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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在论谱系》

内容概要

从海德格尔“存在论差异”向西方形而上学史的“开端”回溯，发现原来作为形而上学“开端”奠基
的“始基”却是人为建立起来的，它掩盖了更早在“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思想者那里所探寻的自然本
源。其实，破裂(阿那克西曼德)与隐匿(赫拉克利特)都指涉着那个“不确定的确定”的显隐相关。而
这个最自然的本源正好与东方中国的“大道无形”同源：所谓“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
也”。事实上，海德格尔的“知其是守其在”正期待着与东方的“知其白守其黑”对话，虽然现在尚
未到来。
《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就是这种对话的“索引式”准备。
——张志扬
自引入西方传统哲学以来，中国人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哲学事业，但一直缺少对于这么重大的思想史
事件的有效反思，致使在崇西潮流中懵懵懂懂地就丧失了清明的思想良知，以很不合适的西方传统哲
学的方法来切割中华古学，而毫不意识到其中的不合适，于是做出了不少焚琴煮鹤、买椟还珠的事情
。志扬教授的这本书会有助于改变这种令人绝望的状态，摆脱他所说的“凡西学皆普遍必然即为世界
性、现代性，凡非西学皆特殊偶然即为民族性、传统性”的哲学屈辱。所以，我相信此书也有重要的
文化含义，它会刺激人们从理性上反省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负面文化效应。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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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阴影之谷
第一章 惊讶：作为开端“存在”之“二重性”
第一节 阿那克西曼德箴言：作为相互牵引的裂隙之用
第二节 赫拉克利特箴言：自始至终在涌现中的隐匿
第三节 巴门尼德箴言：作为解蔽中自行遮蔽的二重性展开
附录 巴门尼德“存在”
第二章 怀疑：在“绝对”与“虚无”之间摇摆
第四节 一切皆变：不能言说、不能传达
第五节 人是万物的尺度——启蒙的顶点与没落
附录 强力意志是万物尺度的最高体现
第三章 智慧：“地、天、神、人”之临界
第六节 斯芬克斯之谜的苏格拉底回答
附释一 “光”与“死”——两希精神的原始意象
附释二 西方神对人的咒符
第四章 惊醒：形而上学掩盖“裂隙”的奠基
第七节 柏拉图“本相”——“是”的区分
第八节 亚里士多德“实体”——成为“主词”
第五章 “通天塔”：目的的虚幻与手段的落实
第九节 “是什么”——希腊理性的“善”、“技艺”与现代科技的逻辑根源
附释 海德格尔的“技术追问”
第六章 划界：逻辑与罪
第十节 维特根斯坦哲学划界：逻辑与罪
附释 语义生成：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
展开
个案：偶在论分析
第七章 偶在范畴
第十一节 偶在论——仍是一个未思的领域
第十二节 卢曼的现象学方法：偶在论的模态演化
第十三节 偶在论的检测与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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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偶在现象
第十四节 从“精神现象学”到“意识现象学”
第十五节 德法之争对形而上学奠基之裂隙的指涉
第十六节 日本西学之鉴：东方艺术与西方概念相遇
第十七节 迷途问津——三大根源幻象
第十八节 大地、冥府、技艺：希腊悲剧的阴影之谷
第十九节 解释学分类及其他
附录 “俄狄浦斯的眼睛”和“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
——读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的两种解释
尾声
第九章 悬置与回归
第二十节 悬置偶在论与中国现代哲学
第二十一节 回归道：秩序与句式——读道经二十八章
落幕
启蒙：落日前的凭吊
——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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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志扬，又名墨哲兰，1940年生，武汉市人。1980年，全国招考500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以助理研究
员资格被录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从事现代德国哲学研究工作。1986年调入湖北大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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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著作有：《渎神的节日》、《门·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
“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缺席的权利》、《语言空间》、《创伤记忆》、《禁止与引诱》、
《偶在论》、《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一个偶在论者的觅踪：在绝对与虚无之间》、《西学
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主译伽达默尔《美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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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四”九十周年而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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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终有一死者在接受中执著于存在者。以至沿此方向走上了遗忘存在的形而上学道路，直至今天的启
蒙理性、技术理性。由早先向随后转变中发现。作为历史的形而上学开端，存在究竟如何在存在者显
现中自行隐匿。给有死者以理由执著于日常觉知的表象及其名称，听说的思想才蜕化为推理的哲学。
如果，我的疏通大体能接近海德格尔说出的，甚至想说的，至少，我也大体尽到了按文本口述而听写
的职能。它是海德格尔对巴门尼德听写之重演吗？现在要问，真的如此？为什么？还必须先行再重申
一遍，海德格尔是否接近了巴门尼德？这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我能关注的问题。但我必须假定他，
海德格尔，要比我接近他更真实地接近着巴门尼德。否则，我的读，我的问，失去依据，没有意义。
再退一步，我只关注海德格尔，至少在西方哲学史上，有一个叫海德格尔的人，如此这般地思考着西
方思想开端的二重性以及如何过渡到形而上学史开端如此二重性的失落。我亲自阅读了它、甚至经历
了它——这有什么意义？对我有什么意义？再把它换成更现实的提问：1。海德格尔为什么要在“进
化论的”方向上“回归式”地探寻存在二重性的失落，以至判断，正是这失落导致了今天技术理性的
全面主宰。换句话说，寻回了失落的就能救治现代性危机？2.我沿着海德格尔追问中翻转出来的另类
意义——揭穿普遍性假象，还原本体不过存在者、还原一神不过诸神——这一颗在傍晚的土地上守夜
的星辰真的能期待东方的拂晓？[请别对第二个问题做一厢情愿的理解，我没有丝毫“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的想象——它不还是照样落入了二重性失落的命运吗？我只是在按海德格尔《阿那克西曼
德箴言》中的提法做引申的事实性描述。所以，西方和东方，在这里并不是一个地缘政治学范畴，而
主要是被看作向拂晓早先回复的开元汇合之思想领略，为着即将来临的将来，以便让西方和东方重获
正本清源的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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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来按计划下决心，2009年春节一过，我就要进入《文革圣器与记忆碎片——谁是文革遗嘱的执行人
？》的准备了，然而，不知不觉地，我把带在身边的海德格尔《最后的神》（第65卷德文）与孙周兴
的译文，做起了“校、译、释”的工作，像被惯性牵引着的一架老牛车仍向前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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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
之谷"》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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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张志扬借助海德格尔对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残篇的思考，以及对西方哲学史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以来的形而上学的清扫和梳理，认为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几乎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遗忘了
文明发端时“显”、“隐”偶在的感知经验，使西方逐渐进入了由理性（技术理性）之光照耀一切的
“白色神话”，使之遮蔽了自然本身的“显”、“隐”二重性，形成了“双重遮蔽”，因而如今“顺
理成章”地步入了全面理性、技术和智能的时代。中国人也类似，张志扬通过对《老子》的关键章节
进行疏解，认为以各《老子》注家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们几乎也都遗忘了中国文明开端时“負陰抱陽
”、“知白守黑”、“極高明而道中庸”的临界智慧，而将《老子》等原初偶在经验彻底形而上学化
了。所以在鸦片战争后涌入中国的西方技术理性无计可施，一味跟随，缺乏对其抵抗和掣肘。
2、在小弟看来，中国念西学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看看中国哲人能把西方看透到什么地步!
3、随手从图书馆拿的，感觉看懂了，又感觉什么都不懂；感觉有很多想法，又觉得什么想法也没有
⋯⋯就这样吧
4、本书当然是论西方“偶在”的智慧——大概相当于非理性主义思想传统，作者已经写了一部《西
学中的夜行》，但是论述当代西方“偶在”论在中国之行，我们可以把《偶在论谱系》作为对于“偶
在论”的历史渊源来追溯，我是把二本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的。这二本书都比较难读，但很有思想力
度。
5、大二读过，看到标上吧。
6、从海德格尔的眼切近的读西方，最终还是要回到中国的语境自身。分析到位，精辟！

7、与这本书结缘是因为，大学的毕业论文需要理论支撑，而恰好老师给推荐这部书，就选择了这部
书作为了理论支撑论证人与人之间理解的可能性。但是现在身为研究生的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是否
可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理解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否真正的存在？我甚至连这一点都随着自己的成长
而产生了深深地怀疑。我知道是我写出来的这些文字和这样的论文，我也知道我是要对这样的文字承
担责任的，我是要维护它们的存在的。但是，现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到底是我使用了这些文字
还是这些文字占有了我。为什么人们要用文字来区分人呢？
8、难得的思考者。2016-4-29
9、他的著作有些晦涩，但很有价值。
10、不咋地...
11、向张先生致敬
12、海德格尔的路径，知其白守其黑，敞开就是遮蔽，这是对柏拉图到尼采哲学的反思，对于我来说
上帝的开端即集中的悖论。然而偶在是否能为人生建立起坚实的基础，我仍然比较怀疑。
13、比起刘小枫老师，啰嗦话少了很多，张先生还是很实在的，问题也清晰直入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
反思，后学的片面与曲解，研析海德格尔溯源古希腊，多为文字释义。其实中国学者多是在学说中仲
裁衡量，极其需要马克思类的思想家荡清流弊，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致中庸
14、非形而上学与虚无主义的两面一体，而是偶在。
15、2011年读过这本书，现在在在kindle上买了开始重读，仍觉得好
16、张志扬先生，必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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