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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前期海德格尔思想中尽管有着诗化倾向，但是是很少谈及诗的，在这里，海德格尔谈及
了“诗的”话语的目的，他认为诗的话语的目的是与生存论上的情绪紧密相联的，是对现身情态的生
存论上的可能性的传达，同时也是对生存的展开。这种领悟还是十分准确的，在我们的文学艺术实践
中是比较常见的，诗人所作的好诗总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不平则鸣”，“发愤作诗”。诗人作
诗总是对现实有所不满，心中感愤，从而借诗之“酒”浇心中之“愁”。而这“诗酒”其实就是世界
的聚集，在诗人的诗作中道说着世界的状况，都说着此在的生存状态，因此，作为情绪的诗本身就是
“存在之音”。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海德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情绪其实是一种更原始的情感，是来自
对人生的感愤，在生命存在被现实撞击时而发出的生存之音。此在早已在外，情绪现身已经涉及在世
的整个展开状态。把生存展开，就是“诗的”话语的目的。诗的话语本身就是要展开生存。这是海德
格尔前期的“诗论”，其实也是后期海德格尔转向思诗对话的端倪，诗不就是展开存在，创建澄明之
域，从而让人入于天地人神的源初关联之中，进而找回自身存在的源始家园吗？ 话语在所云、话语活
动、传达和公布中勾连着世界的意蕴，而这种意蕴是以此在的在世存在为基础的，要澄清语言的本质
就必须先澄清此在。正是在此基础上，海德格尔实现了有别于传统的话语表现观的对话语的深层领悟
。有话语就会有沉默，因为话语总是从无声中才生成出来的；有话语就会有听，因为正是在听的召唤
中，话语才显示出其所要“栖居之处”。在生存论的层面上，海德格尔不仅对有声的话语作出了根底
性的阐释，而且还对无声的沉默和听作出了独特新异的领会与解释，将此在的在世的因缘整体性阐释
得淋漓尽致，让人对在世的本真存在样式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层理解。 一说到话语，必然要言及听。我
们通常说的听就是听话、听声音。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说话，则另一个人听。而海德格尔认为听也参
与着话语的构成，听是敞开之在，同属共在方式，同时又组建着共在。生存论上的听是源初的，是一
种操劳寓世的相互共属，正是在此能听的基础上，才会有听到声音这回事情。而此一听到声音又比心
理学上的感知声响更为源始。“寓物而居”、“物在语先”是我们生存于世而形成的听的特点。我们
首先听到的是“物”，而不是“纯响动”，这归因于此在在世的寓物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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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新视野丛书:海德格尔的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通过对海德格尔本源之思与诗性突围的研究力求
对海德格尔的思想进一步接近，并最终在命运本源的层面上对海德格尔的诗性思维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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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引领我们切入海德格尔思想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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