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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可说之神秘》

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追踪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特别对海德格尔后期思想作了一种类似于
“体系化”的清理和重构，借此来澄清海德格尔的思想主题－－“语言与存在”，
并揭示海氏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思想努力的深层意蕴。
本书的基本内容如下：
一、着眼于思想“转向”问题，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作了批判性讨论
（第一章）。作者认为，前期海氏的基本存在论还不足以构成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彻
底反叛。凭借与世界源始合一的“此在”，基本存在论不但反不了形而上学的“主
体”，而且自身还有沦为“彻底的唯我论”的危险；从此在的“虚无结构”（时间
性）出发来破解“超越”之谜，仍难免失足于形而上学的泥潭。基本存在论依然囿
于“现代主义”哲学范畴内，停留在哲学的“后唯心主义阶段”。就语言问题而言，
前期海氏提出一种生存论存在论的语言观，固然有着明显的反逻辑主义的思想倾向，
但从中也还透露出其前期思想的内在局限性。
二、本书第二章专题论述了海德格尔的早期希腊之思以及海氏的“存在历史”
观。作者认为，“转向”中的海德格尔先行“返回步伐”，即返回到早期希腊思想。
海氏借此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存在历史”观，在他看来，早期希腊思想乃是“存在
历史”的“第一开端”，之后就是思想隐失的形而上学时代；而形而上学在现时代
已进入其终结阶段了，思想的“另一开端”正在启发之中。根本的“转向”乃是“
存在历史”的“转向”。“转向”实即“返回”。在思想之“开端”处才有原初的
存在之思－－阿那克西曼德的“用”(Chreon)、赫拉克得物的“逻各斯”(Logos)和
巴门尼德的“命运”(Moira)等。开端性的存在思想借“基本词语”道出自身－－
“涌现”(Physis)、“解蔽”(Aletheia)和“聚集”(Logos)等。在“返回步伐”中，
海德格尔也形成了他独特的词源学语言分析方法，，并初步构成 了其“语言－－存
在”思想的大体轮廓。
三、本书根据思想的实情，大体上把海德格尔30－40年代关于艺术和诗的沉思
归纳为Aletheia之论（第三章），把海德格尔50年代关于物和词的思考归纳为Logos
之论（第四章）。作者认为，海德格尔是借Aletheia（解蔽）和Logos（聚集）来思
存在本身的“显－隐”或“澄明－遮蔽”之两重性。Aletheia和Logos标征着存在本
身的一体运作，但两者各有所重，Aletheia重于“隐－>显”，Logos重于“显－>
隐”。海氏之论诗和艺术就是一种开端性的“解蔽”。海氏之论物与词，实即思存在
本身的“聚集”（隐、合），思“一切是一”。海氏的Aletheia之思和Logos之思充
分突出了“语言”主题，存在之“显－隐”二重性也是语言之“显－隐”二重性。
语言是存在之家。语言既是Aletheia即“解蔽”之发生，又是Logos即“遮蔽”（聚
集）之运作。
四、本书第五章对后期海德格尔思想的中心词语Ereignis（大道）和Sage（
道说）作了尝试性的译解和专门的讨论，借此挑明后期海德格尔的思想的目标和
宗旨。本文认为，“大道”是后期海氏超越形而上学及其概念方式的运思努力的
集中体现。“大道”的非形而上学特性在于：“大道”高于“有”、“无”，集
Aletheis和Logos 于一体；“大道”是不可说的神秘的“隐匿”，是一个非中心
的“遮蔽中心”；“大道”居有人，人在“大道”中应合“道说”。而所谓“道
说”，乃是海德格尔在非形而上学意义上所思的语言，它是“大道”的运行和展
开，是寂然无声的神秘的“大音”。人应合于“道说”才有“人言”。本真的“
人言”有两种方式－－诗与思。诗是解蔽、创造，思是聚集、保护，两者分别应
合于“道说”（“大道之说”）的“两重性”，亦即“Aletheia-Logos”之“两
重性”。
五、通过具体的诠证研究，本书力图指明，后期海德格尔的“大道”明显有
汉语思想中的“道”的一些烙印。汉语的“道”、“道说”和“道路”等含义被
海德格尔采纳在Ereignis中了。“大道”即“道说”（Sage），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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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g ）。作者认为，海德格尔在超越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艰苦努力中，体会到了
东方思想的一些魅力，但并不见得就乞灵于东方思想了；毋宁说，海氏的思想已
经超越“种族中心主义”，在“语言－思想”的维面上开启出一道世界性的眼光。
六、本书对后期海德格尔的语文思想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系统的探讨，揭示出
海氏的神秘的语言之思的底蕴及其思想渊源。本书认为，“两重性”或“亲密的
区分”乃是后期海氏思想的奥秘所在。“解蔽－聚集”，“澄明－遮蔽”，“在
场－不在场”，“人言－道说”，“可说－不可说”，都表现为一种神秘的“二
重性”（Zwiefalt）。“两重性”实即“大道”（存在）本身，也是“道说”（
语言）本身。人归属于“两重性”，应合于“二重性”。“诗”和“思”在神秘
的“两重性”界面上实现着“道说－人言”即“不可说－可说”的“生成转换”。
因此，“二重性”说是语言发生之源。而诗人和思者的天命，即在  于突入这一
“二重性”的转换界面：说不可说之神秘。
说不可说之神秘－－此乃后期海德格尔的玄奥运思的宏旨要义，亦标征着海
德格尔重解人类语言（文化）生成之谜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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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男，1963年生，浙江绍兴人，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浙江大学哲学
系兼职博导。主要研究方向：西方哲学、西方诗学，尤以德国哲学和现象学为重点。著有《说不可说
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究》（1994年）、《我们时代的思想姿态》（2001年）等；译有《哲
学的改造》、《在通向语言的途中》、《林中路》、《路标》、《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尼采》等
；编有《海德格尔选集》（两卷本）、《世界现象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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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体大思精，提要钩玄。柰何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
2、年少時可是讀的似懂非懂啊，誰叫他是神秘呢，還不可說！
3、汉语海德格尔研究著作中难得的语言流畅之作，仅此就够四星了。。。
4、也属于较早的专著，至今仍值得一睹
5、去蔽的澄明原来就是最初的遮蔽！说不可说说了半天难道就是反者道之动？我去>.< 这就是哲学⋯
⋯
6、前面很清楚。后面很痛苦。= =
7、　　如果說
　　
　　超言之沉默，是超越開口說話的不語；
　　
　　超言絕象，是有些事理不可說 說了也說不清
　　
　　
　　-------------------------
　　我想請問、超越了嗎 契合了嗎 神交了嗎
8、跟我差不度老的书啊
9、人三十岁就写出这样的书了。。
10、真的觉得比禅门不知差了多远，但那在下的动作比顶峰的空要好很多阿
11、第二章第二节可见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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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如果說超言之沉默，是超越開口說話的不語；超言絕象，是有些事理不可說 說了也說不
清-------------------------我想請問、超越了嗎 契合了嗎 神交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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