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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在以前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
属于语文学。
可是在20世纪，由于解释问题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也表现在自然
科学领域，甚至像卡尔·波普这样的认识论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库恩这样的科学史家也主张说科学
理论总是解释，观察对象具有理论负载，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限制于描述事实，而是
必须组织它们、概念化它们，换言之，科学必须解释它们——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
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当代哲学诠释学抛弃了那种把自身限制于更基本层次的规范的和技术的计划，它不再教导我们如何解
释，而是告诉我们在解释中什么东西发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
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
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
”　　今天诠释学可以说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
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而造成人文精神相对日益衰退的时候，诠释学
再次强调古希腊的那种与纯粹科学和技术相区别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无疑会对当代人们热衷
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狂热注入一种清醒剂。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活动和行为之外的目的的或本身不完成目
的的活动和行为；一类是本身即是目的的或包含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和行为。
例如生产这种活动，其目的在于产品而不是生产，它是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反之，政治或道德这
类行为，如果它是真正的政治或道德行为，其本身就应当是目的即善的活动。
目的是在活动之外的，活动就变成了手段，因而会造成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它之外的目的，反之，目的
是在活动之内的，活动本身也就是目的，因而活动就不会超出目的而不择手段。
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研讨的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决定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问题，那些决定
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极为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
　　诠释学的哲学转向与多元论的转向并行。
当传统的规范的诠释学主张文本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时，哲学诠释学则完全准备接受单一文本能得
到不同意义的多元论观点，本来只对一种意义开放的诠释学现在变成了对多元意义开放的诠释学，诠
释学从而具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伽达默尔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
”这种所谓“不同理解”(Andersverstehen)，不仅与传统诠释学的“原样理解”或复制说相对立，而且
也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更好理解”(Besserverstehen)相区别。
伽达默尔立论的基础是“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
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
”在强调理解与应用的统一时，伽达默尔也走向这种理解的多元论。
理解文本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文本的意义应用于我们现时的具体境遇和问题，应用决不是理解之后才
开始的过程，决不是什么首先理解、然后才把所理解的东西应用于现实，理解和对我们自己境遇的应
用，其实乃是同一个诠释学事件。
如果不让过去的文本对我们今天的问题进行挑战，那么所谓理解过去文本的意义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哲
学诠释学强调一切理解都包含应用，这鲜明地表现了诠释学经验的卓越实践能力。
生活世界的实践视域指明了诠释学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哲学诠释学成功地摈弃了那种脱离实践脉
络而评价知识或理论的真理的素朴的客观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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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在以前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属于
语文学。
可是在20世纪，由于解释问题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也表现在自然
科学领域，甚至像卡尔·波普这样的认识论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库恩这样的科学史家也主张说科学
理论总是解释，观察对象具有理论负载，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限制于描述事实，而是
必须组织它们、概念化它们，换言之，科学必须解释它们——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
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当代哲学诠释学抛弃了那种把自身限制于更基本层次的规范的和技术的计划，它不再教导我们如何解
释，而是告诉我们在解释中什么东西发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
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
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
”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自1995年立项以来，作者先后完成了《伽达默尔
解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
和这本《诠释学——它的历史与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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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随着语言的产生，人类生活出现一种解释的活动。
亚里士多德在其《动物志》里曾讲到人类语言有两种不同的任务，即它“说明某物”和“指出某物”
。
这种“说明”和“指出”就是一种解释的活动。
从诠释学观点看，这种解释活动是与语词或文本相关联的，因而说明和指出某物，就是说明和指出该
语词或文本的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解释一个语词或一个文本时，我们总是对它们的意义进行说明
。
如果我们以对意义的理解作为诠释学的本质特征，那么诠释学的历史史就相当古老，可以说如果不是
从《伊利亚特》中的涅斯托耳开始，至少也是从《奥德赛》开始。
前者是古希腊远征特洛亚大军最年老的国王，后者则是伊萨卡国王的后代，两者都是以善于言辞、辩
词义著称。
由于诠释学是以对意义的理解为其特征，所以最早的诠释学是随着意义的探究而发展的。
首先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语词或文本究竟只有一个意义还是有多种意义，这里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诠释
学。
    1，多种意义    古代诠释学首先被用来解释预言和自然现象中神的符号和指示，由于神的智慧总被认
方高于人类的认识能力，因而僧侣们都努力作多种意义解释。
在他们看来，神的符号或圣经文本都有一种意义丰满(Sinnfülle )或一种意义过剩(Sinüberschuss)，这
种意义丰满或意义过剩从来只能部分地被人们汲取出来。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古代的诠释学家提出语言或符号至少应有两种不同的意义，即历史性的文字意
义(sensus litteralis)和神秘性的精神意义(sensusspiritualis)。
历史性的文字意义通过研究一般可以获得，但神秘性的精神意义却难以获得，因为要获得前者，仅需
知识，而要获得后者，除了知识外还需信仰，惟有真诚信仰的人才可能与神秘的精神意义沟通，这里
似乎预设了知识与信仰是诠释学的基础。
在此，我们还可以提到柏拉图的《爱匹诺米篇》，柏氏在此书中把诠释学与占卜术同属一类，也就是
说，他把占卜或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视为诠释学。
    诠释学循环不仅被施莱尔马赫用于语法解释，而且也用于心理学解释。
语法解释不仅用语词是其部分的词句来决定语词的意义，以及用整个作品来规定语句的意义，最后还
把作品本身置人它的语言用法脉络里及它所属的文学行列中，而且对语句、作品、文学行列和语言用
法的理解也是由对组成这些较大整体的较小部分的理解所构成。
心理学解释不仅把作品置人作者的生活脉络中和时代历史里，而同时也是通过分析个别经验而确立这
种生活脉络和时代历史的知识。
简言之，不仅每一语法单元必须用整个讲话的语境来加以理解，而且这讲话本身也必须根据作者整个
精神生活的背景来加以理解。
在这种诠释学循环理论里，施莱尔马赫独特的贡献是提出了一种“完全理解状态”作为恶性循环的抑
制。
在他看来，如果整体不预先通过某种独断设定的限制来规定的话，解释过程将是无限的。
施莱尔马赫因而用一种预期奇迹有可能的完全理解状态来解决这一问题，即解释者有可能把自己转到
作者的视域而完全清楚作者的个性。
这种思想以后就被伽达默尔所吸收，伽达默尔所谓“完全性的前概念或前把握”就是这种思想的发展
。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施莱尔马赫的浪漫主义诠释学对诠释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进作用，一方面
他把理解与解释等同，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而是相反，理解就是解释，解释
就是理解的表现形式，进行解释的语词和概念同样也被认为是理解的一种内在要素，从而使诠释学从
偶然边缘位置进入哲学的中心。
另一方面，他对以往各种诠释学进行总结，把零散而片段的观察概括为一种系统的方法论，这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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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诠释学的一大发展。
但从整个诠释学的发展来看，施莱尔马赫普遍诠释学也有重大缺陷：首先，由于他特别强调对作者意
图或意见的理解，从而把对真理内容的理解与对作者本人的理解分开，以致认为理解或解释就是重新
表述和重新构造原作者的意见或心理状态，这使得诠释学传统本来所具有的真理内容的理解消失不见
，更何况原有的应用功能也消失不见；其次，他把理解和解释看做是对作者意图的重构，这实际上把
理解和解释看成一种客观的静观的认识，从而仍陷入笛卡尔的主一客对立之中。
因此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把这种重构说与黑格尔的综合说加以比较，并对施莱尔马赫提出这
样的问题：这里所获得的东西是否真正是我们作为艺术作品的意义所探讨的东西?如果理解只是一种第
二次创造，即对原来产品的再创造，理解是否就正确地得以规定呢?伽达默尔认为，显然这与对过去生
活的修补和恢复一样是无意义的，因为被重建的、从异化中唤回的生命并不是原来的生命。
反之，黑格尔通过女神以自我意识的眼神呈现给我们从树上摘下的水果，尽管这些水果失去了它生长
的树木、空气、日光和土壤等生长条件，却是活生生的给予我们现实性的水果，因为“历史精神的本
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东西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实生命的思维性构通”。
第三，诠释学传统本来具有理解、解释和应用三大要素，但由于施莱尔马赫把理解与解释内在结合，
从而把第三要素即应用技巧从诠释学中排除出去，这就使得诠释学完全从本来所具有的规范作用变成
一种单纯的方法论。
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诠释学自古就具有一种使文本的意义和真理运用于正在对之讲话的具体境况的
任务，赫尔默斯这位能解释上帝旨意的诠释者就是执行这一任务的原始典范，他说：“直到今天，每
一种翻译(解释)者的任务就不只是重新给出他所翻译的那位讨论对手所真正说过的东西，而是必须用
一种在他看来对于目前谈话的实际情况似乎是必要的方式去表现这个人的意见。
”用我国传统哲学的话来说，它失去了“主敬以立为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的内外修身
的持敬工夫。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发展一种现象学的诠释学，试图走出一条与胡塞尔相反的道路。
在题为“现象学的探究方法”这一节里，海德格尔首先把现象学规定为一种方法概念，它不描述哲学
研究对象的“什么”，而是描述对象的“如何”。
他从词源学上探究了“现象学”这词的哲学意蕴。
按照他的分析，现象学(Phanomenolo—gie)在希腊文里是由phainomenon(现象)和logos(逻各斯)所组成
。
而phainomenon是由动词phainesthai而来，phainesthai的意思是显示自身，因此phainomenon(现象)就是
“显示自身的东西，显现的东西或开启的东西”，这词的前缀pha与希腊词phos很接近，意指光亮或光
明，因此“现象”就是指“向白日光亮开启的东西，或能被带人光明的东西”，即与希腊人所说的“
存在者”相类似的东西，因为按照希腊人的看法，存在者是以种种不同的方式从自身显现。
这种带人光明的意义，我们可以用海德格尔的另一词Lich—tung来解释，Lichtung(澄明)不是从名
词Licht(光)而来，而是从动词lichten而来，lichten意指砍伐树木而成为林中空地，林中空地正是显示出
的东西。
Logos在希腊文里本有多种意义，如理性、语言、规律等，但海德格尔的看法，它的最重要的意思是讲
话(言谈)。
逻各斯作为讲话或言谈，其意义就是把讲话或言谈中所涉及的东西公布出来或昭示出来，海德格尔说
“logos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是对言谈者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
的人们来说的。
言谈让人从某某东西方面来看，让人从话题所及的东西本身来看”。
言谈具有说的性质，即发声，而逻各斯作为讲话本身就是发声，因此逻各斯的更深的意蕴就是它通过
言谈(发声)让某物自身显现出来，让某物作为(als)某物被观察到。
因此，由“现象”和“逻各斯”(言谈)所组成的“现象学”一词的意思就是让人从言谈中看到事物如
其所是那样显示自身，昭示自身，或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其从其本
身所显现的那样来看它。
”海德格尔认为，这其实就是胡塞尔的“面向事物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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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可看到海德格尔所发挥的“现象学”与诠释学的联系，言谈中使事物得以被揭示，这
正是诠释学的基本性质。
不过为了区别于以往的诠释学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把他这种诠释学称之为“实存性诠释学
”(Hermeneutik der Faktizitat)，因为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现象学这种揭示功能是让事物自身把自己带
到光亮之处，是让事物自身把自己从隐蔽状态带人光天化日之下，而不是我们心灵或意识把意义(光
明)投射到事物之上，也就是说，是让事物如其所是那样把自己显示出来，而不是将我们的范畴强加于
事物，因此这是事物本身的一种存在论的显示，显示事物的并不是我们，反倒是事物向我们显示其自
身，是事物自身的力量导致事物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
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象学是存在者的存在的科学，即存在论，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论
与现象学不是两门不同的哲学学科，这两个名称其实只是从对象和处理方式这两方面描述哲学本身。
    海德格尔现象学与胡塞尔现象学之不同，我们可以用诠释学现象学与先验现象学这两个概念来区分
。
对于胡塞尔来说，先验主观性是普遍的构成性力量，先验主观性实施着构成，同时也是将被如此构成
的一切事物的基础。
胡塞尔说：“对于这个单子自我的现象学说明——即它的为己构成问题——原则上必须包括一切构成
的问题。
最终，为自我而对自我的构成所作的说明与现象学整体是重合的。
”如果全部先验存在事实上只不过是自我的生命，那么存在的构成问题就与自我的构成重合，显然这
是一种先验现象学。
反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普遍的构成性力量应当存在于人类主体之中，这种力量只有在此在中才发
现“存在的真理”。
存在的意义不是通过先验主观性的构成性自我展露而进入先验主观性，而是从此在之存在中历事的存
在理解中争而后得。
简言之，在胡塞尔那里，存在者的存在是在主体中并由主体设置起来的，先验主体则是自我设置的，
而在海德格尔这里，存在者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在此在中被设置，因为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只有
当此在存在，也就是说，只有当存在理解在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性存在，才有存在。
”因为，只有当存在理解在，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才是可通达的，而只有当存在者是具有此在的存在方
式的存在者时，存在之理解作为存在者才是可能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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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诠释学作为一门指导文本理解和解释的规则的学科，在以前类似于修辞学、语法学、逻辑学，从
属于语文学。
可是在20世纪，由于解释问题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不仅表现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也表现在自然
科学领域，甚至像卡尔·波普这样的认识论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库恩这样的科学史家也主张说科学
理论总是解释，观察对象具有理论负载，科学不是像实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限制于描述事实，而是
必须组织它们、概念化它们，换言之，科学必须解释它们——诠释学已把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
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当代哲学诠释学抛弃了那种把自身限制于更基本层次的规范的和技术的计划，它不再教导我们如何解
释，而是告诉我们在解释中什么东西发生，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
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
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
”    今天诠释学可以说进入了作为实践哲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阶段。
在当代科学技术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社会进行全面统治而造成人文精神相对日益衰退的时候，诠释学
再次强调古希腊的那种与纯粹科学和技术相区别的“实践智慧”(phronesis)，无疑会对当代人们热衷
于经济和技术发展的狂热注入一种清醒剂。
亚里士多德曾把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指向活动和行为之外的目的的或本身不完成目
的的活动和行为；一类是本身即是目的的或包含完成目的在内的活动和行为。
例如生产这种活动，其目的在于产品而不是生产，它是本身不完成目的的活动，反之，政治或道德这
类行为，如果它是真正的政治或道德行为，其本身就应当是目的即善的活动。
目的是在活动之外的，活动就变成了手段，因而会造成不择手段地去追求它之外的目的，反之，目的
是在活动之内的，活动本身也就是目的，因而活动就不会超出目的而不择手段。
诠释学作为哲学，就是实践哲学，它研讨的问题就是所有那些决定人类存在和活动的问题，那些决定
人之为人以及对善的选择极为紧要的最伟大的问题。
    诠释学的哲学转向与多元论的转向并行。
当传统的规范的诠释学主张文本只能有一种真正的意义时，哲学诠释学则完全准备接受单一文本能得
到不同意义的多元论观点，本来只对一种意义开放的诠释学现在变成了对多元意义开放的诠释学，诠
释学从而具有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伽达默尔说：“如果我们一般有所理解，那么我们总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理解。
”这种所谓“不同理解”(Andersverstehen)，不仅与传统诠释学的“原样理解”或复制说相对立，而且
也与施莱尔马赫所谓的“更好理解”(Besserverstehen)相区别。
伽达默尔立论的基础是“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
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的行为。
”     在强调理解与应用的统一时，伽达默尔也走向这种理解的多元论。
理解文本总是知道如何把这种文本的意义应用于我们现时的具体境遇和问题，应用决不是理解之后才
开始的过程，决不是什么首先理解、然后才把所理解的东西应用于现实，理解和对我们自己境遇的应
用，其实乃是同一个诠释学事件。
如果不让过去的文本对我们今天的问题进行挑战，那么所谓理解过去文本的意义究竟有什么意思呢?哲
学诠释学强调一切理解都包含应用，这鲜明地表现了诠释学经验的卓越实践能力。
生活世界的实践视域指明了诠释学活动的出发点和目的地，哲学诠释学成功地摈弃了那种脱离实践脉
络而评价知识或理论的真理的素朴的客观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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