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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思想进行了主题化、立体化、纵深化的探讨，使得海德格尔思
想中的这一关键问题首次在汉语语境中被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出来，并且，由于“存在论差异”问题在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纵贯性与主导性，本书在倾力探问、解析、追思此主导问题的来龙去脉之际，同时
也就别开生面地实现了一种对海德格尔思想之整体性的勘测与省察，不仅在历史性视野中完成了对海
德格尔思想的深入研究，而且在扎实的问题史研究基础上实现了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种整体性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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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柯（1977-），男，河南西平人。
哲学博士，贵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先后于武汉大学哲学系（1996-2003）与南京大学哲学系
（2006-2009）获得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海德格尔思想与德国古典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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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因为就连勾勒者本人也承认，“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论，还没有一个足够伟大，的思想家说
话，把思想直接而又以铸成的形态带到它的事情面前从而带到它的道路上去。
就我们今天活着的人来说，有待思想的东西的伟大处是太伟大了。
也许我们能够修一个过程的一段狭窄而又到不了多远的小路也就疲惫不堪了”①。
这或许不是一种自矜者的矫情，而应是路上行人的肺腑之言。
道路之本性，唯上路者稔熟于此，也只有上路者才能在风物转换之际默然有悟。
追溯西方思想史，我们问，这种“差异”之思想是否有更隐秘的来源？
如何澄清、以何种方式来切近这种来源的“隐秘性”？
如此所问的不仅仅是黑格尔、谢林之思想与海德格尔思想的亲密与争执，不仅仅是爱克哈特大师之于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塑形作用，不仅仅是追问普罗提诺、爱留根纳等人思想中未被深思的决定性因素
，亦不仅仅是追思希腊巨人们所投射的光与影，更值得追问的乃是海德格尔一生所实践的“本己化”
思想方式的秘密——如何使“克服”成为一种“经受”。
就20世纪以至未来的西方哲学而言，海德格尔对。
差异”问题的探讨是否“决定性地”开启了一种至为关键的道路取向？
这种探讨与勒维纳斯、德勒兹、德里达、利科等人所探讨的差异问题有何关联？
应如何切实地把握前者之助力？
应如何深入地探问后者的批评与转换？
而所有可能之追问中，与我们最切近的乃是如下之间：这种“差异”之思想道说着“同一与差异”的
相互构成，然而，躬身自问，熟稔于“一多之辨”与“和同之论”的东方思想不也曾行进于如此路程
之上吗？
然则东西方的思之道路有何同异？
无论吾人如何忘我地孜孜于西方思想，但就我们无处告别、无从安顿的当下处境而言，必须有此一问
，如此以求在更广阔的地带中体贴自身之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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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此书的价值首要地在于以下两点：其一，以开阔的视野对海德格尔思想之主导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有
助于深化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要义与思想旨趣的理解；其二，在扎实的问题史研究基础上展开了对海
德格尔思想的整体统观，学术与思想较好地进行了结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广明这一研究是在努力走向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地带。
向循环之深处而行的这种行走向来艰巨，但永远意味悠长。
我们或可借以眺望一种道路之思的本真风貌。
因而，有理由期待，此研究将拓展并推动我们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理解。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邓晓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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