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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内容概要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作者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参与中提炼出其政治思想，并对之作一
种相应的内在的哲学的和历史的分析，有力地证明海德格尔哲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
、必然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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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精彩短评

1、论内容应该给5星，不过考虑到翻译，只能给4星~~
2、great
3、不够好读。。。但依旧很有帮助
4、读过的关于《存在与时间》的最好的二手书。
5、擦，垃圾~
6、这是一本很严格的解读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著作，假如你没有时间或者充分的准备去读原
著的话，这本书会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个似乎是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在某些问题的
叙述上弄得比原著还晦涩
7、本书作者对海德格尔的研究相当深入。老朽私人藏书转让，联系QQ：1554948415
8、无比失望的一部译作
9、头痛的书
10、就等于把存在与时间再写一遍。。。
11、如果想读海德格尔，这一本书是其前期思想（也就是《存在与时间》所代表的）的绝佳入门。可
惜只能看电子版，竟没有出版社想再出版了吗？可惜了⋯⋯
12、“死是此在的最本己的可能性，向这种可能性存在就为此在开展出它的最本己的能在，而在这种
能在中一切都为的是此在的存在。” 先给翻译跪了= =
13、晦涩。忽然觉得SuZ虽然是20世纪最重要伟大的哲学著作，也够没劲的。啊，我说的是，存在的
意义这样的东西能不能被基础存在论、或者哲学这种东西揭示出来。特别是这个所谓进行领会的此在
，是无心的。困难重重：此在的时间性何以能被阐述为领会存在的时间性，又如何与存在意义和存在
本身的时间特征相连？存在意义问题之先验境域的此在时间性与时间又是什么关系？此在对存在意义
问题的优先性。企图：克服存在之现成持久在场的单义性，以从源始体验到的时间即时间性的角度领
会存在的意义。感觉基础存在论很空泛。存在的意义应当被指向，而不是被试图指出。
14、不是很懂,感觉不如陈老师的书好.
15、这哪里叫解读啊 明明直接就是改写 到处都是大段的原文引用 特别刚看完原书再看它简直就和再
看一遍原书没两样⋯⋯
16、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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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精彩书评

1、终于看完了英文原版的《Flow of Gifts》，总是觉得他似乎就是未来的我，只是一种梦想吧，还要
好好努力，人家可是Johns Hopkins的Assistant Professor，呵呵⋯⋯不过，这可是我第一本完整读完的英
文学术著作啊，值得纪念，呵呵。下面就要向两本Bourdieu的书进军了，一本是《Homo Academicus
》,另一本是《Practical Reason》。这是两本从法文译成英文的书，读起来难度可见一斑，挑战啊。不
过，我倒是一直很喜欢Bourdieu的，他对于学术界的反思和研究让我在更深的层次上意识到了自己将
面临的种种困境，这种困境一方面来源于学术制度本身，另一方面也来源于学术外的权力格局与意识
形态建制。这又让我想起了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呵呵。并且，刚开始接触Bourdieu的理论的时
候，他总让我感觉到绝望，尤其是他的“场域”（field）和“惯习”（habitus/hexis）这两个相辅相成
的概念，虽然他一直在申明人的主动性，在倡导一种主体的回归——就像是罗斯诺在其名著《后现代
主义与社会科学》中所评论的一样，但我仍然强烈地感受到社会文化的摧毁性制约力量，从中我觉得
只能看见无力与渺小的个人。不过，Bourdieu很喜欢使用“实践”（practice）这个词，对于这个词的
思考倒是揭开了我的疑团。这个词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并且Bourdieu对这个词的理解和使用也受到
了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的影响。对于萨特，我不甚了了，但对于德国存在主义大家海德格尔我却是情
有独钟。记得当初读《存在与时间》的时候，我常常独自在家里拍案而起，或者大声高呼，或者在屋
内来回疾走——这也是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我从不敢读海德格尔的原因。其实当时刚刚读过庄子，
于是我就用对于庄子的浅薄领悟来理解海德格尔，有些进步，但不免流于肤浅。后来用存在主义的观
点来琢磨孔子的时候，我才认识到，原来海德格尔是如此深沉，同时，对于庄子及其与孔子之间的关
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这体现在我那个时候写的论文之中——似乎老师还很欣赏那篇文章。“实践”这
一概念本身就带有着将人作为一种积极的能动者（agent）的味道，并且“惯习”与“场域”的并不完
全重合也为人的主动行为提供了条件。但无论怎样，我们终究无法逃脱社会的约束。其实，萨林斯的
人类学就恰恰告诉了我这一点，尤其是承继了美国的具体主义那条路的象征人类学与解释人类学。一
种索绪尔式的符号性视角将社会与文化的约束性和对人的塑造性展露无遗，我们只能在这种自我的建
构中求得一种自我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的自由其实就是预先注定了的，是一种已被设计好的
自由。其实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绝望也是一种注定的绝望，在这种双重否定之下，我们还能怎样去
面对生活呢？我想，从态度上，还是“庄周梦胡蝶”好些；但人生也总要有些跌宕起伏，年轻的我趁
着还有气力，应该走孔子的道路吧——不要走墨子的道路。
2、这是一本很严格的解读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著作，假如你没有时间或者充分的准备去读原
著的话，这本书会提供一定的帮助。但是这本书也有一个似乎是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在某些问题的
叙述上弄得比原著还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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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

章节试读

1、《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第278页

        “本体论历史的衰亡”翻译有误，应是“存在论（或‘本体论’）历史的解构”（de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ontology）。
他不准备在根据有限性或无限性确定时间方面作出努力翻译有误，应是“他不会试图以‘无限’或‘
永恒’来定义时间”（he will not make an effort to define time in terms of infinity or eternity）。

2、《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第279页

        钟表并不真正度量间隔翻译有误，应是“钟表并不真正度量绵延（Duration）”。Duration是柏格
森哲学的关键词之一，有的学者翻译成“时延”，也不错，但是不可译为“间隔”。
也不要让你丰富的感情打扰我原文是“Do not let the throng of your affections bother you, either”，亦即“
也不要让你丰富的感情干扰你”，译者“你”“我”不分了···

3、《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笔记-第15页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史的知识”翻译有误，应是“对自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
学史的知识”（had a solid knowledge of systematic philosophy as well as of its history since Plato and Aristot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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