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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从杞人忧天说起在《列子》中有个杞人忧天的故事。
故事说，有个杞国人担心天崩地裂，无处可存，整日忧虑，寝食难安，后经他朋友的一番劝导，终于
醒悟过来，不再终日忧虑了。
具体的故事如下：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无处无气。
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
”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日：“奈地坏何？
”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无处无块。
若躇步跳蹈，终日在地上行止，奈何忧其坏？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这个故事没有说到杞人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人，因此他为何忧天，人们不得而知。
如果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可能会把他说成一个哲人，一个思考终极问题而陷入思想深渊的哲人
。
天地会不会崩坠？
一般的人是不会去思考的，只有哲人才去思考。
因为，只有哲思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特点。
按冯友兰的说法，哲学是对“真际”的思考，而非对“实际”的思考，故而“哲学可以不切实际，不
管事实”。
依照冯氏的规定，“真际”是形而上的问题，亦称之为“本然”；“实际”是形而下的问题，亦称之
为“自然”。
研究“本然”的是哲学，或者说，是“最哲学的哲学”；研究“自然”的是科学，或者说，是接近科
学的哲学。
用冯氏的话说，“凡哲学中之派别或部分对于实际有所肯定者，即近于科学。
其对于实际所肯定者愈多，即愈近于科学”。
依照这一标准，杞人思考的是“真际”，是形而上的问题，或者说，是哲学问题；而他的朋友（晓者
）主要肯定的是“实际”，更接近科学，或者说，是用科学回答哲学问题。
而故事的结局是“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应该是科学回答了哲学的问题，或者说，科
学对“实际”的肯定取代了哲学对“真际”的玄思。
然而，科学能否真正地回答哲学提出的问题，或者说，科学能否真地让哲人停止对“真际”的思考而
转向“实际”？
事情远不像寓言的结局那样皆大欢喜。
如果我们把眼光从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上转开，投向19世纪末和20世纪后的欧洲哲学世界和历史世界
。
我们会发现，一场新杞人忧天的故事又在上演，或者说，它不只是故事，而是事件，既是思想事件，
也是历史事件，与之相伴的是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历史。
在这段历史中，有两次世界大战，有奥斯维辛事件，有原子弹的爆炸，有冷战，等等。
可以说，科学的蓬勃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安慰，人类安身立命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
倒是显得更加岌岌可危了。
用海德格尔在《唯有一个上帝能救度我们》中的一段话来说就是，“一切都运转起来了。
这恰恰是令人不得安宁的事，运转起来并且这个运转起来总是进一步推动一个进一步的动转起来，而
技术越来越把人从地球上脱离开来而且连根拔起。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惊慌失措了，总之，当我们而今看过从月球发向地球的照片之后，我是惊慌失措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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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根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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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虚无主义问题为核心，以海德格尔哲学为依托，围绕海德格尔同现象学、尼采哲学、黑格尔哲
学及鲍曼、罗蒂之后现代哲学的关系，详细探讨了西方现代性与虚无主义问题间的内在关系，指出了
虚无主义之作为“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及其反思它的历史命名”的历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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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向虚无主义逼近的生存现象学思考在通向虚无主义思考的道路上，现象学哲学功不可没。
但遗憾的是，人们在考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考时都很少关注到虚无主义这一问题视域，即
很少从虚无主义问题出发来考察现象学的内在发展。
而不做这样的考察，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现象学关系以及他们与虚无主义思考之间的内在关联就
难以被理清，现象学和虚无主义问题都难以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
为了能更好地把握虚无主义和现象学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对现象学做一种虚无主义的考察很有
必要。
第一节 原初科学观念的激活与虚无主义问题众所周知，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中，通过一种彻底的现
象学悬搁，一切超越性的存在都被排除到纯粹意识之外，纯粹意识成了唯一合法的哲学领域，即纯粹
现象的领域。
这种纯粹现象乃是一种纯描述性的领域：纯粹的观念领域。
对于胡塞尔来说，意识现象学的任务就是通过纯粹概念性的描述到达对逻辑观念和科学观念的批判考
察，并在此基础上激活被实证主义逼进死胡同的科学观念，使科学观念回归到古希腊的严格科学的哲
学观念中。
同时，通过复活一种最为彻底的理性主义的哲学精神，他的意识现象学沿着对纯粹意识的考察而获得
一种前谓词的经验，进入具有活生生的生活经验的生活世界领域，即传统哲学上所谓意见的领域，从
而到达对哲学观念的更新，即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不是理念，而是意见。
但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是，在胡塞尔的这个思考进路中蕴含了一个内在的问题背景：虚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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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逻辑哲学论》的前言中，维特根斯坦这样写道：“或许，唯有那些人才理解这本书：他们自己已
经思考过书中所表达的思想，或思考过类似的思想。
”这句咋看有些狂妄的话，其实并不狂妄，它只是一句诚实的大实话，一句真诚的思考和真诚的写作
后的大实话。
但是，在这个缺乏真诚思考和真诚写作的世界上，大实话是最刺激人的，很容易被看成骄傲或者狂妄
。
大凡真正的哲学家，总是被特定的问题所折磨。
这些问题让他惊奇不已、寝食难安，在他身上激发出一种特殊的精神冲动：“不求尊贵显达，只为自
己的疑问寻找答案。
”但是，在现实的世界上，这种“不求尊贵显达，只为自己的疑问寻找答案”的存在方式是非常不实
际的，也总是不合时宜的。
因此，它不是受到讥讽嘲笑，就是受到冷落抛弃。
因为整个世界都是实际的，想要超出实际之外，无异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起对整个世界的挑战。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挑战世人的人不是疯子或狂妄之徒，还能是什么呢？
然而，真正的哲学家就是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他们往往挑起一个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因为他们都是些单纯而独立的心灵，没有城府，不工心计，只求过“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
生活”（梭罗）。
但是，在这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世界上，这种简单的要求却是最艰难的。
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他们大多不愿与闻哲学，即使是干了哲学这个行当，大多也
只为稻粱而谋，故而如梭罗所说，“近来是哲学教授满天飞，哲学家一个没有”。
哲学是艰难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种艰难是无法言说的，除非同样经历过这种艰难，否则，理解哲学的艰难就近乎
缘木求鱼。
或许，我们前面提到的维特根斯坦的那句话，就是要表达哲学的艰难：除非你也思考过同样的问题，
否则，你就很难理解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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