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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

内容概要

本文通过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本真状态，尤其是其对良知与罪责现象的分析中所蕴含的责任概念的阐
释，显明了责任之存在论根据在于此在被召唤的存在，而非康德谓之的自我立法主体性，因此，责任
就其本源意义而言乃是此在在向存在及存在者的开放中对存在的应答，此一应答界说了个别化的此在
，即此在之我性的本真意义，循此线索，本文力图显现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追问，即其谓之的原伦
理学本原性与伦理性。
　　本书以古典伦理学为视角，以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释读为发端，以存在论与伦理学之关联为线
索，为海德格尔思想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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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潮：哲学博士，现任教于同济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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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
B516.54/4431
2、文笔巨好。
3、现在再回头看，发现其中许多含混不清的地方。然而还是值得一次次重读。
4、中文思想迄今为止论海德格尔的最佳著作，没有之一。
5、韩潮的这书能加深对海的理解    这本可与朱清时的那本论海的书一起读   可了解下亚里士多德对海
的影响
6、有些做作。
7、充满激情与思想的研究著作，以伦理现象为线，贯通海德格尔前后，旁涉思想史上的几宗公案，
真让人如痴如醉。。
8、读了个导言，写得很含糊，看着很吃力。感觉他自己还没太弄懂
9、过了一年再回忆，才能发觉关于亚的部分并不扎实，但依旧是国人中最出色的亚-海研究
10、潮哥的书，文字很美，内容。。玄奥
11、我个人认为国内学者写海德格尔写得最好的一本著作！
12、粗略读了一遍，找机再重读，对海德格尔的安提戈涅问题的解读，是国内最好一篇~~~~
13、写得很好看。可惜有些重要问题似乎并没有真正深入，只是从漂亮的文字表面滑了过去。
14、海氏启蒙
15、很佩服作者的功力语言颇有大家风范
16、很不错的著作，我在写书评。
17、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18、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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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笔记-第284页

        海德格尔过于强调形而上学与技术问题之间的联系，他一意孤行地探讨技术的本质，却明显忽视
了“技术扩散”问题——要知道，技术演进的历史中如果说存在着某种古今之亟变，那么这并不是说
技术的本质在古典和现代之间有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毋宁说技术扩散的方式发生巨大的转变。在
古典时期，许多社会中的手工技艺都带有秘密的、行会的、不愿外传的特征，现代世界则明显打破了
这些障碍。在现代世界，技术之所以有弥漫于整个世界、甚至人本身也无法掌控的趋势，恰恰是因为
一切有碍于技术扩散的东西都已被粉碎，而碾平这一切的，不是技术本身，恰恰是现代世界的法律体
系和政治制度。

2、《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笔记-第331页

        毕竟“孔重文，老重质”只是一体两面的说法，从“文质论”角度来看，孔老所论终究是一回事
。此处需切记的是，文与质是一对中道概念。所谓“中道”说的是，极端即是反面：文过则不文，质
过则无质；最勇敢者实则不勇敢，最克制者实则不克制。

3、《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笔记-第251页

        落在汉语里，我们不妨认为，phusis的第一义为“生”；第二义为“长”。生是开端，长是绽放；
生是由来、长是所往；生是初创，长是所成。生与长并非两不想干的事情，花开放，则蓓蕾凋谢；果
实显露，则花消失——每一变皆是新的生机，初生者支撑着后起者，后起者又取代了初生者。生长的
本意便在于这生机流转。凡有生命处，必有流转，生命在流转中长成，实现了最初作为一颗种子的固
有天性。

4、《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笔记-第202页

        

5、《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笔记-第203页

        

6、《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笔记-第202页

        

7、《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的笔记-第297页

        在海德格尔看来，“政治”这个词已经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了，虽然它源于希腊的polis，但是它已
经不足以传达希腊世界的polis本来面目。或许就像列奥·施特劳斯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在现代世界已
经沦为与经济、文化等领域相并置的范畴，它不再是一个整全的世界，不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就此
而言，无论说polis是城市，还是说polis是一个城市国家，当然都不足以传达海德格尔所揭示的那种整
个希腊世界围绕polis而运转的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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