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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存在论与先验现象学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发表于1927年，距今已有90余年。存在问题从巴门尼德开始一直是西方

哲学中的核心问题，而《存在与时间》只是对这个问题的“重复”（Wiederholung）[1]。在海德格尔看来，在

哲学史上，关于“存在”（Sein）概念的“偏见”（Vorurteile）主要有三种。其一，“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存在者”（Seiende），因而在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已经包含了对于“存在”的理

解。其二，“存在”是无法定义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存在者不是一个类”。而海德格尔

对这个命题的解释是：“存在的‘普遍性’超越（übersteigt）了一切类的普遍性”，“根据中世纪存在论的

阐述，‘存在’是一种‘超越’（transcendens）”[2]。用海德格尔自己的哲学术语来表达就是：“存在不是存

在者”[3]。这也就是所谓的“存在论差异”。如果说定义意味着种加属差，那么存在显然无法通过更高

或更低的类来定义，它是绝对的“超越”。其三，“存在”是不言自明的概念，在一切认知以及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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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已经包含了对于存在（是）的理解。

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这三种“偏见”都不是偏见，而只是前见（Vor-urteile），海德格尔对存在的理

解与它们并不冲突，其中第二种前见更是理解他的基础存在论的关键：

存在作为哲学的基本论题不是存在者的类，但它却也涉及到每个存在者。它的“普遍

性”要到更高处去寻找。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了任何一个存在者以及存在者的任何一种

可能的存在规定性。存在是绝对的超越。此在的存在的超越是一种卓越的超越，只要其中

包含了极端个体化的可能性与必然性。每种对存在的揭示作为对超越的揭示都是先验

（transzendentale）知识。现象学真理（对存在的揭示性）是先验真理（veritas transzendenta⁃
lis）。[1]

由此可见，基础存在论的论题是作为超越的存在，而这种哲学本身则是一种先验知识或者说先验

现象学。

仅仅将基础存在论理解为一种先验现象学并不足够，为了让它得到充分理解，还有两个关键问题

有待澄清：第一，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以及海德格尔都认为存在是一种超越？第二，

何谓先验知识？海德格尔的先验现象学与胡塞尔的建立在现象学还原基础之上的先验现象学是同一

意义上的先验哲学么？亦或它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是同一意义上的先验

哲学？亦或它与这两种先验哲学都不同？

先谈第一个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三卷中提出，虽然“存在者”（to on）与“一”（to
hen）能够谓述一切存在者，但它们都不是类。因为类、属与它的属差必须是不同的（例如动物、人与

作为属差的理性），如果存在者和一是类，那么它的属差就不能是存在者或一，但是一切存在者，包

括属差，都能够被“存在者”与“一”谓述，因而存在者与一不能是类[2]。当亚里士多德将“存在者”与

“一”并列使用时，他所指向的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一元论，他的这个反证实际上说明了“存在者”这个

概念与“生物”“动物”“人”“昆虫”等类概念有着本质性的差异，因而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来探讨

的存在论或者说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科学也有本质性差异。亚里士多德指出，“存

在者”是在多种意义上被言说的，而它最主要的意义是本质（ousia）[3]，虽然他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提

出了两种形而上学：第七卷中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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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相对应的，存在将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进行规定”[1]，他的基础存在论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

“第一哲学”。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存在者包括人以及人所关联的对象，而“存在是超越”或“存在不是

存在者”也就意味着存在既不是人，也不是人所关联的对象，而是要到一个更高的领域中去寻找。这

个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答案是“视域”（Horizont）、“时间”（Zeit）或者说“时间视域”：“由时间而来的对

存在、它的特征以及样态的原初的意义规定性我们称为时态（temporale）规定性”[2]。正如他后来在《时

间与存在》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与时间的一个共同特征在于它们都不是存在者[3]。由此可得出

一个结论：时间也是一种超越，关于时间的知识也是一种先验知识。

在《存在与时间》第7节中，海德格尔区分了“通俗的现象概念”与“现象的现象学概念”，前者指的

是存在者，后者指的是存在者的存在特征（Seinscharakter）。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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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的，而关于如何运用这些要素的知识就是先验知识，也就是说区分出关于它们的正确运用（即

内在运用）与错误运用（即超验运用），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先验哲学是一种批判哲学。康德认为经

验中的先天要素有两类：一方面是空间和时间这两种直观形式或者说纯粹直观，另一方面则是知性

范畴。如果它们是存在的，并且正是由于它们，人类的经验知识才得以可能（《纯粹理性批判》分别

对这两点进行了证明），那么康德的先验哲学就同时意味着对于经验实在论（empirischer Realismus）
的反思。反思并不意味着否定或者说扬弃，康德始终是站在经验实在论的立场上为其进行辩护的，

当然同时也对于它的前提进行了澄清，后面这个工作或者说理论立场就是所谓的“先验观念论”

（transzendentaler Idealismus）。
在康德看来，由笛卡尔开启的近代认识论传统始终是与观念论密不可分的，在“对观念论的反驳”

这一节中他区分了两种观念论：“观念论（我所理解的是关于质料的）是这样一种理论，它将在我们之

外的空间中的对象的存有宣布为或者是可疑的与无法证明的，或者是错误的与不可能的。前一种是

笛卡尔的存疑式的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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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tion）[1]。但有待进一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即便作为存在论的一种替代，先验观念论是否是一种自

洽的理论立场呢？

康德关于先验观念论的明确定义是：“我所理解的关于一切显象的先验观念论是这样一个理论概

念：根据它，我们将一切显象都总体性地视为单纯的表象，而不是自在之物；根据它，时间和空间仅仅

是我们的直观的感性形式，而不是作为自在之物的客体的自我给予的规定或条件。”[2]在这个定义中，

康德没有澄清的是：显象或者说表象存在于哪里？上文已经提到，康德认为质料作为一种显象是“在

我们之中的表象”，他所没有澄清的是：何谓“在我们之中”（in uns）？当他从先验观念论的视角谈论

“在我们之中”时，显然“我们”只能指心灵（Gemüt），而不能指身体，因为后者同样是在经验性的外感

知中的认知对象。在康德的用法中，“显象”（Erscheinung）是指“经验性直观的不确定的对象”[3]，而“表

象”（Vorstellung）则对应着近代认识论中的观念（idea），也就是说表象都是在心灵中的，但作为感知对

象的显象则不一定在心灵之中，例如质料就不在心灵之中，否则经验实在论中的二元论就无从谈起

了。因而，根据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一切世界中的事物都能被视为我们心灵中的表象或者说观念，并

且时间、空间、知性范畴等认知形式也是在心灵之中的，它们只不过是表象的（先天）形式而已。但康

德所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在先验观念论中谈论“心灵”是合法的么？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 1节中，康德定义了许多基本概念，例如“直观”“感性”“接受性”“自发

性”“知性”“印象”“质料”“形式”等等，但他并没有对“心灵”这个概念进行定义。第一次提到它的原文

是：“但直观只是在对象被给予我们时才发生；而至少对于我们人类来说，这种事又只是由于对象以某

种方式刺激心灵才得以可能。”[4]即便对于《纯粹理性批判》中第一个被定义的概念“直观”来说，它也只

有借助“心灵”“刺激”这些概念才能被定义，而康德似乎认为这些概念是无需定义与解释的。实际上,
“对象对心灵的刺激”只有在经验实在论的二元论意义上才是可理解的，心灵与质料是两种不同的经

验对象[5]。刺激作为一种因果关系必须是发生在经验世界之中的，进一步说是在空间之中的，只有这

样，康德才会避免笛卡尔所遇到的心物关系难题。此外，康德指出，在他的哲学语言中，“在我们之外”

（außer uns）并不意味着自在之物是在我们之外的，而是意味着外在显象或者说外在经验对象是外在

于我们的，而它们之所以是外在的是因为它们在空间之中[6]。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我们之中”还是“在

我们之外”都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空间关系，而“我们”或者说“心灵”则也是一种经验对象。在这个意义

上，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的出发点恰恰是经验实在论，如果不是从后一种视角出发，他对于“直观”“接受

性”“印象”“质料”等基本概念的定义都是不可理解的。而如果先验观念论意味着将一切显象都视为

心灵中的（在我们之中的）单纯表象，那么它将不再是先验观念论，而毋宁说是经验观念论。简而言

之，康德的先验观念论是无法自洽的。

三、先验观念论与先验现象学

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一书中，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解释为一种存在论区分。康德

[1]参见Henry E. Allison,“Kant’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 in Graham Bird (ed.), A Companion to Kant, Oxford: Black⁃
well, 2006, pp.111-124.

[2][3][4][6]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55, A369, A 20 / B 24, A 19 / B 33, A 373.
[5]在康德看来，经验实在论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二元论立场：外感知对应的质料对象与内感知对应的心灵都是实在

的，并且作为显象或者说现象的质料与心灵处于连接之中（因为它们都是经验对象，因而因果性等范畴能够被运用于它

们）。这种经验实在论中的二元论不能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相混淆，因为在笛卡尔那里，心灵与物质作为实体是超越

于直接经验的，他的心物二元论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此外，康德的二元论也与形而上学中的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不

相容。（参见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1955, A 379）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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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哥白尼革命通常被概括为“不是知识遵照对象，而是对象遵照知识”，海德格尔认为，这说明了康德

在关于存在者的知识之外还看到了存在论知识的存在，先验知识即存在论知识，而经验知识即存在者

知识；此外，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还应该被理解为前者对于后者的奠基，存在者上的真理是奠基于存在

论真理的[1]。也就是说，海德格尔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理解为经验实在论的奠基，后者所揭示的是关

于存在者的真理，这种真理首先不是通过自然科学，而是在日常生活经验中被揭示的，例如“太阳把石

头晒热了”；经验知识不是对自在之物的揭示，而是对人的视域（Horizont）中的显象（Erscheinung）或者

说现象（Phänomen）的揭示，因而视域这个因素是无法从经验知识从排除掉的，先验观念论无非就是

对视域的揭示。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提出，时间是理解存在的视域，因而它也是理解存在者

的视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先验现象学与康德先验观念论之间的对应关系。虽然他们的

时间哲学并不相同，在《存在与时间》里并没有先验自我的统觉能力与知性范畴的位置，而在《纯粹理

性批判》中则没有时间性与世界时间的位置，但是对时间视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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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此在”？它是传统哲学中的意识、心灵还是精神？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使

用了“在人之中的此在”（Dasein im Menschen）[1]这样一个概念，这使得我们似乎有理由将此在等同于

意识、心灵或者精神。但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写道：“科学作为人的活动有着这种存在者（人）

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者我们在术语上称为此在。”[2]由此可见，他用“此在”代替了“人”[3]，在《康德与

形而上学问题》中为了将基础存在论与哲学人类学区别开来，他才使用了“在人之中的此在”这样一个

临时性的术语。尽管如此，他依然面临着这样一个反驳：即便用此在或人代替了心灵、意识或精神，但

是基础存在论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一样蕴含着内在矛盾。存在与时间是在此在或者说人之中的，关

于它们的谈论已经预设了此在或人这样一个经验性的概念，因而在何种意义上基础存在论是一种先

验哲学？进一步说，在何种意义上基础存在论不是一种哲学人类学[4]？基础存在论所探究的是人或者

说此在的存在，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提出基础存在论或者说“此在形而上学”

（Metaphysik des Daseins）要回答“什么是人？”这个问题[5]，这使得它很难与哲学人类学区分开来，海德

格尔不愿意承认的是：基础存在论必然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即便它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人类学。

基础存在论的理论起点是对于人或此在的日常性（Alltäglichkeit）的生存论分析（existenziale Ana⁃
lytik）[6]。这种分析并不是无预设的，因为作为常人的此在拥有着各种对于自我以及他者的理解，而这

些理解正是生存论分析的起点，但它至少是无理论预设的，它并没有从任何一种关于人的理论性规定

出发，例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上帝的创造物”等。在这个意义上，基础存在论或者说生存论分析

并非是一种先验哲学或者纯粹现象学，而是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或者说经验性的哲学人类学。与英

国经验主义相比，生存论分析不以任何一种认识论作为理论起点，例如“心灵是一块白板”“知识来源

于印象”等等，而是以人的日常生存状态为分析对象，例如使用锤子、阅读报纸、与他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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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意识或者说心灵，而心灵拥有各种各样的官能，例如感性、意志与理性等等。但正如康德的批评

者（包括海德格尔）指出的那样，所有这些谈论都属于（经验性的）心理学。与康德不同的是，海德格尔

认识到作为康德以及近代认识论者的理论出发点的心理学只不过是“经验实在论”的一个方面，而彻

底的先验哲学不应该只是对于心理学的辩护与反思，而应该是对于彻底的“经验实在论”的辩护与反

思；这要求先验哲学的出发点不能是心理学，而应该是日常生活经验。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先验观

念论一方面是对经验实在论的辩护，另一方面是对它的反思与批判，从康德对于“先验观念论”的定义

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甚至是与经验实在论正面冲突的，前者似乎是后者的一种替代。也就是说，先验

观念论不仅不是存在论或者形而上学的替代，反而是一种与经验实在论相冲突的存在论或者说形而

上学。也许这并不是康德原本的意图，但是所谓的“双重视角”的解释并不能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辩

护，最终我们还是需要追问：究竟观念论还是实在论才是正确的存在论或者说形而上学？这个问题的

答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是找不到的。由此可见，将彻底的经验主义或者说自然态度作为理论出发

点只是解决了先验哲学所面临的一个困难，先验哲学要成为一种具有信服力的理论，它与我们的经验

主义或者说自然态度之间的矛盾还必须得到解决。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或者说先验现象学是建立在对于近代先验哲学的反思基础之上的，它不

仅对先验哲学的理论出发点，而且也对先验哲学本身的性质进行了反思。海德格尔将现象学视为一

个方法概念（Methodenbegriff）[1]，它“让自我显现的事物，如其在自身自我显现的那样，在其自身被看

见”[2]。对于这种现象学来说，现象不是“经验的不确定对象”，也不是直观形式或知性范畴，而是在其

自身自我显现的事物：一方面它是人的活动所关联的对象或者说存在者，另一方面则是超越的存在与

时间。因而基础存在论这种现象学一方面让彻底的经验主义或者说自然态度中的事物如在其自身自

我显现的那样被看见，例如让锤子作为锤子，铁原子作为铁原子被看见；另一方面则让存在与时间如

在其自身自我显现的那样被看见，而且超越的存在与时间和存在者的关系正如康德哲学中直观形式

与显象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后者自我显现的视域，关于前者的先验知识也就是关于后者如何自我显现

的认识，在这一点上基础存在论这种先验现象学与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保持着一致。但与康德不同的

是，基础存在论不是作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或者说自然态度的竞争者而出现的，作为一种先验现象学它

只是“让……被看见”（Sehenlassen）[3]，进一步说是让事物的存在方式被看见，它并不对事物的存在方

式进行修正，并不是作为与“经验实在论”形而上学相竞争的“先验观念论”形而上学而出现的。更明

确地说，基础存在论是一种保持中立的存在论，或者用斯特劳森的话来说，它是一种“描述形而上学”

（descriptive metaphysics），而不是一种“修正形而上学”（revisionary metaphysics）[4]。在《存在与时间》中

海德格尔把“描述现象学”界定为“在根本上同义反复性的”[5]。

“描述形而上学”并不是对基础存在论的完整界定，因为后者不仅是一种描述性的现象学，而且同

时也是一种解释学。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或者说此在在生存中始终拥有对自身以及对存在的理解，这

被他称为此在的“存在者上的优先性”（der ontische Vorrang）[6]，因而让存在者的存在被看见的现象学

同时意味着此在的自我解释（Selbstauslegung）的解释学，解释学的现象学或者说存在论无非意味着此

在让自身对于存在的理解成为显明的（explizit machen）。这个意义上的现象学或者说解释学仍然是

“描述性的”，它并没有对存在的规定进行任何修正。生存论分析让事物较容易如在自身自我显现的

那样被看见，例如知道锤子是如何被使用的或者与他人是怎样打交道的并不难，但是，让事物的存在

[1][2][3][5][6]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Niemeyer, 2006, S.27, S.34, S.33, S.35, S.11.
[4]参见P. F. Strawson, 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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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者说显现方式）以及理解事物的先天视域被看见就不是能够轻易实现的了。海德格尔认为，

在日常生活中人或者说此在是通过“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