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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艾明牧师  2017 年 11 月 20 日 

第七讲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与海德格尔            

1. 基本要点 

“存在先于本质” （Sartre）； + 世界是黑暗的，人生是悲观的，“他人就是地狱！”  Nihilism. 

+ 存在主义既包含基督教存在主义者的克尔凯格尔（Kierkegaard）, 东正教思想家和作家的陀思妥

耶夫斯基， 反基督教的虚无主义者如尼采 （Nietzsche, an anti-Christian）， 也包括人道主义无神

论存在主义者， 如萨特(Jean-Paul Sartre) 和加缪 （Camus）, 还有天主教信仰背景的形而上学存在

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 

+ 一般而言，在哲学史层面，存在主义起源于 19 世纪中叶的三位思想家：克尔凯格尔，尼采，陀

思妥耶夫斯基；第一位也是最重要的哲学家是马丁海德格尔；使之成为世界潮流，并影响哲学之

外几乎所有人文科学和艺术界的是让-保罗 · 萨特。 

1. 克尔凯格尔 (Kierkegaard, 1813-1855) 

丹麦思想家和作家，其影响主要在 20 世纪，被誉为存在主义思潮之先驱。  他既反对自

由主义神学，又拒绝基要主义神学。这样，他预备了 20 世纪初巴特的“神之话语”的新正

统神学；+ 通过对绝望、软弱、苦恼、沉沦、死亡和命运等思考，开启西方哲学史面对强

大的实证主义和科学理性时代对人类个体感觉到无所适从和虚无缥缈之命运的深层次沉

思，就此，预备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欧洲精神界和知识界全面兴起的非理性主义哲

学思潮；《非此即彼》；《哲学性片段》；《恐惧与战栗》；《致命的疾病》 

2. 萨特；波伏娃；加缪 

萨特 （Jean-Paul Sartre, 1905-1980）, 20 世纪影响最大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文学

家，1964 年，以小说《呕吐》(Nausea)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认领；其哲学名著

《存在与虚无》(L'Être et le Néant, 1943) 标志着存在主义哲学主流；+基本问题：存在

者面對的五種處境（situation）：位置（My place）；過去（My past）；生存环境（My 

environment）；死亡（My death）；同行者（My fellowman）。 

西蒙娜 德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女权主

义思潮之始；  《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 1949) 是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罗马

梵蒂冈列为禁书，因其严重违背教会伦理规定。 

 

加缪 （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小说家和哲学家。195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小说《局外人》；《鼠疫》； 随笔《西西弗斯的神话》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A6%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A0%E7%96%AB_(%E5%B0%8F%E8%AF%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9B%E8%A5%BF%E5%BC%97%E6%96%AF%E7%A5%9E%E8%AF%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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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1889－1976) 

1927 年出版《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标志着一种全新的哲学思考出现在

西方文明不可逆转地进入高科技时代背景中去思考人之存在的问题，属于一种新的形

而上学思考。 

+ 基本问题：为什么存在之在有意义，而无之在无意义？ 

Phenomenology; Hermeneutics; Ontological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Transcendental hermeneutic phenomenology; Existentialism; 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 

To be, to exist, essence, being, existence, to have, having, 这一系列的简单术语包

含着涉及到人类生存的本质问题； 

他对现代文明中的“技术”所形成的特定的形而上学做出沉思，指出这种中性的无意识

形态和宗教信仰的人类理解方式，其实正在改变甚至危害人类对世界的理解，使得人

类越来越与这个世界疏离和陌生化； 

他确认，关于存在的思考，不应该以人为本，因为死亡和离开这个世界是人不可回避

和改变的，应该是世界为本，进而才能够理解人在世界上的短瞬存在之意义； 

他的惊人之处，是继克尔凯格尔、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所奠定的西方哲学思维，来探索本体论问题，使得被现代科学技术所支配的西方思

想界和哲学界重新去关注和思考被近代认识论和知识论站主导地位所遗忘和忽略的本

体论问题。用他的术语，就是关于存在的问题。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存在主义哲学，或曰存在哲学，创建者； 

+ 时间；+ Dasein （to be there, or Being there），萨特将之解释为人的自由意志

之内在性，或人的自由主体性之存在性；中文译为：此在；此有；亲在；或缘在等。

德文的 Da 为“ 此时此地” ，sein, 即英文的 being, to be, 法文的Être-là; Réalité 

humaine; 人在时间中的本真存在； 

+ 真诚；遮蔽；烦；死亡；操劳；被抛入；沉沦；关照； 

+ 历史影响：他的影响涉及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 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社

会政治理论、心理学和基督教神学界。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enomenology_(philosoph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enomenology_(philosoph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meneutic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Ontological_hermeneutics#Human_na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meneutic_phenomenolo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cendental_hermeneutic_phenomenolog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istentialism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xistential_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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