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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前38节的思想》是20世纪的人文经典。
其旨趣的诗意性、追问的彻底性、运思的诡谲性，80多年来让全世界无数人文学子饱尝了惊异、迷乱
和兴奋。
该书前38节探讨Being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作为人的此在的生存性、此在生存的实际性、此在生
存的品格、此在生存的源始样式等蘑要内容，可以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篇章来阅读。
《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前38节的思想》对《存在与时间》前38节的解读，志在帮助读者迷雾，眺望
诡奇而炫丽的人世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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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第一主题词解读：Being之思种种第一节 Being：“不是什么”与“是些什么”与“除‘什么’
之外什么都是”第二节 Being是言说中的不可言说的经验第三节 Being是超越实体的当下性事实、事态
第四节 Being是消解时代矛盾的哲学建构第二章 《导言》三读第一节 重提Being问题的必要性第二节 现
象学方法第三节 此在的出场第三章 此在生存的一般性解读第一节 此在与生存：词义规定、“双重性
质”、定义内涵第二节 “此在论”的扩展性解读第四章 在世：此在生存的实际性第一节 “在世论”
的核心意义第二节 在世的阐释：海德格尔的思路第五章 本真性和非本真性：此在生存的两种品格第
一节 “非常人性自我”和“常人性自我”的第二节 “非沉沦”与沉沦第六章 此在生存之“此”的两
种原始样式：现身与领会第一节 “在之中”、“此”、“在此”、“展开”、“澄明”等术语的理解
第二节 现身第三节 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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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It的发生是自发的，其包含也是自发的；相对于人的认知，其包含是前在的，不是后生的。
而且认知也不能穷尽it，it永远大于对it的认知。
It的完备性同时蕴含了它的特异性、单一性。
因为是在特定时间情境中发生的，因为具有巨大的完备性、内涵饱满、充满活力，it就去掉了一般性
、平庸性，成了不可替代的状态。
就其作为人生的现象而言，它意味着这一刻发生的事永远都属于这一刻，永远不可重来。
它不代替过去，也不代替未来，它就是它自身，也只是它自身。
所谓“只是自身”、“不可重来”，不意味着人生只能生活在某个不可重来的时刻。
历史上是有人将自我的人生固置在某个不可重来的时刻的。
古代中国沉湎于伤逝情怀的诗人就是如此。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元稹这首广为人知的绝句言说的就是伤逝情怀。
它表明，诗人的生命固置在和已逝恋人相连的过去的生活情形之中。
It的不可重来之所以不导致人生在不可重来的过去情形中的固置，根本原因在于：“it”不等于“人生
”。
人生是由it构成的。
构成性“要素”不能取代被构成的整体。
It的特异性和单一性包含了在时间中it对自身的否定：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一个特定的it消失，让位于
接踵而来的it。
人生就处在由无限多样的it构成的过程之中。
让某一个特定的it凝固、恒定，取代整体性的人生，这实际上是取消it的单一性和特异性。
从人生哲学上看，中国古代的伤逝文人就陷入了这样的盲区。
现代有学者热衷推崇这种极具传统中国特色的伤逝哲学，①说明他们哲学思维方式陈旧。
当代中国日益高涨的文化复古情绪实际上也包含着同样的浅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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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当尼采称像“在”这样的“最高概念”为“气化实在的最后一道青烟”时，他最终是完全正确的。
　　——海德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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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追寻最后的一道青烟:前38节的思想》是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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