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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类比统一性与存在意义问题的现身

***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何以成为存在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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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一生追问的问题" 布伦塔诺追随亚里士多德运用类比统一性思维解决存在概念多

种含义的统一问题!不但直接激发了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意识!而且也为海德格尔早期追问存在问题提供了类比统一性

的思维模式" 存在类比统一性思维模式三要素与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问题形式结构三要素之间有着良好的一一对应关

系" 正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中!存在问题具体化为存在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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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存在问题*是海德格尔一生追问的问题#但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不同时期#它以不同的面目呈

现出来% 最为学界所知的是#在&存在与时间'为

代表的早期著作中#存在问题呈现为)存在意义

问题*(而在其后期思想中#存在问题定型为)存

在真理问题*% 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面目意味着提

出问题的不同视野#带来的是解决问题的不同思

路% 本文从存在类比统一性"7.CG&?'CO.M'L$思维

模式这一线索出发#探索海德格尔将存在问题具

体转化为存在意义问题的内在理路% 本文将先介

绍存在类比统一性的内涵(然后分别论述这一思

维模式在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密切相关的两位哲

学家,,,亚里士多德和布伦塔诺思想中的体现(

最后以&存在与时间'为例#探讨海德格尔在存在

类比统一性思维模式的支配下#何以可能将存在

问题具体转化为存在意义问题%

一4存在类比统一性的内涵
7.CG&?'CO.M'L在中文中一般被翻译为存在类

比统一性% 其中的 C.CG&?'C一词源于古希腊语

23245153

#原义是)以逻各斯为根据*% 在哲学

史上#柏拉图首先看到了这种类比性% 他认为我

们认识事物时发现事物之间之所以有相似性#可

以相互比较#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了作为认识源

泉的逻各斯的缘故% 柏拉图的这一发现规定了类

比统一性基本特征!不同的事物由于相互之间的

某种相似性而能够统一起来% 但是在柏拉图的视

野内并没有 C.CG&?'CO.M'L"存在类比统一性$问

题#他没有讨论存在的多义性问题#更谈不上讨论

存在多个含义之间的统一性问题% 这是因为柏拉

图把存在视为属"?O.NL$概念#而且是六个最普遍

的理念之一%

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知道了)存在*并非

是柏拉图所以为的属概念#因为存在概念所说的

东西并不是个体事物之间的种属意义上的共性%

但柏拉图说存在是一切事物之中最普遍的事物倒

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涉及每一个存在者% 近代

存在论着力探寻的就是存在的这种最高的普遍

性#正如沃尔夫":&GHHSFJ'LM'C.$所规定的#存在

论探寻)普遍意义上的存在和存在者的普遍特

性*

!

% 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与亚里士多德和

近代存在论有着相同的主张!存在的普遍性)不

是属上的普遍性*#)超乎一切属上的普遍性*

"

%

但是#存在真正的)普遍性*并不是近代存在论的

统辖所有存在区域"精神+物质和上帝$的最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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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JM'. Ò'%O??OJ(&$/" 5"; \$/'"A7!$(eJC./HNJMC>IC'.!f'MM&J'&_G&LMOJ>C..# #311#\(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遍性所能涵盖的#海德格尔主张!存在)超出一切

存在者和对某个存在者的一切存在层次上的可能

规定之外*#是)绝对的超越者" %CLMJC.L-O.%O.L

L-FGO-FMF'.$*#所以)必须在更高处寻求存在的

-普遍性.*

!

%

存在的这种超越性涉及存在自身的最根本的

)含义统一性*问题% 受布伦塔诺的影响#追问

)存在多重含义的统一性*支配了海德格尔前期

的哲学思考% 面对存在的多重含义#海德格尔希

望找到某个单一者来规定这些含义并赋予其统一

性% 他终于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找到了类比统一性

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已经把存在)这个先验-普遍

者."MJC.L̂O.%O.MCG7GG?O>O'.O.$的统一性视为类

比统一性"%'Oc'.FO'M%OJ7.CG&?'O$*

"

%

其实#在亚里士多德学说里存在着两种完全

不同的类比% 第一种类比是经院哲学所命名的

)比例类比* "C.CG&?'C\J&\&JM'&.CG'MCM'L$% 这种类

比就是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所说

的!类比的)比值相等#这至少有四项*

#

% 从这个

界定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在数学比例的意义上将

这种类比理解为7rZ

k

Srb

k

cre00亚里士

多德在他的著作中举了很多例子用来说明这种比

例类比#比如!)在鸟身上为羽毛的东西#在鱼那

里相应的是鱼鳞%*

$但无论是从亚里士多德思想

来看#还是从一般哲学史来看#抑或是从海德格尔

思想来看#这种类比并不是存在类比学说的核心

内容%

存在类比学说的核心是另一种类比概念#这

就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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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译为

)向一*

%

#或相关统一性&

$#而经院哲学命名为

)C.CG&?'CCMMJ'YNM'&.'L* "归属类比$#后人也称为

)C.CG&?'CO.M'L*的东西% 我们将这个意义上的类

比统称为)存在类比统一性*% 存在类比统一性

指在讨论存在的多重含义时#认为它们之间有统

一性#其中某种含义是存在的基本含义#是其他各

种含义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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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基$#其他含义都可以某种方

式回溯到这个基本含义% )回溯*的意思是!其他

含义都是从基本含义那里产生+发源的% )基本

含义承担着其他意义#引导着其他意义%*

'在这

种意义上#也有学者把这种统一性称为原初统一

性"NJL\Jt.?G'-FO. c'.FO'M$

(

%

从完整的结构上来说#存在类比统一性思想

模式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

"#$统一现象#即存在有多重含义#且诸含义

之间存在着类比统一性的现象(

"!$统一基点#即多重含义可回溯到的它们

之中的一种基本含义(

""$统一根据#即多重含义回溯到统一基点

的根据所在%

二4)形而上学*中的存在类比统一性

为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上学'中多处指明了)存在*的多种含义*+,

#

其中第六卷第 ! 章中的分类最完整也最标准!

"#$作为偶性的存在("!$作为真的存在(""$作为

诸范畴的存在("6$作为潜能和现实的存在*+:

% 亚

里士多德认为存在的这些含义之间有着某种统一

性#)存在有多种意义#但与某种唯一的本性相

关*

*+;

% 那么#它们之间的统一性到底是一种什么

样的统一性呢1 亚里士多德举了健康和医术这两

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像所有健康的东西与健康相关一

样!有些是保持健康!有些是造成健康!

有些是健康的标志&或者像医术上的与

医术相关一样"有些是拥有医术而被称

为医术上的!有些是自然地适用于医术!

有些则是医术之功能#$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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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医术的各种不同含义或用法#各自从

不同的角度直接或间接地与它们的某个基本含义

有联系% 存在概念和它的不同含义之间也是这样

一种关系% 只有在与存在的某种基本含义的联系

中#不同的存在含义才汇集到)存在*这个概念之

下% 这个基本含义就是各种含义的本原"

27

8

9

$#

)存在有多种意义#但全部都与一个本原有关*

!

%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十个范畴"实体+数量+性质+

关系+位置+时间+状态+拥有+活动+受动$之间的

统一性#发现!

因为事物被说成是存在!有些是由

于是实体!有些由于是实体的属性!有些

由于是达到实体的途径!有些则由于是

实体的消灭(缺失(性质(制造能力或生

成&或者由于是与实体相关的东西!或者

由于是对这些东西中某一个或对实体的

否定$

"

所以他将存在诸范畴的统一基点确定为首要

范畴)实体*"

5=/>2

$!

所以很显然其他一切都由于实体而

存在$ 原始意义上的存在不是某物!而

是单纯的存在!只能是实体''其他范

畴都不能离开它独立存在$ 唯有实体才

独立存在#

$

从存在类比统一性思维模式的三个要素来

看#亚里士多德谈论了第 # 个要素)统一现象*!

指出了存在的多重含义#并且认为诸含义之间存

在着类比统一性(部分地确定了第 ! 个要素)统

一基点*!只论证了作为诸范畴的存在的统一基

点为实体#却没有确定存在全部四种含义的统

一基点是什么% 另外#即使在论述诸范畴的类

比统一中#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处理第 " 个要素

)统一根据*#没有明确指出其他范畴回溯到首

要范畴实体的根据所在% 海德格尔在评论亚里

士多德统一作为范畴之存在的努力时说道!)以

这一揭示#他就把存在问题放到了全新的基础

上了#虽然#连他也没有说清楚这些范畴之间联

系的晦暗处%*

$

三4)根据亚里士多德论存在的多重

含义*中的存在类比统一性

在激发了海德格尔存在问题意识的&根据亚

里士多德论存在"EO'O.%O.$的多重含义'

%中#布

伦塔诺继续亚里士多德的工作#探讨存在概念多

重含义的类比统一性问题% 布伦塔诺认为#在亚

里士多德关于存在的四种含义中#作为范畴的存

在是最重要+最有用和最困难的&

#所以他将大部

分篇幅都用在研究作为范畴的存在上面%

布伦塔诺认为在十范畴之间存在着双重类比

关系!一是根据比例关系上的相等这种类比#也就

是说 )不同的质以相同的方式同多个载体相

关*

'

#他还引用了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来加以

说明!)正如直在长度中#同样宽在广度中*

(

% 这

就是前面所说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命名的比例类比

"C.CG&?'C\J&\&JM'&.CG'MCM'L$% 另一种类比关系是

关乎同一端点的类比# )所有的范畴都因关乎

-一.和关乎-同一本性.而被称为存在*

)

% 显

然#只有在后面这种类比方式中#诸范畴才有统一

性可言% 那么#诸范畴关乎的同一个端点是什么

呢1 跟亚里士多德一样#布伦塔诺认为#这个端点

就是诸范畴中的首要范畴)实体*#而且是第一实

体#即)个体性的实体*"'.%'Q'%NOGGOENYLMC. $̂!

该端点就是那因之所有的东西方才

被称作存在着的那个存在!即在首要和

最真正意义上的存在''最真正的和先

于所有其他一切存在的是*实体+!而第

一和最真正的实体是第一实体!即个体

性的*实体+&所有其他存在着的东西!

之所以存在着!那是因为无论怎样都在

它那儿可被找到$

*+,

布伦塔诺认为#其他范畴就端点"第一实体$

而言是同一的#它们仅仅在与该端点发生关系的

方式上是不同的#由此就得出进行范畴划分的标

3"#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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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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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根据它们与同一端点发生关系的不同方式来

划分它们!

% 具体来说#就是!

对范畴划分的演绎上的证明必定始

于对*实体+和*偶性+"%'O7--'%O. #̂的

区分$ 前者不允许进一步的划分!而后

者首先被分为各种*绝对的偶性+和*关

系+"%'O<OGCM'&.O.#

"这两类!并且绝对

的偶性进而被分为*内在的偶性+(*影

响+和*外在状况+

#

$

根据这一标准#在其他九个范畴中#)关系*

因)鉴于他物而属于载体*#因而单列为一类(其

他八个范畴则因)绝对地属于载体*#归入)绝对

偶性*% 绝对偶性又可分为内在偶性+中间偶性

"影响$和外在偶性"状况$三类!数量和性质因

)作为真正存在于其中的东西被赋予给-首要的

实体.*而成为内在偶性#活动+受动+状态和拥有

四个范畴因)更多地是-关乎载体.而不是-在载

体中.*从而被归入中间偶性#而位置和时间因

)在那儿谓词取自于外在于主词的东西*而属于

外在偶性$

% 这样#九个范畴因关联到实体的不

同方式而存在% 根据这一划分标准#十个范畴也

因此联成一个整体#而不复是康德所说的碰到了

就捡拾起来的+零散的东西%

%

通过上面的分析#布伦塔诺在一个注释中总

结性地指出!)存在不是根据-种差.而是根据不

同的-存在方式. "正如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即根

据同作为共同端点的-实体."

. ! %

$的关系之

不同的方式$被划分入范畴%*

&由于这一洞见#布

伦塔诺得以从根本上指明亚里士多德未加探究的

诸范畴得以统一的根据所在!范畴之为范畴就在

于事物实存于最终载体,,,第一实体,,,中的方

式#诸范畴是事物实存于第一实体的不同方式#

)有多少种范畴#也就有多少事物存在于其载体

中的方式*

'

%

这样#布伦塔诺在亚里士多德的基础上#通过

探明存在类比统一性思维模式的第 " 个要素)统

一根据*#完全解决了作为诸范畴的存在的类比

统一问题% 但是#存在四种含义之间的统一性问

题仍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没有得到探讨%

四4)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意义问题的

现身

正是在布伦塔诺未加探究的地方#海德格尔

产生了深深的困惑% 他后来回忆道!

贯通并支配着全部多重含义的简单

而统一的存在规定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

唤起了下面一些问题)究竟什么叫存在-

存在者之存在何以"为何以及如何#展

开为这四种方式"对此亚里士多德始终

只是断定了(.但/在它们的共同来源方

面.却/不加规定#- 人们哪怕只是以哲

学传统的语言举出这四种方式!也足以

为那个首先不一致地显现出来的东西所

震惊)作为偶性的存在(作为潜能与现实

存在(作为真的存在(在范畴样式中的存

在$ 在这四个名称中!何种存在意义在

说话呢- 它们如何才能达到一种可理解

的协调-

要获悉这样一种协调!我们预先就

要追问和廓清)存在之为存在"而不只

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从何处获得它的

规定性-

(

海德格尔的这段回忆详细地展开了他当时面

临的许多困惑% 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却不

外乎是类比统一性思维指导下的三个问题!首先

是)统一根据*问题,,,)贯通并支配着全部多重

含义的简单而统一的存在规定是什么1*而要回

答这一问题#必须先行弄清楚 )统一基点*问

题,,,)存在之为存在"而不只是存在者之为存

在者$从何处获得它的规定性1*解决了这两个问

题#就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存在意义问题*,,,

)何种存在意义在说话呢1*由于)存在意义*就是

)贯通并支配着全部多重含义的简单而统一的存

在规定*#就是统一存在多重含义的统一根据#所

以这里的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统一基

点问题和统一根据问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布伦塔诺的著作不但激发了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

意识#而且也为海德格尔早期追问存在问题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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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赵中华!存在类比统一性与存在意义问题的现身

了类比统一性的思维模式% 正是在这样的追问

中#存在问题得以逐渐以存在意义问题的面目现

身出来%

在本文中#笔者不打算完整地呈现海德格尔

)如何*确定统一基点和统一根据的思想发展过

程!

#而是根据存在问题的形式结构#阐明海德格

尔所真正面对的存在的多种含义是什么#以及他

)为 何 * 确 定 ) 此 在 的 领 会 或 实 存 性

"cK'LMO. '̂CG'MuM$*为存在各种含义的统一基点+

)时间性*为其统一根据%

在&柏拉图!智者篇' &时间概念史导论'和

&存在与时间'三部相继完成的著作中#海德格尔

都提出了存在问题形式结构的三重要素!按发问

的逻辑顺序#分别是问之所问"AOHJC?MO$+问之所

及"ZOHJC?MO$和问之所求"cJHJC?MO$

"

% 通过分析

我们将会发现!存在问题三要素与存在类比统一

三要素之间有着良好的一一对应关系% 存在问题

形式结构以&存在与时间'中的提法最为成熟#也

最为人所熟知#所以我们就以此为例进行阐释%

)发问作为-对00.的发问而具有问之所

问%*

#问之所问是每一个问题的起点% 存在问题

的)问之所问是存在,,,使存在者之被规定为存

在者的就是这个存在*

$

#也就是不同存在者的不

同存在方式% 在&存在与时间'中#存在方式不再

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四种存在"作为偶性的存

在+作为真的存在+作为诸范畴的存在+作为潜能

和现实的存在$#而是从笛卡尔的思想"JOL-&?'=

MC.L$和广延"JOLOKMO.LC$对立中剖析出来的一种

更为根本而尖锐的差异!生存"cK'LMO. $̂和实在

8<OCG'MuM#包括了上手性"[NFC.%O.FO'M$和现成性

"f&JFC.%O.FO'M$

%

9这两种存在样式&

% 因此#)生

存着的此在的存在与非此在式的存在者的存在

"例如现成性$的区别*明晰而尖锐地呈现出来#

构成了存在问题的出发点'

% 这对应了存在类比

统一性中的第 #个要素)统一现象*!存在有多重

含义#且诸含义之间存在着统一性% 只是在问题

的起始处#我们只有一种平均+含混的存在领会#

知晓)生存*与)实在*是存在自身的不同样式#知

晓它们之间有着某种统一性#但并不清楚这种统

一性是什么+又从何而来%

由于)问之所问*是存在者的存在#)那么#在

存在问题中#问之所及就是存在者本身*

(

% 确定

了问之所及是存在者#那么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

指明它是哪一种存在者% 海德格尔问道!)我们

应当把哪种存在者作为出发点#好让存在开展出

来1*)这种作为范本的存在者是什么1*

)这个作

为基础的存在者就是此在#正是此在通过自身的

存在领会将生存和实在这两种存在方式统一起来

并开展出来% 这是因为)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

此在的存在规定*

*+,

!一方面#此在领会自身的存

在#)此在在它的存在中总以某种方式+某种明确

性对自身有所领会% 这种存在者本来就是这样

的!它的存在是随着它的存在并通过它的存在对

它本身开展出来的*

*+:

(另一方面#此在领会其他

存在者的存在#)作为实存之领会的受托者#此在

却又同样原初地包含有对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

的存在的领会*

*+;

% 所以#存在问题的)问之所及*

是此在这种存在者#解决存在问题要从分析此在

的基本生存结构出发#而此在的领会或生存性

"领会体现的是此在)生存性*这一存在方式$也

就成为海德格尔解决存在统一性问题所选定的

)统一基点*%

)问之所求#亦即存在的意义%*

*+<什么是意

义1 海德格尔说!)意义就是某物可领会性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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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见ICJM'. Ò'%O??OJ(A7('+"! &+4=/9'$9"A7#3$#eJC./HNJMC>IC'.!f'MM&J'&_G&LMOJ>C..##33!#\(66*(A,+7$)+0$"( B5,D$98=/8='$;$9

\$/'6$),/::9"A7!$$#eJC./HNJMC>IC'.!f'MM&J'&_G&LMOJ>C..##313#\\(#36

2

#31(&$/" 5"; \$/'"A7!$#eJC./HNJMC>IC'.!f'MM&J'&_G&LMOJ>C..#

#311#\\(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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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V&J'.$%*

!从)意义*出发#某物才能够被领

会% 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的可领会性之所在#是

存在领会的可能性条件% )这体现出-意义.在存

在领会中具有-让存在. " EO'.GCLLO.$的特征%*

"

那么#何者是存在领会的可能性条件1 其实#这就

隐藏在我们平时的领会活动中#)在隐而不彰地

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之出

发的就是时间*

#

% 所以#海德格尔回答!)应从时

间来领会存在*#只有)着眼于时间才能领会存在

怎样形成种种不同的样式以及怎样发生种种衍

化*

$

% 从这个起点出发#海德格尔通过高超而缜

密的分析将其孜孜以求的两种存在的意义,,,此

在存在的意义和存在自身的意义,,,分别确定为

时间性"[O'MG'-F/O'M$和时态性"TO>\&JCG'MuM$% 这

样#作为此在存在意义的时间性也就成了把握存

在统一性+)领会存在怎样形成种种不同的样式

以及怎样发生种种衍化*的)统一根据*%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看到!存在问题三要素与

存在类比统一性三要素之间有着如表 #所示的对

应关系%

表 #4存在问题与存在类比统一性的对应关系

存在问题

三要素 对应者

存在类比统一性

三要素 对应者

问之所问 存在者的存在!生存+实在 统一现象 存在的多种样式!生存+实在

问之所及 存在者!此在 统一基点 此在的领会或生存性

问之所求
此在存在的意义!时间性

存在本身的意义!时态性
统一根据 此在存在的意义!时间性

44海德格尔追问并回答存在问题)问之所问*

)问之所及*和)问之所求*的过程#就是在存在类

比统一性思维模式的指导下#确定存在)统一现

象*)统一基点*和)统一根据*的过程#就是以此

在存在的意义)时间性*为根据#把)生存* )实

在*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统一在此在的)领会或

生存性*上的过程% 至此#海德格尔被布伦塔诺

所激发的存在问题,,,)存在中多重性的单一

性*问题,,,最终得以具体转化为存在意义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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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JM'. Ò'%O??OJ(&$/" 5"; \$/'"A7!$#eJC./HNJMC>IC'.!f'MM&J'&_G&LMOJ>C..# #311#\(!$#(

谢裕伟!&基础存在论何以是)存在论*的'#&哲学研究'!$#1年第 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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