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

13位ISBN编号：9787300124902

10位ISBN编号：7300124909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马琳

页数：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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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

前言

时光已悄然走到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哲学这门古老的思想技艺在蜿蜒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屡经淘漉，在主题、方法和形态上不断发生着深刻
的变化；然而，在自身中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在思想中对智慧境界的探寻，在反思中对历史与现实的
把握，却是她一以贯之、经久不衰的品格。
正是这些品格，使每个时代杰出的哲学思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我们正处在风云际会的全球化时代，纷繁复杂的时代变迁既为理智生活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思想材料，
也向哲学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描述我们的生活世界？
如何刻画我们实际的生存境域？
如何让驰骛于外物的内心生活重新赢得自足的根基？
如何穿越各种技术统治的壁垒，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们也站在古今中西的十字路口，源流各异却又殊途同归的各种思想资源既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滋养
，也让哲学面对数不清的艰难抉择：如果哲学真的是带着乡愁寻找家园的冲动，那么梦想中的家园是
在古老的期盼中，还是在今日的创造中？
既然以往的哲学已经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安身立命和改造世界的指南，确立了各个层面的观念批判和社
会批判的原则，当今的哲学又如何在继承、革新和创造中描画自身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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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德格尔对待东西方对话问题究竟是什么立场？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简单明了、泾渭分明的是或否，而必然是多重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永远是“在路上”踟蹰而行，而且是因为东西方对话这个问题本身犹
如他所谓的“林中路”一样始终与其他的林中路以及路标相互交错、曲折多变，令人茫然若失。
　　本书参考了几十卷《海德格尔全集》，发掘了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之关联的最新材料，试图从海
德格尔关于语言、技术、集置、第一启始、另一启始、异域之旅、对抗亚细亚、形上学与（西方）哲
学之关联等主题的话语与论说的多重视域中来揭示他关于东西方对话问题的运思脉络及其凝滞之处。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

作者简介

马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1998年至2007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院学习与工作，2005年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
曾赴奥地利、德国、丹麦、英国、爱沙尼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近年来在《英国现象学学会学刊》（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东西方哲学》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
研究性论文三十篇。
学术理想是融通欧洲大陆哲学、分析哲学、中国古代哲学等多方面的思想资源，促成具有时代、本土
与全球意识的中国当代哲学出现与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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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一些德国学者把海德格尔思想与跨文化哲学关联起来，以下笔者简要评述相关著述。
跨文化哲学是近20年来在德国兴起的一股哲学思潮，它主要受到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影响。
根据其创始人之一拉姆·阿德哈·莫尔的解释，跨文化哲学“首先并且从根本上标志着一种哲学态度
：它坚信，没有任何一种哲学能够成为全人类唯一的哲学”①；“跨文化哲学代表着哲学领域之内以
及关于哲学本身的一种新导向，它显现在所有的具体哲学传统之中。
跨文化哲学的倡导者认为“哲学”一词同时具有文化与跨文化的向度，主张从多种传统资源出发来进
行哲学运思，注重不同文化之间生气勃勃的互动，而不欣赏思想史式的静止的观察与陈述。
③跨文化哲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海恩兹·齐默勒早年是一位黑格尔学者，尤其强调西方哲学与非洲哲
学家的对话。
他认为海德格尔犯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病症，这明显地反映在欧洲哲学是一种同义重复的名言中，因此
，海德格尔的思想对跨文化哲学的构建意义不大④，前面提到的莫尔也持相同观点⑤。
然而，其他不少学者则认为海德格尔思想对跨文化哲学的基础、开端及其导向具有独特的意义，这种
观点主要表述在90年代出版的一些德文专著与论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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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德格尔论东西方对话》：哲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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