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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异化之思到本真之思

———存在之维的缺失与重建

王 颖 斌

（太原科技大学 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

　　摘　要：海德格尔认为，被形而上学看作思想之本质的理性实际上是本真的思的异化物，
它从表象性思维出发，将一切都作为对象看待，不仅遮蔽了存在本身，也遮蔽了本真的思。在

他看来，本真意义上的思是与存在本身的应和，是对人们存在“根基”的沉思，只有返回存在本

身，归属于存在本身，思才能显现其本真性。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是对传统理性的反叛，同时

也表现出非理性主义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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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尔认为，“思”一直受传统形而上学的

统治，被束缚在现成的存在者那里，仅限于对存在

者的探询。这样，本真的“思”隐入日常的规范当

中，缺少生动的显现机制。他所说的“思”则是对

存在本身的思，它进入存在的敞开之澄明中，应和

于存在本身的无蔽，返回到自己由之而来的最初

渊源。这种本质性的思没有现成的标准，也没有

表明其特性的固定概念。这种思非但哲学和科学

不得其解，而且从根本上拒斥哲学和科学的解读。

　　一、理性：思之异化

海 德 格 尔 说：“思 在 拉 丁 文 里 叫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ｒｅ。
这是理智的 事 情。”［１］１２３即，传 统 形 而 上 学 把 思 想

看作理性。张汝伦对此的解释是：“一般对理性的

看法是，理性是人的一种精神能力，更具体地说，
则是不同于感觉、情感、经验、激情、意志、想象、直
观等能力，是用概念来进行抽象思维和演绎推理

的能力。”［２］２８１这样的思想一方面指大脑活动的过

程，即大脑通过概念、判断等思维形式对在人之外

的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的过程；另

一方面又指通过这些过程得出的结论、观点等，即
人们和存在者打交道，形成的关于存在者的抽象

观念，它把存在者的表象和逻辑形式相结合，间接

地反映外在客观世界。总之，作为理性的思想就

是一种把握对象的方式，即对对象的思考或反思，
它被看作人的本质和属于人的一种行为、能力。

海 德 格 尔 认 为，这 样 的 思 想 是 从 古 希 腊 词

λγｏｓ中衍 生 出 来 的。λγοｓ和 存 在 本 身 是 源 始

地统一的，是“聚集”之义，其功能在于让某一存在

者展现出来以让人看到，意味着让人“觉知”这一

存在者。“觉知乃是对希腊词语 槇νοειν（思想）的翻

译”［３］１４８，而作为觉知的思想，其所觉知者，是处于

当下的存在者。因此，思想就是对当下存在者的

呈现，它把处于存在状态的存在者摆置到人面前，
以便人表象存在者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站立在人

面前。传统形而上学由此认为：“只要我们觉知着

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只要我们表象着在其对象

性中的对象，那么，我们就已经在思想了。”［３］１５１而

“觉知的能力被叫做理性。”［３］１４８这样，思想就和理

性联系在一起，它具有固定的逻辑法则，为获得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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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存在者的知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也为科学时

代的到来准备了前提条件。因此，人们就把理性

看作思想的本质和标准，认为只有科学的理性才

是唯一的和真正严格的思。
海德格尔则对此予以批判，在他看来，在这种

理性之思中，计算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他认为，就
理性（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ａｔ）的 本 源 而 言，其 原 意 是 计 算

（ｒａｔｉｏ）。在思想的计算中，一切存在都受到摆置，
人们把一切都作为可量化的东西处理，成为说明

性表象的对象，并使其精确化。科学研究既能事

先计算存在者将来的状况，也能事后计算存在者

过去的状况，使存在者成为真正可靠的对象，并由

此支配存在者。所以，理性的本质就是计算，主体

的表象方式就是计算对象，表象活动的对象化过

程就是计算的过程。因此，海德格尔说：“有一种

几千年来养成的偏见，认为思想乃是理性（ｒａｉｔｏ）
的事情，也即广义的计算（Ｒｅｃｈｎｅｎ）的事情”［４］１６３。
这种思想又被称作“算计”之思。本质意义上的计

算指的是：考虑某物，对某物有所图谋。人总是把

理性作为工具去精打细算，尽其所能向存在索取。
德国海德格 尔 哲 学 研 究 专 家 冈 特·绍 伊 博 尔 德

说，“在新时代的无条件中，谋算达到了全面的、由
数学技术所决定的合理化”［５］１０１，这就使人对存在

的看法陷入片面的对象性中，看不到其本己存在

和不可算计性，从而扼杀了存在本身的丰富本质。
科学和作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正是这种思想

的代表。作为表象性思维，它们不是让存在自行

去蔽而显现出来，不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直接领

悟，而是对存在者的掌握，说明存在者怎样和在什

么程度上为表象所支配。它们控制着存在者，使

存在者只能显现在这种设置中，使人把所有被纳

入其视 野 的 存 在 者 对 象 化。当 涉 及 到 存 在 问 题

时，这种思维同样从现成对象的角度去看待，规定

着存在是否显现和如何显现，成为存在主要的和

决定性的基础，存在由此被看作是思想的产品。
作为理性的思想是和存在本身相冲 突 的，在

其中，存在本身不仅未被思及，而且失去了其本真

存在。所以，理性不是本真的思想，它是远离存在

本身及源始思想的异化形式，处于思之本质的赤

贫状态，因而是一种无思的状态。把思想看作理

性，就堵塞了源始的思想显现自身的道路。即，理
性之思不仅无关于思想之本性，还有害于思想本

身。“惟当我们已经体会到，千百年来被人们颂扬

不绝的理性乃是思想最顽冥的敌人，这时候，思想

才能启程。”［６］２８０

二、应和：思之本性

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思与存在本 身 相 应

和，因而思就是对存在的思。陈嘉映认为，海德格

尔“一般地把思规定为倾听与回应———对 存 在 在

其本质历史中的声音的倾听与回应。”［７］２３１海德格

尔强调纯粹的思，要让思摆脱存在者而返回存在。
他认为，存在之思有双重意义：第一，思由存在而

发生，思归属于存在，而不属于人。第二，思 听 从

存在。所以，存在是思的基本要素。“当思偏离其

要素的时候，思想便完结了。”［８］３６９－３７０由此，海德格

尔又称存在为 激 发 思 的“养 料”。“它（Ｅｓ）（即 存

在）给予思 想 以 养 料（ｚｕ　ｄｅｎｋｅｎ　ｇｉｂｔ），而 且 不 是

偶尔地在某个角度，而是始终按照每一个角度，因
为 本 质 上，它（即 存 在）把 思 想 交 付 给 它 的 本

质，———这乃是存在本身的一个特征。”［９］１００４

海德格尔指出，思的原初意 思 是 领 悟。领 悟

是指：第一，等候指教，即等候展示自身者的指教；
第二，听取和尊重展示者，对之予以接纳并作出判

定。因此，“领悟就是接纳性地带到常住于自身而

又展示自 身 者 的 站 立 中。”［１０］１４６此“展 示 者”即 存

在，只有当存在展现自身而出现无蔽境界时，领悟

才发生。领悟居于存在的敞开中，“领悟是为了存

在。领悟应该这样来公开存在者，即把存在者放

回到它的存在中去，以便领悟就存在者展现它们

自己和展 现 作 什 么 来 接 受 存 在 者。”［１０］１９５对 存 在

者之显现出来采取一种接纳态度，这就是思。思

存在，绝不只是在头脑中反映某一存在者，而是让

存在显现其本源性的展示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进

行应和。
进一步说，只要有存在发生，就必定伴有思的

发生，而思自始至终都只能依存在之在而在，应存

在之变而变，根据存在的显和隐相应地调整自身。
当存 在 显 现 而 进 入 无 蔽 领 域 时，思 便 同 时 发 生。
思受 到 存 在 的 统 摄，在 思 发 生 之 际，并 没 有 直 接

“取”得某个具体东西，而是“接纳”自行显现者即

存在，把 显 现 者 带 出 来，实 际 上 就 是“让 存 在 到

来”，不断地领会存在的显现。因此，思的本质就

在于存在，根本上属于存在的真理。这样的思就

是对存在的热爱，是出于存在的召唤，并追求与之

相契合的活动。思按照存在本身的方式说话，是

对存在本身的应和。
海德格尔强调思必须和存在保持契 合，而 不

２６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７卷　



能分离冲突。思和存在是源始同一的，处于主客

不分的境界，即使有“区分”，也是“亲密的区分”，
即在共属一体意义上的区分。但后来，思由与存

在的源始契合变成了对知识的刻意追求，这就包

含有把存在作为对象看待的倾向，源始的思就成

为理性。于是，思就变成对什么是在其“存在”中

的存在者的追问，成了主观的思想。于是，最初的

思就变为哲学，沦为形而上学，而原本与思合一的

东西被作为思的对立面分离开来，这种所谓的思

恰恰不思。思之为思就在于去思那些必须被思及

但还尚未被思及的东西，即存在，它召唤思，思在

归属于存在之际才从存在获得规定性，思因之而

发生为思。
思在根本上是源于存在且归于存在 的，它 没

有固定的概念，也没有固定的标志来标明其本身，
能标明它的只有存在无蔽状态的敞开。作为倾听

着归属于存在的东西，“这种思想的成果不仅不是

计算，而且根本上是从存在者以外的东西那里被

规定的；这种思想就是本质性的思想。”［１１］２３６海德

格尔认为，这种相关于存在的思是最本真的、最源

始的思，它是任何理性都不能把握的，相反，在它

之中隐藏 着 包 括 理 性 在 内 的 一 切 思 想 的 本 质 渊

源，理性只是思的一种后起的特殊方式，思比理性

更为原初和根本。这种非概念性的思为人们打开

了理解本己的存在和人的本源视野，唯有在这样

的思中，才有不可计算之物，物才有更本源和自由

的显现，被保存于其真理之中。
总之，在应和之思中，人将某物纳入其视野之

中，但不是伸手去取它，也不是向它发动进攻，而

是保持其本来面貌，让人的所作所为顺应作为本

质向人显现的任何东西。真正的思保持着存在的

基本要素，因此，思就是对存在的思。显 然，这 样

的一种“思”就和形而上学的思想划分开来了。

三、沉思：思之姿态

以存在为本质要素的思是一种沉思 之 思，它

与单纯的理性的计算性思维相区别，“是对丧失人

的根基持 存 性 的 计 算 性 思 维 的 反 思”［１２］８３。被 计

算性思维支配的世界使当今人们的“根基持存性”
受到致命的威胁，处于这一危险中的人们不仅没

有意识到危险，还掩盖危险，逃避真正的思想。因

此，人已经被从存在的家园驱逐出去，在无根的状

态中流浪。沉思之思“比理性化过程之势不可挡

的 狂 乱 和 控 制 论 的 摄 人 心 魄 的 魔 力 要 清 醒 些。

……比科学技术更要清醒些。”［１３］７５它要求人们不

要片面地系挚于形而上学的表象，而要克服这一

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表象性思维总是涉及某种

固定的存在者，而沉思之思直接关涉的是存在，它
洞见到技术时代隐藏的深刻危险，唤醒被计算性

思维遗忘的、涉及 根 基 的 东 西———存 在。在 海 德

格尔看来，面对危险，要实现计算性思维到沉思之

思的 转 向，开 启 存 在 本 身，以 使 人 类 重 获 自 身 的

“根基持存性”，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泰然任之”和

“虚怀敞开”。
海德格尔说：“沉思乃是对于值得追问的东西

的泰 然 任 之。”［３］６４所 谓“泰 然 任 之”，即“让—存

在”，让事物作为其本身如其所是地自由存在。海

德格尔主张，“人和物都应按其本己要素存在，让

自 然 按 其 本 来 的 规 律 自 由 发 展，人 不 要 强 加 干

涉。”［１２］８３－８４因此，“泰 然 任 之”就 是 让 物 成 为 它 自

己。和“让”相对的是“限定”，它将物设定为对象

或持存物，使物成为任人宰制的失去其本身的东

西。所以，“泰然任之”决不是主体的积极主动的

行为，它排除了意志的形态和表象的方式；同时，
“泰然任之”也不是一种消极被动的行为，相反，它
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积极行为，它要恢复物的本

来面貌，让 物 作 为 天、地、神、人 四 重 整 体 展 现 出

来。海德格尔针对技术时代充斥的对物的控制，
用“泰然任之”标识对技术世界的态度，在其中，技
术不是必须被消灭的有害东西，而是被召唤到敞

开之境中。当我们对物采取泰然任之的态度时，
存在本身才接近我们。

沉思还要求人们对存在本身“虚怀敞开”，对

存在采取接纳的态度。“存在”是在“显现自己的

同时又隐匿自己的东西”，而现代技术则一味地探

寻，不断地促逼和强求着物，企图使一切毫无保留

地暴露出来。而实际上，物最终被锁闭在持存物

中，失去其物性。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没有

认识到，由于物本身只被片面地从单一的功利和

效用方面去看，物的自身存在被深深遮蔽着，而且

被遮蔽的东西比在人的作用下显现出的东西更重

要。为了洞悉隐而不显却很重要的存在，就要求

人们认真思考技术世界中隐蔽的意义并对之保持

开放。“虚怀敞开”是一种谦逊的态度，它不是傲

慢地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构造物，也不独断地朝

向并停留于个别的东西。它虔诚地思着原初的存

在，努力唤起久违的对存在的期待和敬畏的心情，
敞开胸怀，静候存在的开放。“虚怀敞开”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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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完全被动地接受，它开启了通向本己存在的

道路，让存在本身展现出来。只有这种思，才能真

正接近本真的存在，从而庇护存在的意义。
沉思之“泰然任之”和“虚怀敞开”“允诺我们

一个全新的基础和根基，让我们能够赖以在技术

世界范围内———并且不受技术世界的危害———立

身和持存。”［１４］１　２４０在其中，一切都自然地存在，技

术世界所要求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受到限制，而和

它得以可能的基础联系起来，为存在本身展现新

的可能性作好准备。当沉思在我们身上苏醒时，
我们就会归属和顺应存在本身，走上一条寻求本

真栖居的道路。沉思是存在之敞开之境的一种关

涉方式，思想不能否定和抛弃最本已的东西，要从

作为主体 之 能 力 的 计 算 性 思 维 的 宰 制 中 解 脱 出

来，戒除表象的成见，在计算性思维统治人的一切

思的方式的时候，参与到存在之敞开领域中，把人

重新纳入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使人栖留于存在

之切近处并慎思这最切近的东西，使存在展现为

汇集一切的领域和生发一切的根基，并使之得以

成其自身。

四、返回：思之归真

真正的思是对本真存在的回溯，它要 求 我 们

实行返回步伐，因此，思又是“回忆”。形而上学和

科学技术的理性总是在不断地追问存在，就存在

者的存在探索存在的根据即“为什么”，这一思想

具有强制性，它要求对问题给出回答，继而提出新

问题，再做出新回答，如此循环往复至无限。它不

是应和于存在，而是凌驾于存在之上，任意地支配

存在。思则不同，思归属于存在，只能从存在的源

泉中汲取养分，依从存在本身而应和。因此，追问

不是思的本真姿态，本真的思必然受存在之召唤

的指引。
由于形而上学的思想专注于存在者，而 遗 忘

了存 在 本 身，遗 忘 只 能 靠 回 忆 来 唤 回，因 此，“回

忆”是贫困时代中思的本真样式。回忆“在此不同

于那种心理学上所说的把过去掌握在表象中的能

力。回忆思念已被思想过的东西。……回忆在此

乃是思想之聚集，这种思想聚集于那种由于始终

要 先 于 一 切 获 得 思 虑 而 先 行 已 经 被 思 想 的 东

西。”［３］１４４即，回忆不 是 把 过 去 已 有 的 东 西 在 表 象

中再现出来，而是返回存在的源头。要克服理性

之思，“出路就在于‘重复’或‘重新获得’（ｗｉｅｄｅｒ－
ｈｏｌｅｎ）此 源 头，将 其 转 化 为 一 新 的 起 点。”［１５］５１回

忆实际上起着一种还原的作用，它撇开形而上学

的理性思想，从一味的理性中返回，恢复对存在的

源初之思，归入存在的敞开领域。思首先要学习

放弃，放弃对现存的终极存在的追问，回归到存在

本身，倾听存在的召唤。这种存在之思，是失去后

的期盼，即失而复归。
这样的思想也是思念，因为存在本身 在 召 唤

思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隐退和离去，使思不可及。
这种不断隐退、离去的事件甚至比任何现存的东

西更让人却之不去。回忆就是被聚集起来的对有

待思想的东西即存在本身的思念，“回忆聚集对那

种先于一切有待思虑的东西的思念。这种聚集在

自身那里庇护、并且在自身中遮蔽着那种首先要

思念的东西，寓于一切本质性地现身、并且作为本

质之物和曾在之物允诺自身的东西。”［３］１４４这种思

想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践的，它发生在这种区

别之前，是有别于概念理智的思。思作为思念，经
验着存在的被遮蔽、被遗忘之后重返存在本身的

过程，与 形 而 上 学 的 克 服 相 关。“这 样 一 种 思 念

（Ａｎｄｅｎｋｅｎ）超出 了 以 往 那 种 哲 学 之 树 根 的 基 础

的不假 思 索（Ｎｉｃｈｔｄｅｎｋｅｎ）。”［８］４３３这 种 思 念 根 本

不同于那 种 对 过 去 了 的 意 义 上 的 历 史 的 事 后 想

象，而是在形而上学完成之际，使得存在之真理的

困境以及真理之原始开端重新向人们昭显，实现

道路的转向，重获存在的根基。
由此深入，海德格尔认为，思就是“感谢”。存

在是“给予者”，它不断地将自身“赠予”人，因有所

馈赠而供人思。在其中，人和一切存在者都解除

了强制，自由地、本己地存在着，使得存在的真理

得到维护。感谢就是对存在的谢恩，“唯有这种谢

恩赏识恩典（Ｈｕｌｄ）；而 作 为 这 种 恩 典，存 在 已 经

在思想中把自己转让给人之本质了，从而使人在

与 存 在 的 关 联 中 承 担 起 存 在 之 看 护

（Ｗｃｈｔｅｒｓｃｈａｆｔ　ｄｅｓ　Ｓｅｉｎｓ）。原 初 的 思 想 乃 是 存

在之恩宠（Ｇｕｎｓｔ　ｄｅｓ　Ｓｅｉｎｓ）的 回 响，在 存 在 之 恩

宠中，唯一者自行澄明，并且让‘存在者存在’这样

一回事情发 生 出 来。”［８］３６１－３６２思 存 在，就 是 对 思 之

所由来处满心 感 激 的 领 悟，感 谢 存 在 的 “赠 予”，
归功于存在。感谢是一种盈溢现象，它不能容忍

任何计算性思想，因为计算往往只根据存在者的

有用或 无 用 而 谋 划。原 初 的 思 不 是 专 横 和 独 断

的，不向存在进行无尽的逼索，不谋求回报，不是

用在存在者意义上的礼物来表达谢意，而是真正

地进入存在本身之中。这样的思是对构成人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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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内容乃至整个生存的东西进行崇敬的沉思，因

为人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以存在为本的。
通过回忆、思 念、感 谢，思 最 终 返 回 到 存 在。

人思存在，就是因 思 念 而 回 忆 本 源 的 存 在，感 谢

存在的 给 予，让 存 在 和 人 同 在。思 是 向 被 遮 蔽

的东 西 的 返 回，是 对 存 在 本 身 的 期 盼、等 候 和

庇护。
总之，海 德 格 尔 所 说 的 与 存 在 本 身 相 关 的

思不是形而上学 的 理 性，理 性 不 是 思 的 代 名 词，
相反，理性由存在 之 思 派 生 而 来，是 后 者 的 异 化

物，它 不 仅 遮 蔽 了 本 真 的 思，也 遮 蔽 了 存 在 本

身。海德 格 尔 从 存 在 本 体 论 出 发，批 判 理 性 之

思，主张 存 在 之 思，彰 显 了 思 的 本 源 意 义。同

时，也应该 看 到，海 德 格 尔 在 批 判 理 性 时，表 现

出明显 的 非 理 性 主 义 色 彩。余 宣 孟 认 为，海 德

格尔的思 想 是 对 理 性 主 义 的 反 叛，其 关 于 存 在

问题的 哲 学 是“当 代 非 理 性 主 义 的 最 高 形 式 的

哲学 表 达”［１６］１４１。所 以，尽 管 海 德 格 尔 既 反 对

“理性”这一 概 念，也 反 对 与“理 性”相 对 而 言 的

“非理性”的概 念，但 由 于 其 局 限 性，最 终 未 能 彻

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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