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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天职与生态伦理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重读

赵奎英

摘!要# 海德格尔的"诗人何为#虽然经常被人提起和套用'但这一追问本身的意义仍需进一步探讨* "诗人何为#关注
的核心问题是在技术时代的暗夜诗人与自然的关系* 这里的"自然#也是存在'是存在者整体'它可以显现为物'并以语
言作为存在的区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随制造意愿而行的冒险'使人站立在世界的对立面'把物'把自然'把存在者整
体'以至把人'都视作对象加以算计和制造'以致物面临着消逝'存在者整体缩小'天地万物共同的原始自然基础被破坏'
不仅物而且人神的存在都趋于一种"不在家#状态* 这时诗人的天职正在于反思人的制造意图'参与物的拯救'创建存在
的"球体#'回归心灵内在空间'通过在语言中的冒险'实现人与天地万物在存在家园中亦即在"完满的自然#中的安居*
由于"生态#与"伦理#的原义都是"家#"栖居地#'它关心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问题'诗人的天职也可以说是基于存在
之天命'思入澄明之处所'承担原初的生态伦理之要求*
关键词# 海德格尔+!诗人何为+!生态伦理+!完满的自然
作者简介# 赵奎英'文学博士'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西方美学&语言诗学&中西文论比较以及
生态语言文化&艺术理论等方面的研究* 电子邮箱! 88T,63ICd#"$LM3B本论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生态语言学与生态
文学&文化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_KK%/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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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生态批评家乔纳森&贝特曾经说)海德
格尔后期哲学沉思三个根本问题*'诗人何为.(
'在大地上栖居意味着什么.( '技术的本质是什
么.(!G61-")""如果说海德格尔后期著作中有
哪一篇章能同时深切地关涉到这三个方面)那就

非$诗人何为%莫属了, '诗人何为(这一标题)虽
然常常被人提起)并且这一发问的方式还常常被
挪用到其他领域)但对于海德格尔的这一追问本
身的意义)仍需进一步的探究, 海德格尔曾经说*
'诗人的天职是返乡( !'荷尔德林( '#")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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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诗
人何为% (#K", 因此一提起'诗人何为()人们更
多地想到的便是诗人与'返乡()诗人与'道说神
圣(的关系, 这固然没有什么错)因为海德格尔
本人就是这样说的, 但通过对$诗人何为%的仔
细阅读还会发现)这样的说法一是还没有追究到
根本)另一方面也遮蔽了海德格尔这一追问的丰
富内容, 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诗人何为%的重
读)进一步敞开海德格尔追问的问题域)并在此基
础上厘清海德格尔追问的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是什

么)以期更好地理解新时代的诗人的使命问题,

一( &诗人何为'探讨的根本问
题是诗人与自然的关系

!!海德格尔在$诗人何为%中说*'4//在贫闲
时代里诗人何为.5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
中如是问, 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
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去把捉荷尔德林所给出的答案

呢.(!(K%"+又说)根据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世
界由于上帝缺席)神性退隐)不再有把人和物聚集
起来)把世界历史和人在其中的栖留嵌合一体的
基础)时代正在经历世界的暗夜)进入贫困的时
代, 通过海德格尔对贫困时代的诗人里尔克诗歌
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贫困时代(就是技
术时代)世界暗夜正是由于技术对于自然的冒险)
对于大地的剥夺)对于物的无限制的压迫统治造
成的, 海德格尔认为)里尔克的诗歌命名着大地)
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整体(显示自身)它缓缓地揭
示-通达和深思诗与思进行对话的那个本质领域)
因此他的诗回答了贫困时代的诗人的使命的问

题, 而'那个本质领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
对于这一问题)海德格尔根据里尔克生前没

有公开发表的一首无题诗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据
$慕佐书简%编辑者的说明)里尔克这首无题诗的
前七行如下*

自然一任万物

听其阴沉之趣的冒险摆布

绝无特殊遮掩在土地和树枝中

于是吾人存在的原始基础

也不冉喜好吾人%它使吾人冒险
不过吾人$更甚于动植物

即随此冒险而行$意愿随行(+诗人
何为, (#)*#$)

海德格尔认为)在这里诗人通过对人与动植
物的比较)既指出人与动植物的差别)也指出它们
的共同之处, 共同之处乃是它们都具有同一的基
础)即'完满的自然(, 对于自然)海德格尔说*
'我们在这里必须在宽广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来思
自然)也即在莱布尼茨所使用的大写的 P61;:6一
词的意义上来思自然, 它意味存在者之存在, 存
在作为原始作用力!0287:2B21206M1206"成其本质,
这是一种开端性的-集万物于自身的力量)它在如
此这般聚集之际使每一存在者归于本身而开放出

来( !$诗人何为% (#%", 又说* 里尔克所谓的
'自然(并不对立于历史, 首先)它并不是指自然
科学的对象领域, '自然(也并非对立于艺术,
'自然(乃是历史-艺术和狭义的自然的基础,
'在这里所说的4自然5一词中)还回响着早期的
希腊词语! "的意义)也与我们译为生命的

相当, 但在早期思想中)生命的本质并不是

在生物学上被表象的)而是作为 的涌现者

!F68N;4E-,-/F-", 里尔克这首诗的第 & 行也把
4自然5称作4生命5, 在这里)4自然5)也即生
命)指的是存在者整体意义上的存在( !$诗人何
为% (#*" 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借对里尔克诗的
解读表达出两个基本意思* 一是自然是人与所有
存在者共同的基础+二是这里所说的'自然(不是
狭义的物理自然)而是指一种'原初的自然()是
'存在者整体()是存在)生命和涌现!$形而上学
导论% #)##$",

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自然是人这个存在者
与所有其他存在者共同建基的 '原始基础(
!e:E;/F")人自古以来就把这个基础叫做 '存
在()作为原始基础的自然或存在总是'一任(存
在者'听冒险摆布(, 里尔克的这首诗因此也把
自然思为'冒险( !$诗人何为% (#&", '当我们
说所冒险者总是以何种方式被引入趋向中心的吸

引之中时)自然就得到了表达(!("'", 所以在这
里)'纯粹之力的重力-闻所未闻的中心-纯粹的
牵引-整体牵引-完满的自然-生命-冒险###它们
是同一的(!("'", 因此里尔克这首思'自然(的
诗)同时也是思'冒险()思'存在者整体()思'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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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生命()思'纯粹整体之牵引(的, 但不仅
于此)里尔克还喜欢用'敞开者(一词来命名那
'神圣整体牵引()也即'自然(, 在这里)'敞开
者(意指'那一切没有界限的东西的伟大整体(,
关于'敞开者()海德格尔引用里尔克的话说*'对
于我试图在哀歌中提出来的4敞开者5这个概念)
你必须作如是理解)即)动物的意识程度把动物投
入世界)但动物没有每时每刻把自身置于世界的
对立位置!我们人却正是这样做的", 动物在世
界中存在+我们人则站在世界面前)而这依靠的是
我们的意识所作的特有的转折和强化(!$诗人何
为% ("'", '动物-花朵(正是这样的敞开者)因
为它们'无须为自己辨解+它在自身之前和自身
之上就具有那种不可描述的敞开的自由(!(")",

这也就是说)在里尔克看来)植物和动物属于
那种'敞开者()因为它们是'在世界之中(, 人却
并不是那种敞开者)因为人不是存在于'世界之
中()而是存在于'世界之前()意识的强化和发展
使人无法进入存在者整体之中)而是把存在者整
体当作对象来看待, 因此海德格尔解释说*'随
着意识的提高)###意识的本质对于现代形而上
学来说就是表象###)对象之站立和对立状态也
提高了, 意识越是提高)有意识的生命也就越是
被排除出世界, 因此之故)按里尔克信中的话来
说)人是4在世界面前5, 人没有被允许进入敞开
者之中, 人相对世界而立, 人没有直接栖居于整
体牵引的吸引和牵引之风中( !$诗人何为%
("$", 海德格尔一方面肯定里尔克所说的'敞开
者()但另一方面也认为)里尔克所说的这种'敞
开者(还没有达到他所说的那种敞开者的要求,
他说的敞开者是在'存在之澄明(意义上来理解
的, 认为只有从更原始的'存在之澄明(意义上
来理解敞开者)才能真正超出里尔克诗的范围,
但无论如何)在里尔克这里)敞开者也是命名自然
的)思考人与敞开者的关系)也是在思考人与自然
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构成里尔克的无题诗)也
构成海德格尔'诗人何为(的主题,

二( &诗人何为'对技术制造的反思

根据里尔克那首即兴诗)人与动植物的根本
区别在于)人是具意愿的人)比起动植物来人更是
冒险者, 海德格尔指出)人的意愿就是贯彻制造

的意图)人随意愿而行的冒险使人站立在世界的
对立面)把物)把自然)把世界)把存在者整体)以
至把人)都视作对象)摆到世界面前去加以算计和
制造, 在这种制造意图的推动下)人作为制造者
不仅把自身摆在世界的面前)人也从人自身中站
立出来)摆在人自身的对立面, 海德格尔说*'冒
险及其所冒险者)自然-存在者整体-世界)都是为
人而摆出来的,('自然通过人的表象!O3:81-==-/"
而被带到人面前来, 人把世界作为对象整体摆到
自身面前并把自身摆到世界面前去+人把世界摆
置到自己身上来并对自己制造自然( !$诗人何
为%("%", 并且这种制造花样繁多)无处不在)没
有什么不可以被制造的, '人在自然不足以应付
人的表象之处)就订造! S-81-==-/"自然, 人在缺
乏新事物之处)就制造新事物, 人在事物搅乱他
之处)就改造!;B81-==-/"事物, 人在事物使他偏
离他的意图之处)就调整!0-:81-==-/"事物, 人在
要夸东西可供购买或利用之际)就把东西摆出来
!6;81-==-/", 在要把自己的本事摆出来并为自己
的行业作宣传之际)人就摆出来(!("%#"*", 正
是在这如此多样的制造中)'世界便被带向站立
并被带入站立位置中, 敞开者变成对象)并因此
转到人的本质上去了, 人把世界当作对象)在世
界的对面把自身摆出来)并把自身树立为有意来
进行这一切制造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人具有一种强烈的把自然-把
物-把一切摆在自己面前)对一切进行制造的意
愿, 人的制造意愿不仅把世界作为可制造的对象
之整体设定起来)而且还使人自身从'对一切存
在者的一切关系之中)因而也在对他自身的一切
关系之中)都作为贯彻自身意图的制造者而站立
起来了)而且把此种起立建立为无条件的统治(
!$诗人何为%("&", 这也就是说)人的制造意愿
已经成了设置到人的本质中的一道强制性命令)
整个世界和人都被技术制造统治了, 在这种统治
之下)物不作为物-人不在作为人存在)一切都成
技术制造的原材料了, '地球及其大气都变成原
料, 人变成被用于高级目的的人的材料(!("&",

但不止于此)'技术的统治不仅把一切存在
者设立为生产过程中可制造的东西)而且通过市
场把生产的产品提供出来, 人之人性和物之物
性)都在贯彻意图的制造范围内分化为一个在市
场上可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 !$诗人何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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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制造意愿的人处处把物和人当作对
象事物来计算)被计算的东西成了商品, 在对世
界的对象化中)'人就活动于4商业5和4交换5的
媒介中()成为拿他的本质在金钱和通用价值中
冒险的'商人(, 这种作为'商人(的人)'不断地
衡量和度量)他不知道物的真正重量)他也从不知
道他本身的真正重量和优势( !()(#))", 这种
商品化)不仅使物沦为可计算的-被数字统治的市
场价值)失去了实在性)也使物处于快速的流通和
替代之中)从而失去自身的自持性存在, 所以海
德格尔说*'技术生产的不伦不类的产物涌现于
纯粹牵引的敞开者面前, 旧日成长的事物迅速消
逝, 这些事物一经对象化之后就不再能够显示自
身的特色了( !('K", 这种物和人自身的重量和
自持性的消失)导致了存在者整体的缩小和存在
的表面化问题)并最终导致'存在的遗忘(和'存
在的离弃(!$哲学论稿% )"'", 从而使物的存在
和人的本质都已受到严重威胁了,

但在这种技术统治带来的危险中)人面临着
更高的危险)人面临着一种双重的'无保护性(,
一方面因为人的制造意图把物对象化)让自己站
立在世界面前)出离存在者整体)所以首先不受存
在者整体保护, 另一方面)由于制造意图不仅把
物对象化)也把人对象化)人面临失掉自身的危
险)以至于'今天人类恰恰无论在哪里都不再碰
到自身)亦即他的本质(了!'技术的追问( &()",
这意味着)人本身也是不受人保护的, 但最危险
的是)人对此情况并不自知)还以为人是技术的主
人)能够通过技术掌控物)不断地推动着技术的统
治)推动着人与物的对立)这就让物和人处于更加
危险的无保护的境地, 因此海德格尔说)'这种
贯彻意图活动不仅把人置于4保护之外5)而且)
世界对象化的贯彻还日益坚决地甚至把保护的可

能性都消灭了, 当人把世界作为对象)用技术加
以建设之际)人就把自己通向敞开者的本来已经
封闭的道路)蓄意地而且完完全全地堵塞了(
!$诗人何为% (''", 这就使技术时代的人类面
临最高的危险, 这也被海德格尔看作技术时代的
'最高的急难(,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危险登峰
造极了)因为无论何处一切都被连根拔起了)而
且)更为灾难性的是)这种连根拔起已经着手把自
身掩盖起来###无历史状态的肇始已然在焉(
!$哲学论稿% #K&",

三( &诗人何为'与存在的&球体(

海德格尔曾引用荷尔德林的话说)'哪里有
危险)哪里也有救( !'技术的追问( &($", 要使
危险得到拯救)首先须有人看清这种隐藏在深渊
中威胁着人的本质的危险是什么, 而诗人就是较
早看清这种危险)并较早达乎深渊的'冒险更甚(
的人, 只是诗人的冒险与一般人的贯彻制造意图
的冒险不同, 诗人的冒险并非出于制造的意图和
个体本己之故, 他们的冒险是'秉气勇毅('超越
一切保护()却为我们创造了'安全居住(, 在海
德格尔看来)所谓'安全的(意味着'无烦忧的(,
而'忧烦(则是由无限度的制造意图带来的, 唯
当人不把人的本质设立于制造和订造的区域)才
无这种忧烦而存在, 因此)诗人创造安全)不是通
过在无保护之外建造保护的围栏达到的)因为那
样还是一种制造, 而制造总是在对象化中进行
的, 对象化却把我们锁闭起来而与敞开者对立,
而这种对立本身就助长了自己的无保护性, 因此
诗人创造安全)恰恰是通过放弃'制造(任何保护
而进行的, 人惟当放弃制造)放弃算计)放弃对象
化)从制造的烦忧中解放出来)才能'安全地存
在(, '安全存在乃是在整体牵引之吸引中的隐
蔽的安居(!$诗人何为% ('*", 而诗人正是通过
不把物对象化)不设立界限和对立)把人引入'敞
开者之中()并进入'一最宽广的轨道(, 这'最宽
广的轨道(包含所有存在者)达到把所有存在者
围成一体的存在的'球体(, 所以海德格尔说)
'吾人改变了无保护性)入于敞开者之中)进入最
宽广之轨道)达到存在者之整体的存在, 存在者
整体! "的存在! "被称为 D0)即具有统
一作用的一(!((#",

进入安全的存在)但还不只是进入一种'统
一(性中)还意味着进入一种无蔽的领域和澄明
的敞开的状态)进入存在者如其所是的本己存在,

因此海德格尔又说*' 即存在着!8-2-/F")意味
着* 在场着!6/@-8-/F")而且是在无蔽领域中在
场着, 0//1在场本身处处作为自身处于它本
己的中心之中)并且作为这个中心)在场就是球
体, 球形特性并不在于无所不包的循环)而在于
那个照亮着庇护在场者的解蔽着的中心(!$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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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 ((#", 巴门尼德曾把 )在场者之在场)
命名为'圆满的球体(,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的球
体无法对象性地加以表象)存在者的球体是指存
在者整体的完满性和丰富性, '4存在之球体5)
也即存在者整体的球体)乃是敞开者)是无限制地
相互充溢并因此相互作用的纯粹之力的被锁闭

者, 最宽广之轨道乃是吸引的整体牵引之整体
性, 这个是宽广的圆周相当于最强大的中心)纯
粹之力的4闻所未闻的中心5( !(("", 纯粹之力
的'闻所未闻的中心( '存在者整体()说的都是
'完满的自然(, 进入了这一中心)也就进入了
'完满的自然()达到了存在的'球体()达到了在
'完满的自然(中的安居,

根据里尔克的诗歌)达到这种存在的球体)实
现这种在完满自然中的安居)依赖于诗人实现了
那种'无保护性(的转变)即从由制造带来的无保
护性)转到无限界的进入敞开者或存在者整体中
的'无保护性(, 诗人通过放弃制造实现无保护性
的转换)是在冒更大的险, 但海德格尔指出)诗人
这种更甚的冒险不是一种偶然性的尝试)而是涉及
一种'无保护性(观念的根本转变, 要理解这种转
变)需要进一步理解那种无保护的本质是什么,

海德格尔提出)如果通常的无保护性在于对
象化的制造之中)那种无保护性的本质则在于世
界的对象领域在'表象着(的制造中变成'持续
的(, 这种表象有所呈现)但这种呈现是在一种
具有计算方式的表象中呈现在场, 这种呈现不知
道任何直观的东西)物之外观的可直观因素消失
了, 因此技术的计算性制造是一种'无形象的活
动()这种活动是由思想'杜撰(出来的, 海德格
尔说)'当世界进入由思想杜撰出来的产物的对
象领域时)世界就被摆置!81-==-/"到非感性的东
西和不可见的东西中去了, 这种持续的东西的在
场归功于一种摆置)这种摆置的活动属于思维体
!:-8M3E216/8")也即意识, 对象之对象性领域处
于意识之中( !$诗人何为% (()", 这也就是说)
人类那种通常的无保护性归根结底根植于人的计

算性思维)根植于人的概念的-逻辑的'我思的意
识(, 但海德格尔指出)有比这种'我思的意识(
更深广-更内在的非计算性-非逻辑化的内在领域
存在)那就是人的'心灵空间(, 要从根本上改变
人的无保护状态)必须改变人的思维方式, 必须
从计算性对象性的思维意识中超脱出来)进入到

那种非对象性-非计算性的内在心灵空间, 只有
这种内在心灵空间才能与世界整体-与敞开者相
适应)而与那种计算性思维相适应的只是无形象
的对象领域, 因此他认为)里尔克那种最宽广之
轨道)存在的球体)敞开者都是存在于人的内在心
灵空间或称'世界的内在领域(的, 只有实现从
计算性思维到内在心灵空间的转变才能实现对存

在者)对物)对人的拯救, '物的拯救依赖于我们
把对象性的物的易逝的-因而短暂的因素)从一味
制造着的意识的内在领域和不可见领域)转变而
入于心灵空间的真正内在领域)并使它在那不可
见地产生出来(!((&",

这就是说)在里尔克和海德格尔那里)拯救物
不是实际地制造物)不是使用物)也不是把实际的
物不使用-不抛弃地珍藏起来, 物的拯救依赖于
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 它是从对待物的计算性-
对象性思维中抽身出来)把物置于内在的非对象
性-非计算性的心灵空间中)让物在作为它所是的
物在那里出现,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庇护
我们的无保护性)进入存在者整体)达到存在的
'球体(, '这个统一体作为存在的美好球体)包
围了存在者的一切纯粹之力)因为它绕遍一切生
灵)无限地解放它们( !$诗人何为% ())#)$",
它'把可朽者和神圣者)大地和天空聚集入伟大
的宇宙圆舞()在这种'宇宙圆舞(中)天地万物的
内在光辉释放出来!\2BB-:B6/ ")K",

四( &诗人何为'与在语言中冒险

这里仍需追问的是)如何才能使制造的意识
转入内在心灵空间)达到宇宙的'圆舞(呢. 根据
海德格尔的看法)它是通过诗人的语言的转变实
现的, 诗人作为'冒险更甚者()他能'冒语言之
险(,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区域###存在
之圣殿 !1-B7=;B"+也即说* 语言是存在之家(
!诗人何为 ()#", 存在作为存在本身之所以能
穿越它自己的区域)'乃由于存在是在语词中成
其本质的, 0//1因为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我
们是通过不断地穿行于这个家中而通达存在者

的(!()#", 而能够在这个存在之家中自由地穿
行)敢于在这个语言家园中冒险的人)乃是诗人,
诗人因此也是最能通达存在者之存在的人, 海德
格尔指出)'一切存在者)无论是意识的对象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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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物)无论是自身贯彻意图的人还是冒险更
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作为存在
者存在于语言之区域中, 因此之故)无论何处)唯
有在这一区域中)从对象及其表象的领域到心灵
空间之最内在领域的回归才是可完成的(!()#",

这就是说)由于一切存在者都存在于语言之
中)从对象领域到内在心灵空间的回归是在语言
中发生也是依赖于语言完成的, 在海德格尔看
来)与'对象及其表象领域(相对应的是形而上学
的逻辑化-概念化的陈述语言)与'内在心灵空
间(相对应的是现象学存在论的诗的语言)从对
象领域到心灵空间的回归)必须依赖从逻辑化-概
念性的陈述语言到非逻辑化-非概念性的诗的
'语言的转换(!'走向语言之途( ##(*", 这种诗
的语言是 '道说()它不同于 '陈述(, 道说
!A6E-/" 是'整个在场范围(的现身区域)而'制
造活动的对象事物处于理性的计算性命题和原理

的陈述之中(!$诗人何为% ()"", 陈述因此是在
对存在者的表象和制造关系中采取的语言方式)
它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理性化-逻辑化的规则系
统)而且是受实用目的左右的, 它的目的还是要
把事物纳入计算-制造之中,

但诗的语言与此不同)它是一种被内在本质
空间所触动的语言)是冒险更甚者的'道说(和
'歌唱(, 在这里)语言不是手段)而是作为语言
'道说(被突显)语言也不是反思的对象)而是存
在的家园)它背离一切制造的意图)它的目的只是
道说'那有待道说的东西( !$诗人何为% ()%",
但被诗人道说的东西并不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等着

被表达的对象)它'是那种本质上属于语言之区
域的东西, 在形而上学上来看)这种东西乃是存
在者整体, 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乃是纯粹牵引的
完好无损)乃是敞开者的美妙(!()%", 诗人正是
为这样的存在者整体所吸引才发出由衷的歌唱,
但这样的事情并不会在制造的对象性思维中发

生)而是发生于'世界内在空间中(, 惟'当人在
转换了的内在回忆中转向心灵空间时)这个世界
内在空间便触及于人( !()%", 冒险更甚者才能
道说那有待道说的美妙的存在者整体, 但在道说
中)诗人不是人为地去揭示那有待道说的东西)而
是这种有待道说的东西自身朝向了人)向诗人显
现它自身, 这就使诗人的道说成为对存在者整体
的'应合性(吟唱, '吟唱意味着* 归属到存在者

本身的区域中去, 这一区域作为语言之本质乃是
存在本身(!()%#)*", 也就是说)作为歌唱的道
说)就是存在本身的语言)它的目的就是让存在者
回到存在之家)在存在的家园中如其所是地到场
现身)达到存在的真理或存在的澄明,

所以海德格尔说)这种歌唱不是四处轰响)而
是在'真理中吟唱(, 根据里尔克的诗*'在真理中
吟唱)乃另一种气息, 此气息无所为, 它是神灵)
是风(, 而这'风(乃'完满自然之闻所未闻的中心
的风(, 它是从'完满自然之闻所未闻的中心(引
发的!$诗人何为% ()&", 这也再一次说明)海德
格尔'诗人何为(思考的根本问题是诗人与自然的
关系)诗人作为冒险更甚者)促使诗人冒险的引力
来自'纯粹整体的牵引()来自完满的自然之风)诗
人在语言中冒险)也是通过在语言中冒险以通达
'完满的自然(那'闻所未闻的中心(, 也只有这
样)诗人的歌唱才达到'本质性的歌唱()贫困时代
的诗人)才达到'诗人总体的诗人天职(!($#",

五( 诗人天职与生态伦理

根据荷尔德林)由于上帝之缺席)世界便失去
了它赖以建立的基础, 失去基础的世界便悬于深
渊之上)进入世界的'暗夜(, 海德格尔指出)'假
定竟还有一种转变为这个贫困时代敞开着)那么
这种转变也只有当世界从基础升起而发生转向之

际才能到来###现在明确地说)也即只有当世界
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之际才能到来, 在世界黑夜
的时代里)人们必须经历并且承受世界之深渊,
但为此就必需有入于深渊的人们( !$诗人何为%
(K*", 而诗人就是那些更早地入乎深渊)并且
'经验到那深渊所注明的标志(的人, 对诗人而
言)这标志'就是远逝的诸神的踪迹( !(K&", 因
此'贫困时代里作为诗人意味着* 吟唱着去摸索
远逝诸神之踪迹, 因此诗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时代
里道说神圣(!(#K",

有些学者据此认为)贫困时代的诗人天职就
是'道说神圣(, 但还可以进一步追问的是)在海
德格尔这里)诗人道说的'神圣(是什么. 或者说
在诗人心目中什么是'神圣的(. 那神圣者又居
于何处. 如果说那个把人与物聚集起来的世界基
础就是荷尔德林所说的缺席的上帝和隐遁的诸

神)世界基础的重建是否必得首先依赖上帝和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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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重新到场. 贫困时代的诗人能否单纯地通过
对神的歌颂重建那个已经失去的世界基础. 实际
上海德格尔开篇就已经给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并

暗示了它的答案, 海德格尔说*'世界时代之转
变的发生)并非由于什么时候有某个新上帝杀将
出来)或者)有一个老上帝重新自埋伏处冲出来,
如若人没有事先为他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上帝
重降之际又该何所往呢.( !$诗人何为% (K*"因
此)只是道说神圣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人的本质的
转向)世界的转向是不会发生的, 现在重要的是
从存在的真理或澄明重思人的本质)诗人应'思
入那由存在的澄明所决定的处所( !$诗人何为%
(#"")为天地万物)为人和神寻找共同的居住的
地方, 天地人神那个共同的原始基础)也就是里
尔克所说的那个'原初的自然(, 正因为里尔克
的诗道说这一意义上的自然)海德格尔才认为他
达到了诗人总体的诗人天职)回答了诗人的使命
问题, 上帝的缺席和诸神的退隐不只是由尼采的
'上帝之死(造成的)在海德格尔看来)它也源于
上天入地的科学技术使诸神失去在自然中的住

所, 海德格尔说*'自然曾经是什么呢. 是诸神
之到达和逗留的时机场所()但不断膨胀的科学
技术却带来了'干脆席卷至其终点的###对4自
然5的摧毁(!$哲学论稿% "&'", 对自然的摧毁
不仅把人的存在'连根拔起()也使神失去逗留的
场所, 但令人忧心的是)人们却把受计算性对象
性思维支配的科学技术视作'打开世界奥秘的唯
一钥匙()对于神和人共同居于其中的'自然的自
然性(或'世界之乡(的日遭摧毁漠然无知)因此
在海德格尔看来)'如今)我们迷失在缺少乡愁的
世界之乡(!$思的经验% #""")当今世界呼唤着
言说'世界之乡('自然之乡(的'乡愁(诗人, 对
自然的歌唱因此也便成为最悠久也最紧迫的问

题, 所以在海德格尔这里)'神圣者(也指'神圣
的自然(, 海德格尔曾引用像荷尔德林的诗作
说*'强大圣美的自然)它无所不在)令人惊叹(
!'荷尔德林( $K", 强大圣美的自然相应合的是
伟大的'诗人们()这些'诗人们(是'自然的轻柔
怀抱培育(出来的)'保持在与自然的归属关系中(
!$'", 这些'4诗人们5乃是未来者)其本质要根据
他们与4自然5之本质的相应来衡量(!$(", '那种
可以被称作4神圣5大自然的圣美品质)所有这些
都是在诗歌中被最真实-最真诚地揭示出来)而达

到最本真的无蔽的(!Q3=1T#)*", 因此)当贫困时
代的诗人作为冒险更甚者)在大地之上歌唱着神
圣-赞美着存在之球体的完好无损时)他也是在歌
颂完满的自然那强大而圣美的'牵引(,

这种对'强大而圣美(的'完满的自然(的歌
唱)也正构成贫困时代的'诗人的本质()'做到这
一点)就可以说诗人总体顺应了世界时代的命
运(!$诗人何为% (##", 而所谓世界时代的命
运)在这里也是指人类'存在的天命(, 海德格尔
曾经说)'作为命运!R-8M,2MI")这个世界时代基
于存在中)并且要求着人类( !($#", 又说'人却
是被存在本身4抛5入存在的真理之中的)人这样
地生存着看护存在的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
是的存在者在光明中现象,('存在者的到来基于
存在之天命, 0//1人须作为生存着的人来按
照存在的天命看护存在的真理, 人是存在的看护
者(!'人道主义( '%(", 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
尔所说的人的存在天命)也即被存在所要求的世
界时代命运)就是人要生存入存在的真理并看护
着存在的真理)以便存在者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
在光明中现身, 在光明中现身)也即在存在的
'澄明(-存在的'近处(或存在的'家乡(中现身,
因为海德格尔是把存在的澄明理解为存在的'近
处(和'家乡(的, 而这个存在的'近处(和'家
乡()在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中)就是原初意义上
的'自然()就是未被开发的'大地(, 就是里尔克
诗歌一开始所说的为所有存在者所共有的原始自

然基础, 正因为无限扩张的技术统治已使人类生
存的原始基础受到破坏)海德格尔才呼吁人们
'拯救大地()重提荷尔德林的'诗人何为(的问
题, 在这一意义上)诗人并没有另外的'天命(,
诗人的特殊之处只在于)贫困时代的常人无法承
担人类存在的天命)因为新时代的人已经不能体
会并承担这样'在家(的居住了)诗人的天命正在
于在常人所不能到达之处承担起人类存在的天

命)'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诗人
何为% (##", 诗人'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的敞
开状态+这个敞开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
从存在之命运而来才为诗人所思(!(#"",

由此我们认为)在技术造成的世界暗夜)体会
着存在者的无保护性)以无所为的道说)歌唱神圣
的自然)把天地万物)把所有存在者都庇护入语言
的区域中)让所有存在者都如其所是地在光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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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身)在存在的家园亦即在'完满的自然(中安
居)以达到纯粹牵引之整体的'完好无损的存在
的球体()促使技术时代的暗夜向神性光明之昼
的转换)这就是贫困时代的诗人的使命, 由于诗
人把逻辑的陈述和一般人的道说转换为诗性道

说)把制造着的表象性意识转换入内在心灵空间)
都是通过语言并在语言中完成的)因此诗人是语
言上的'冒险更甚者(, 诗人的天职也可以说是
通过在语言中的冒险)通达在'完满的自然(中的
安居)或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

而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实际上正是海
德格尔的'原初伦理学(的目标, 海德格尔不是
从通常意义上谈论伦理学的)根据他的考察)'伦
理( !-1,38"的原义即为'住所()'栖居的地方(
!?-2F-EE-:")$")如果从这种原初含义来讲)'伦
理学(是关心人的'栖居(和'在家(问题的, 伦理
学涉及人对于存在者整体的立场和态度)'关心
人类的整个存在)而不只是为人类的某些行为划
定界限)颁布禁令( !Q3=1T#$* $&", 它关心我
们是否与存在者整体保持和谐一致的立场)它关
心我们是否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如果这样来理
解伦理学)海德格尔的这一原初伦理学)实际上也
是一种 '生态伦理学(, 我们知道) '生态学(
!-M3=3EC"的原义就是'房屋)栖居地)住所()'生
态(的前缀-M3Y是从古希腊词')-H)>)4家或栖居之
地5来的(!G61-%)", 这种原初的生态伦理学)与
通行的生态伦理学或环境伦理学有所不同)它是从
重思'存在之真理(的'更高的(的'人道(处提出
的)它是一种生态存在论的伦理学, 在这里'伦理
问题被表达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人应当如
何合乎天命地生活.(!孙周兴 *"", 从这一意义
上说)诗人的天职正在于它基于人类存在之天命)
回应或承担起原初的生态理学之要求, 这也正是
$诗人何为%为什么在今天看来尤其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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