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籁之音 源自何方>>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天籁之音 源自何方>>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8773

10位ISBN编号：7100058775

出版时间：2009-04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那薇

页数：3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天籁之音 源自何方>>

前言

　　人类正处在信息时代，各种消息、言论从四面八方涌来。
这些言语源自何方？
人们几乎没有思考过。
对这类问题的探讨将启发人们以清醒的头脑看待人云亦云、昭昭察察的世俗言谈，引导人们发自肺腑
地体验天地神人相互呼应的天籁之音，以防止在异化中失去人之为人的本质，失去人与自然的和谐。
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与中国古代的庄子都是对生活非常敏感的哲学家，他们提醒
人们，人成其人、物成其物的原初境域——“道”或“成其自身”（EreigIlis）都离不开人的参与照面
。
尊重人的价值，珍视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是人类的首要任务。
　　本书在论述海德格尔和庄子的语言问题时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语言不是表达，而是心物
、天人相互呼应的境遇。
在通常的认识中，字母是声音的再现，声音是心灵体验的表达，人和万物都被看做能被语言表达、被
概念规定的现成东西。
同时语言也被看做由言词物组成的现成存在的东西，语言成为被人使用的工具，人变成了使用语言、
驾驭语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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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籁之音源自何方:庄子的无心之言与海德格尔的不可说之说》中运用海德格尔的学说分析庄子
的无心之言，对于学术界囿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研究道家将是一个理论突破；本课题研究从庄子的
寓言、故事、对话对海氏说不可说之神秘加以阐释，有助于中国读者理解海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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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原初的语言不是表达而是心物交融的境遇　　传统的语言观把表达视为语言的支柱：字
母是声音的再现，声音是心灵体验的表达。
这样，语言被看做对存在着的现成东西的表象和反映。
在形而上学传统中，语言是人进行交流的工具，说话被看成人特有的活动，只有人才有能力说话。
在语言哲学和语言科学中，说话是理性动物——人发出的声音，语言本身由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意
义组成，声音和意义共同构成了语言，通过发出声音，内在的精神被转移到外在的词语上。
　　海德格尔认为，这样的语言观没有抓住语言的存在论结构，也没有从语言上揭示人与世界的原初
关联。
海氏津津乐道的语言，不是日常的语言，而是作为日常语言基础的原语言（Ursprache）。
在原语言上取得经验，与获得关于语言的科学和哲学知识完全是两码事。
海氏认为这个基础虽然神秘莫测、不可言说，但并非不可探索、不可体验。
语言首先是以人在世界上生存为前提生发出来的，这一前提是人与世界更本源的关联，含蕴着人对语
言的更原初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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