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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思的轮回》

内容概要

本书稿是我国哲学界泰斗叶秀山先生自其1998—2002年的论文集《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2003年出
版之后，2003—2007年所写论文的合集。其中既有叶先生屡次重读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之后对“
存在”、“自由”诸问题的贯通思考，也有其研读列维纳斯的哲学思想后对哲学史上尤其是当代哲学
中的“存在论”的梳理；既有叶先生对西方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贯关注，也有其对中国儒家
经典的人文关怀，更有对欧洲哲学发展趋势和中国哲学发展机遇的总体把握。 近几年来，叶先生的哲
学思考深入而贯通，不限于专人，亦不限于西方，论及专人的思想时总会贯通整个哲学史，谈及西方
哲学时又会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这或许就是叶先生在他的《三十年学术工作感想》中谈及的，在学术
工作积累和深入到一定程度之后，“思”的分量逐渐加重，在“学”中自由地“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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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专长为西方哲学。1991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
府特殊津贴。著有《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人
民出版社1986年版）、 《思&#8226;史&#8226;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美的哲学》（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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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学也无涯，思也无涯
说“诚”
“思无邪”及其他
20世纪中国哲学家的思路历程——漫谈《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
悼念王玖兴先生
哲学作为哲学
片段的哲思与哲思的片断
守住本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文库叶秀山卷》前言
岁末的思念
康德论哲学与数学及其他——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方法论”想到的
“哲学”与图像一声音一文字
“他者”与“自我”——再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一些感想
列维纳斯面对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当代哲学关于“存在论”的争论
作为导论的哲学——《哲学要义》绪言
矛盾一和谐与自由一发展——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意义
三十年学术工作感想
哲思中的艺术
“厚积薄发”与“一本万利”
哲学之“锐气”，久而弥笃——祝《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出版
哲学须得向科学学习——再议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古代希腊哲学，魅力依旧
黑格尔论“自由”的现实性——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第四章 “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
哲学的“未来”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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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叶先生的书，不用说，还买了他的文集，是真学者！
2、用引号诉说哲学之隐妙。
3、叶老师的“引号”
4、每句话都可以做博士论文的题目。
5、老人家的引号用得太多了，还都是为表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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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思的轮回》

章节试读

1、《学与思的轮回》的笔记-第301页

        Dasein、过去-现在-未来、自由

301
Dasein以其Da显示Sein的维度，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是“有限-有限度-有维度”的，它不是一种
“恶的无限”，而是有限中的无限。Sein的维度，明显地-突出地（ex-istence）表现在人这个“Dasein
”中。
306
过去固然曾是自由的，然而它已经是“自然化-物化”了的自由，乃是自由的“痕迹-轨迹”，它的“
有效应的-自由的”作用，只有通过“他者”的现在的自由体现-显现出来——历史作为事实不能限制
自由，但是作为活的历史的“他者”的“自由”，却可以影响-限制-有效应于我。
自由不仅仅是一种“先天形式”之道德命令，而且是一种创造，此尼采之所以不满康德之处；同时也
是舍勒强调“实质之伦理学”之意义所在。
自由不仅仅是形式，且须得有“内容”，此种内容既然不能来自“感觉经验”，则必来自其自身，于
是自由之内容，必为自身之创造。
307
存在在“未来”。未来不在时间之外，  没有未来，则时间终结，  时间进入非（超）时间-永恒，存在
成为非存在-虚无。到了此时此刻——到时-到点，时间即将成为“没有我”的“他者”，成为“绝对
的他者”。他者超越时空
“神”无“过去-现在-未来“，神超越时间，在时间之外，或曰神有永远的未来 无尽的未来 永恒  永
久的现时   神超越存在-非存在之悖论
314
人原本是形而上的存在者，它进入时间，在“过去-现在-未来”间进进出出，自由进出于“过去-现
在-未来”，使时间的三个维度皆不成为僵硬的事实，而是一种“可能性-或然性”。未来尚未成为事
实，过去同样可以作“或然性”观，后人对于历史的种种不同的版本，说明了历史可作自由的历史观
，而不可能像理论知识那样作出形式上必然的推论；但自由的历史仍有其必然性。
315然而，既然时间不能倒流，他者-古人的死亡不能复生，则历史不能重演，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后
人-现代人对于历史-过去  只能在重构中“认知”历史。克罗齐强调的“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也有这
层意思。
316
"思-在“之同一性    广义的”思“，也是一种“存在”形式——一切我们通常认为的“非存在”，诸
如“思想意识”、语言（符号）、瞬息万变的表现、内心的道德品质等等，无不为“存在”之表现方
式，这就是海德格尔解释莱布尼兹所提的“为什么是存在-有，而不是非存在-无？”这个问题的基本
途径：“无-非存在”（诸如变化-表象-思想等应该表面上看为无）亦为存在，而海德格尔认为，就某
种意义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存在，亦即，不在场的存在对于在场的存在而言，是更为重要的，因此，
海德格尔认为，“为什么是存在-有，而不是非存在-无？”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而不是非存在-
无”  至关重要  正因为有了这个问题的后半部分，“存在”的“时间性-历史性”，即存在不仅指现在
，而且指过去和未来这两个不在场的维度才能凸现出来。
不在场大于-寿于在场，意味着作为存在的自我大于-寿于作为存在者的自我，我的有效应
的gewircklich,effective历史，大于-寿于我的自然生命的历史。从本体论-形而上学来说也就是，我的历
史，大于-寿于我的寿命。亦即，我的死亡的临界点-到时，并非我的历史的终结，我作为存在者的完
成，并非我的存在的完成。

2、《学与思的轮回》的笔记-第267页

        关于时间-空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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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思的轮回》

267“精神”有将空间吸收到时间中来的能力，精神不仅是一种“外在-异化”的力量，而且也是“内
化-己化-同化”的能力。如无“精神”的这种能力，人们面对的将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单纯“现时”的
世界，“过去-未来”将终为“非存在-不存在”。人们有一个过去和未来，盖因人们能从现时的空间
中识得“过去-未来”的时间，“意识”到不仅空间储存了时间，而且时间也储存了空间，外在中有内
在，内在中也有外在。”胸中自有丘壑“。
281
列维纳斯早年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是”暗“的，后来他解释说，“存在-il y a”似乎是一种“创世
”之前的“混沌”状态，似有似无，寂静而唧唧，我深有同感；现在我们进一步感到，黑格尔也有这
层意思，“内在化”恰恰是“万物-事物”之“本质”，为世界之“真在-真实（authentic-eigentlich）
存在”。
282按照海德格尔的意思，“存在”乃是“时间性-历史性”的，那么黑格尔的“内在化”，恰恰也就
是“时间性-历史性”的，这又可以和康德关于“时间”为“内感官”之“形式”接续起来。或许，黑
格尔  将已经“内在化”了的“概念世界”“外化-外在化”出来， “内在化”了的世界，正是真正的
时间性的世界，亦即历史性的世界。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时间性和历史性，似乎牢牢地跟黑格尔的
暗中内在化的思路吸在了一起。
内在的世界似乎在神创世之前，在“绝对精神”外化之前，这样，历史似乎要早于现实   现实的时间
也是内在的时间开显出来的， 空间是时间开显-创造出来的；      时间并非开显空间，而是把空间吸收
进来，使之成为内在的，使空间的必然性内在化为时间的，时间中的空间，自由中的必然，内在中的
外在，这就是历史性。
历史并非仅仅是过去事实之间的因果必然关系，而且还是时间中的人-行为-事情之间的自由关系。历
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不仅仅因为人有记忆，而且因为人在时间中，人不仅有能力把时间外化为空间，
使得世间万物都有意义，使空间开显出时间-历史的痕迹，而且有能力内在化空间，使历史事实开显出
内在的意义，亦即使记忆自由，是记忆不仅是历史学的问题，也是解释学的对象。
283
历史事实作为诸存在者，皆已不存在，有存在者转化为非存在者，“而今安在哉？” 在空间中已经找
不到了；然而，这些历史事实却不仅曾经在过，而且现在仍然在，不在空间中，而是在时间中，在时
间的绵延中，它不是作为必然性对我们起作用，古人不能一定-必然地对今人发生影响，却自有地对今
人发生影响      “有效应的历史”
过去 由今人自由地来看  恰恰保留了存在   于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乃是时间性的、历史性的，也是自由
的。这个意义上的存在，也是内在的，相对于外在的世界而言，乃是“暗”的，“玄”的。 玄乃是玄
思，思想的，在这个意义上，思和在完全统一-同一。
黑格尔  变  海德格尔  非存在保留了存在  “死-无”的龛位里供奉的是“生-有”。语言这个思想性的非
物质存在者，确实存在的家。
历史性活在人们心中，自由-历史-存在自在人心。
284
时间为自由，亦为矛盾，“时间”吸收“空间”是为“历史”。   历史的思，时间的思，也是自由的
思，而不是形式必然的推论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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