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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

内容概要

《存在与时间》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代表著作，1926年写就，翌年出版。它也是本世纪最重要的
哲学著作之一，不仅影响了此后多种重要哲学流派和重要哲学家，而且在文学批评、社会学、神学、
心理学、政治学、法学等多种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存在与时间》一书批判了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把哲学当成知识，把存在当作存在者来研究的
传统。同时抛弃了近代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哲学研究中以认识为起点的方法。海德格尔哲学是从人的存
在——此在入手，在对“存在”的追问中达到存在的意义的澄明。他在对人的存在状况的分析中为现
代人的根本情绪提供了一种把非理性的东西理性化了的形而上学的解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所奠基的存在哲学无论在研究宗旨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意味着西方哲学的一次重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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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

作者简介

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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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于德国梅斯基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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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

书籍目录

写在《存在与时间》中译本前面
中译本修订版前言
中文修订第二版前言
1953年第七版序言
导论  概述存在意义的问题
第一章  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结构和优先地位
第二章  厘清存在问题的双重任务；本书的方法及构架
[第一部  依时间性阐释此在，解说时间之为存在问题的超越的视野]
第一篇  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
第一章  概说准备性的此在分析之任务
第二章  一般的“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的基本建构
第三章  世界之为世界
第四章  在世作为共在与自己存在。“常人”
第五章  “在之中”本身
第六章  操心——此在的此在
第二篇  此在与时间性
第一章  此在之可能的整体存在，向死存在
第二章  一种本真能在的此在式的见证，决心
第三章  此在的本真整体能在与时间性之为操心的存在论意义
第四章  时间性与日常性
第五章  时间性与历史性
第六章  时间性以及作为流俗时间概念源头的时间内状态
附  作者手写的部分边注
附录一  一些重要译名的讨论
附录二  德-汉语词对照表
附录三  汉-德语词对照表
附录四  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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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

精彩短评

1、额
2、正文略有修订，关键是作者边注译出附书后甚好，但，全部边注的位置都没有在正文中标注出来
！这是要让读者自己对照德文“完成”这本书么？
3、读了小半本，尚未结束，然而新的任务已经迫使我放下早期海德格尔了。
4、废掉了，完全看不进去，果断放弃
5、我看了三遍，没插进去，没射。高手解读之后，连续高潮。满本G点。
6、看看
7、触目、窘迫、腻味、褫夺，抛、沉沦、操劳，上手、本真
8、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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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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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与时间》

章节试读

1、《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第95页

        "然而，不可把上手仅仅领会为具有某种看法的性质，好像我们把这样一种看问题的角度加在当下
照面的存在者头上，好像一种当下就其本身而言是现成在手的世界材料以这种方式‘涂上了主观色彩'
。这样的阐释忽视了：若依上面的说法，存在者就必须首先被领会和揭示为纯粹现成在手的东西，在
揭示着、占有着同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中，这种首先作为纯粹现成在手事物的存在者也就必修具有优先
地位和领导地位⋯⋯"案：到底是哪一个更加根本呢？是现成在手，还是上手呢？在前一页，海德格提
到我们看表的时候不知不觉使用了太阳的位置，官方天文学就是按照太阳的位置来调整时间量度。以
此说明上手通达了"自然"，"自然"以此被揭示。这让我想到，我们日用而不知的除了历法，还有一个就
是十进制。这些东西已经深入到了我们的直觉中，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他们本来好像是我们加在"自
然"之上的，他们本来不属于"自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按照儒家的说法，圣人仰观俯察，修道
为教，这就是天理之节文，就是所当然之则。但是今天的科学世界观就站在海德格所反对的那个立场
上（这个立场在希腊哲学中是相当有根的），把儒教的礼义瓦解为"主观色彩"而已。并非所有儒教学
者都把礼义作为"天经地义"的东西，最近看邓小虎所写的《荀子的为己之学》，他所理解的荀子，对
礼义的论证就是说那是圣人的理性制作，但这种制作是人获得美好生活的最佳选择。可能正因为这种
商量的态度，《荀子》无法列为儒教之"经"。荀子以外的儒教太强势，但是荀子是否又太弱势了呢？
最近读朱熹对易传和濂溪的阐释，觉得至少理学所说的理，归结到最后还是"一阴一阳之谓道"，尽管
要证的是其所以然的一理，但在实际的"观"中，具体内容还是阴阳而已。要是没有对这种"理"的同情了
解，恐怕难以不归之为戏论。其实，佛教的思想在这里的确威胁着儒教的根基。悬象著明以下的东西
都只是世间法而已。上手状态、礼义、世间法，这些东西到底是遮蔽了我们呢？还是体现了本真呢？
谁遮蔽了我们？谁体现了本真？当然，遮蔽即本真。儒教能否真的游心于这个层次呢？

2、《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第100页

        “世界不来呈报，这是上手事物之所以可能不从它的不触目状态中走出来的条件。上手的存在者
的自在就在这里面组建起它的现象结构。不触目、不窘迫、不腻味这些褫夺性术语意指着首先上手事
物的存在所具有的一种正面的现象性质。这些'不'意指着上手事物守身自在的性质。当我们说到自在
的时候，眼中所见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我们却把它首先归给现成在手的东西⋯⋯”（以下只是一些片
段的思考）正面的现象性质，可以理解为流行境界中的实理自然。自在，being in itself ，可以理解为如
是之是。当三者发生的时候，上手状态残断，世界性呈报出来，一法、一物便作为一“是者”与此在
照面。这也可以理解为此在从流行境界中脱离，而坠入杂染与清净的相对中（清净以见遮的面貌呈现
，或许可以说成这里的上手状态的合世界性，待考）。而所谓的世界性，似乎应理解为心性？我性？
唯识性？转变性？似二取显现性？（遍计所执性？）但是明确的是，自在，如如，不是在现成在手的
意义下理解的，而是在上手、流行中理解的。

3、《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第92页

        “使用着操作着打交道不是盲目的，它有自己的视之方式，这种视之方式引导着操作，并使操作
具有自己特殊的把握⋯⋯实践的活动并非在茫然无视的意义上是非理论的，它同理论活动的区别也不
仅仅在于这里是考察那里是行动⋯⋯其实行动源始地有它自己的视，考察也源始地是一种操劳⋯⋯”
援引此段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儒释道三教的“理论”不离学者个人的证量，为什么工夫论不能作为
本体论心性论的附庸，为什么学贵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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