
2.脱弃生命层次的特性刻划。前世界的东西与可认识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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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释学的直觉
现象学与先验的价值哲学
（1919年夏季学期讲座）
导论
1.本讲座的主导命题
2.本讲座的意图
第一部分问题史阐述
第一章作为当代文化哲学的价值哲学的起源
第一节19世纪末期哲学中的文化概念
1.历史学的文化概念：启蒙与历史意识
2.作为成就的文化
第二节价值问题的开端：洛采对自然主义的克服
第二章文德尔班建立现代先验价值哲学
第三节康德哲学的复兴。真理的价值特征
1.柯亨重新发现先验方法
2.作为一切原则之原则的实践理性
3.作为批判的文化哲学的价值哲学
第四节判断与评判
1.布伦塔诺确立判断与评判之间的区分
2.判断与有效性（文德尔班）
3.文德尔班关于否定判断的论著：判断形式的科学规定
第五节对范畴学说的贡献。作为关系学说的逻辑学。反思的和构成的范畴
第六节将历史问题纳入价值哲学之中
1.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狄尔泰建立一门描述心理学
2.文德尔班区分规律科学与事件科学。规律性思维与特例性思维
第三章李凯尔特对价值哲学的推进
第七节历史学的概念构成与科学的认识。作为异质连续性的现实性
第八节历史科学的可能性问题
第二部分批判性考察
第九节现象学对李凯尔特的影响
第十节批判的主导命题
第十一节李凯尔特把握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主观的路径
1.判断与价值
2.明见性与有效性
3.“应当”的超越
第十二节先验一逻辑学的（客观的）路径作为论证主观路径中诸预设的方法
第十三节对否定的考察
附录一论大学的本质和学术研究（1919年夏季学期）
奥斯卡·贝克尔的听课笔记
附录二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1919年战时补救学期）
摘自弗兰茨一约瑟夫·布莱希特的听课笔记
编后记
关于第二版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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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海德格尔再次带我入思考之本质，我辈禹浅还待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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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

章节试读

1、《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44页

        他就是在撤谎。他把某种东西冒充为科学，而实际上这种科学不
是也不可能是科学，因为没有一门科学能达到那个地方，在那里，
1ss思想的原则的起源之所也许可以获得探讨。让我们心平气和地承
认：这些思想原则的起源，设定这些定律的思想的所在，这里所谓所在和地方的本质，所有这一切对
我们来说都还笼罩在一片幽暗之中。也许，这种幽暗在所有思想那里随时都在活动。人是不能
消除这种幽暗的。而进宁说，人必须学会，把这种幽暗承认为不可
避免的东西，而且使之免受那些摧毁幽暗之高度运作的偏见的影
响。这样，幽暗就截然不同于那种昏冥，即作为光的单纯而完全的
不在场的昏暗但幽暗却是光明之奥秘。幽暗保存着光明。光明属于幽暗。因此，幽暗具有它本己的纯
正性。

2、《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46页

        在一部早期的、根据遗稿出版的著作中，卡尔·马克思声称
“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
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早期著作》，第一卷，1932年，第307
许多人会拒绝马克思这种对世界历史的解释以及作为这种解
释之基础的关于人之本质的看法。但没有人能否认，技术、工业和
经济在今天决定性地作为人的自身生产劳动规定了现实的一切现
实性。不过，以这样一个断言，我们已经从那个思想维度中掉了出
来，而上引的马克思关于作为“人的自身生产劳动”的世界历史的
陈述，正是在这个思想维度中活动。因为“劳动”(Arbeit)一词在
此并不是指单纯的活动和事功。这个词是在黑格尔的劳动概念意
ito义上讲的，在黑格尔那里，劳动被思考为辩证过程的基本特征，通
过这个辩证过程，现实的变易展开和完成它的现实性。与黑格尔
相对立，马克思并不认为现实的本质在于绝对的自我把握的精神
中，而在于生产自身及其生活资料的人身上，这一点固然把马克思带入一种与黑格尔的极端对立中，
但通过这种对立，马克思依然处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范围内；因为现实生活和作用处处都是作为
辩证法的劳动过程，也就是作为思想的劳动过程，只要每一种生产
的真正生产性因素依然是思想——不管这种思想被当作思辨形而
上学的思想来实行，还是被当作科学技术的思想来实行，或者是被
当作这两者的混合和粗糙化来实行。每一种生产在自身中就是反
思，是思想。

3、《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58页

        168不过，与这种丧失之危险相比较，另一种危险看起来还要大得
多，那就是：人类受到阻止，不得成为他至今尚未能特别地成为的
那种人。为了洞察这种危险，我们就要追问：人类是以何种方式遭
受摆置之权力的?人类在毫无注意的情况下自己受到摆置，亦即
受到促逼，去把他所归属的世界概无例外地当作可计算的持存物
来加以订造，同时着眼于订造之可能性来确保自己。于是人类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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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

着魔于对可计算之物及其可制作状态的订造意志。既已被移交给
摆置之权力，人类就自己堵塞了通往其此在之本己因素(das
无人状态 原文为Menschenlosigkeit，字面上为“失去人的状态”，日常德语中难得一见，
显然是日式德语。——译注Eigene)的道路。无论是由一种对人类进行肉体毁灭的世界灾难
所造成的外在威胁，还是通过人转变人向其自身展开的主体性所
导致的内在威胁，都没有涵括对人类之人性的决定性危害。因为
这两种威胁都已经仅仅是这样一种天命的后果，即；遭受摆置之权
力的人类，作为被这种权力、并且为这种权力而被订造者，推动对
世界的持存保障，并因此把它推入空虚中。与此相应的是潜滋暗
长的此在之无聊，就其表面来看，这种无聊全无来由，而且从未直
正得到承认，通过信息生产、通过娱乐业和旅游业，它虽然被掩益
起来了，但绝没有被排除掉。人类的特性由于摆置之权力面担不
合予人类，此即对人类之人性的最危险的威胁。而且在这里，下面
这个问题冒了出来

4、《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68页

          只要思想还没有上路，还没有踏上那条由返回步伐指示给它的道路，那么，一个依然到处流传的
谬误就还会胡作非为。这个谬
误在于这样一种要求：人类必须成为技术的主人，再也不能成为技术的奴隶了。然而，人类绝不能成
为规定着现代技术之最本己因素的东西的主人。因此，人类也不可能仅仅是它的奴隶。主人与
奴隶的抉择并未进人在此起支配作用的事态的区域里。如若成功地控制了原子能，难道这就意味着人
类成了技术的主人么?绝对不是。不得不加以控制，这恰恰证实了摆置之权力，表明了对这种权力的承
认，透露出人类行为无能于对它的辖制，但同时这也含着一个暗示，即要在深思之际去服从那在摆置
之权力中依然隐而不
显的神秘。这样一种深思不再能够通过迄今为止的西方一欧洲哲
学来完成，但也不能没有这种哲学，也即不能不把这种哲学的经过
重新居有的传统带向一条合适的道路。经过两千年的准备、在少
数几个世纪里得到展开的现代，既无法在一夜之间得到揭示，根本
上也无法只通过一种人类的谋制(Machenschaft)而得到澄清，从
而使得人类的一种被挽救入其本己因素中的人性能够在其中找到
一个栖居之所。

5、《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45页

        我之所以犹豫于回答，是因为此类回答势必只能是一些提示
而已。由于一种长期的经验教训，我不得不认为，人们不会把这种
提示当作指南来采纳，自己上路去独立思索那个所指明的实事。
人们会把这种提示当作我表达出来的意见来认识，并且把它当作
这样一种东西来传播。任何一种尝试接近占支配地位的表象方式
之所思的努力，本身都必须使有待思的东西与这些表象相适应，因
此必然扭曲了实事。
上述开场白绝不是一个被误解者的抱怨之词，而倒是对一种
几乎不可消除的理解困难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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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

6、《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35页

        望，并且由此把曾在之物翻放到它隐蔽的本质之中。伟大的传统
作为将一来走向我们。它绝不通过对过去之物清算而成为它所是
的东西：指望、要求。正如每一个伟大的作品本身都必定首先唤醒
和塑造了那种每每把在作品中隐蔽的世界带向开放之境的人们，
同样地，作品之生产本身也必定先行听见了被允诺给作品的传统
人们习惯于讲的一件作品的似造性和天才，并非起于一种来自无
意识的情感和奇想的冲动，毋宁说，它乃是对历史的清醒顺从而
这种顺从基于那种可能倾听的纯粹自由，

7、《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52页

        为了真正把握诸如在同一性范围内的中介作用?这样一种简单的关系，思想竟需要两千多年时间。
在此我们还能认为，运思着
的向同一性之本质来源的转投可以在一天内办到么?正是由于这
种转投要求一种跳越”，所以它就需要自己的时间，这时间是思想
的时间，而不是那种今天到处毁坏着我们的思想的计算的时间。
今天，计算机在一秒钟里计算上千次关系。尽管它们有技术上的
用处，但却是空无实质的。

8、《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27页

        因此，思想的空洞形式就可以用公式表达出来。同一律
的公式是A=A。矛盾律的公式是：A不是A。排中律的公式是：
X是A或者非A。

9、《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41页

        我们尚未转投（einkchren)人共属之中。但如何才能达到这a
洋一种转投呢？°那就需要我们自行脱离表象性思想的态度。这种自行脱离是一种跳越(Sprung)意义
上的跳跃(Sat).9它跳高
也就是说从把人作为理性动物的流行观念中跳出来；理性动物在
现代变成了对于其客体而言的主体。这一跳离同时也从存在那里
跳出了。但存在从西方思想的早期就被解释为一切存在者之为存
在者植根于其中的根据?。
如果跳离(Absprung)是从根据中跳出来，那么它跳到什么地
方去呢?难道是跳入一种深渊中么?9只消我们仅仅表象这种揽
越，而且在形而上学思维的眼界中来表象之，那么回答就是肯定
的。只要我们跳，并且释放自己令，那么回答就是否定的、跳往何

10、《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的笔记-第145页

        如果光亮散落到一种“比千百个太阳还亮的”单纯光明中，那么，光就不再是澄明了。困难的是
，保持黑暗的纯正性，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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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对不得体的光明的混合，去发现仅仅与黑暗相合的光明。老子说（第十八章；V.v.施特劳斯译)：
“知其白，守其黑。”0关于这一
点，我们还要加上一个尽人皆知却又少有人能做到的真理  ：终有一死的人的思想必须落人井泉深处
的黑暗中，才能在白天看到星辰。
更难的事情是，保持黑暗的纯正性，也即造成一种只求作为本身闪现出来的光明。只求闪现的东西并
不闪烁。但是，对关于思想规律的学说的规矩描述却想如此这般表现出来，仿佛这些规律的内
容以及它们的绝对有效性直接地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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