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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德格尔前期思想和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关系很久以来就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但是对这个关系的实质
却是众说纷纭。
本书要解决的问题是，海德格尔前期思想对亚里士多德思想吸纳的实质和内容是什么。
借助于海德格尔前期对亚里士多德文本的具体诠释，本书力图揭示出，正是在对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存
在论化的诠释基础上，海德格尔才得以给出对人的存在问题和存在问题自身的前期‘解答：通过对亚
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进行存在论诠释，海德格尔揭示出人的“本质”是“在—世界—中—存在”。
实践智慧是促使人进行本真的决断的“良知”，因此它是人本真的个体化存在的前提。
正是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人的实践行动的境域性和与之相伴的行动的时机性概念中，海德格尔揭示出
了源始的时间性—一融将来、过去和现在于一体的绽出的当下。
海德格尔进一步通过诠释亚里士多德智慧活动，揭示出存在自身源始的发生乃是在场。
通过源始的时间性和在场的源始领会，海德格尔给出了他的前期的存在问题的解答——在源始的时间
性中绽出的在场。
海德格尔前期对人的存在问题的解答具有重要意义，人的存在作为此在是对传统的二元论的主体论的
批判和瓦解。
他对存在自身的源始的思考是对哲学自身的可能性和发展方向的一次重新检视。
    本书除了导论和结束语部分外，共分为七章。
导论部分说明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海德格尔前期思想形成的重要影响，提出，海德格·尔进入亚里士
多德研究是不满于当代哲学的研究现状。
他要源始地解决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而解决存在问题的出发点是对人的存在问题的
理解。
海德格尔在亚里士多德那儿发现了对人的生存现象的源始的描述，这促使他回到亚里士多德，真正开
始了他自己的哲学探索。
    第一章是研究综述。
这个部分分别介绍了Kisiel、Buren、Volpi、Taminiaux、Sadler。
等在这个领域的代表性_的研究成果。
正是站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才能够深入进行。
这些学者大部分承认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海德格尔前期思想形成的积极作用（Kisiel、Volpi、Taminiaux
、Buren），也有部分学者强调海德格尔的神学思想渊源，认为海德格尔基本上是在和亚里士多德的思
想的对峙中发展出自己的思想（Sadler）。
一个普遍的误解是，认为海德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智慧活动的内容作为在手的和衍生的，是海德格尔
批判的对象。
    第二章揭示出海德格尔和亚里士多德在现象学方法论上的互通，这是海德格尔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一
个基础因素。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源始的现象学家，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诠释学也秉承现象学的根本原则要“回到事情
自身”。
他们的现象学方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通过揭示真理（aletheia）的方式来呈现事情本身。
不过，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亚里士多德对人的实际生存的现象学描述还是一种存在者层次上的，必
须在存在论层次上对他进行重新诠释。
    第三章说明，海德格尔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概念的诠释，揭示出人的此在的本质是“在一世界
一中一存在”。
这样一种结构源始地包含在了此在操劳的意向性特征中了，在亚里士多德那儿被描述为人的实践活动
的有层次的目的关联整体。
同时，亚里士多德对人的本质特征——人具有逻各斯的说明，指示出人的认识源始的发生，不是主体
对客体的认识，而是通过语言对生存现象的实际呈现。
真理也首先不是指命题，而是一种对现象的揭示和去除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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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揭示出，海德格尔通过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概念的存在论化，获得了源始的时间性。
实践智慧是良好的审思，这种德性的实质是，把握恰当的时机作出行动的决断。
海德格尔将这种德性诠释为召唤此在作出决断以实现本真能在的“良知”。
    第五章揭示出，通过诠释亚里士多德的智慧活动现象，海德格尔将对存在的源始体验“在场”呈现
出来。
     第六章在以上三个部分基础上说明，海德格尔恰是在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揭示出的源始时间性和存在
体验基础上，给出了他对存在问题以及人的存在问题的前期解答。
人的此在作为境域性的“在一世界一中一存在”，其主体性是要通过本真的决断实现。
人的能在虽然在将来，却回溯到过去性的时间状态并一起在当下中被遭遇。
存在就被理解为在这个当下的瞬间中绽出性的在场。
本章同时反驳了在综述中已经提出的那个对海德格尔的亚里士多德诠释的普遍的误解，说明，海德格
尔并没有把智慧活动作为非本真的生存方式，也没有把智慧活动对存在的理解仅仅作为拒斥的对象，
这种存在理解反而被海德格尔从亚里士多德那儿源始地继承下来。
     第七章介绍海德格尔思想的转折和转折后的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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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转折”后对真理（aletheia）概念研究的延续和深化结束语参考文献附录：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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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海德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已经对实际的生活现象作了如实的描述，这种描述来自一种源始的生存体
验。
正是这种体验和对体验描述的源始性具有的强大的生命力，使希腊思想在西方历史上一直发挥作用。
在海德格尔看来，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哲学和思想，无不显示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影响。
这种影响有时是决定性的，比如后期经院哲学的上帝、三位一体、源始状态、罪恶、恩典学说，海德
格尔认为，其中的人和生命此在概念就是完全“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心理学’、‘伦
理学、‘存在论’基础上的，但是，其中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通过特定的选择和解释被加工处理过
了。
”②而在另外的思想和传统中，亚里士多德是重要的参与构成因素。
德国唯心论、康德的哲学人类学以及黑格尔等无不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取了自己思辨的动力，在对
他加以解释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③其实亚里士多德在整个西方思想史上的奠基作用和深远影响，已经为人们所认识和承认，在文本上
的线索也日益清晰。
但是，人们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仍然深陷在传统的解释中。
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曾备受推崇。
近代科学的发展使亚里土多德的天文学和物理学受到怀疑，并最终被彻底抛弃。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被认为是遏制新的科学思维、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以至自近现代以来亚里士
多德整个思想也蒙受诟厉，成为基督教神学的替罪羊。
但是经院哲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并不是源始的亚里士多德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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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回到源初的生存现象:海德格尔前期对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诠释》是由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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