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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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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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研究所，职任研究员。
1994年调入海南大学。
现任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社会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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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曲主题临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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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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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偶在论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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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