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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艺术为历史建基

---论海德格尔艺术批评的历史维度

宋聪聪

摘!要! 海德格尔与夏皮罗有关梵0高的画作.鞋/的阐释之争近年来重新激起了国内学者的强烈兴趣!批评海德格尔
者有之!为其辩护者亦有之!然而无论学者们的观点存在多大的分歧!有一点却似乎已经成为共识!即认为海德格尔的艺
术批评主要源自艺术哲学!缺乏像夏皮罗那样的艺术史眼光" 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海德格尔思想的误解!实际上
海氏的艺术批评始终贯穿着一个历史维度!因为他同样追问了艺术的历史!而且十分关注艺术与历史的关系" 只不过夏
皮罗考察的是具体艺术作品的历史!海德格尔探究的却是艺术之本质的起源" 前者主张把历史作为评价艺术的基础!后
者却试图让艺术为历史建基" 纵观海德格尔的艺术批评!这一维度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 让艺术为此在历史建基#让艺
术为民族历史建基以及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
关键词! 海德格尔$!艺术$!历史$!此在$!存有
作者简介! 宋聪聪!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德国弗莱堡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博士生!主要从事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
海德格尔文艺理论研究"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V$ 号!邮政编码% %#''"$" 电子邮箱% 11,2.(+
/?-*>. 123本文系 "'#T 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审美通感的现象学研究' *项目编号% #TZNeZ%VV_]+的
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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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德格尔和夏皮罗关于梵!高画作
&鞋(的争论"不少学者都将其看作是哲学与艺术
史两个阵营的冲突"比如沈语冰强调了夏皮罗对
海德格尔的反驳是对艺术史的人文主义基础的捍

卫)赵奎英认为海德格尔对梵!高画作的解析根
本就不是艺术史研究"而是艺术之思或艺术哲学)
美国学者]/B6996]/B-15 也将海德格尔的艺术之
真与夏皮罗的艺术史对立起来阐述博物馆文

化#!
在这些学者的眼中"海德格尔是完全不关注

艺术史的# 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海德格尔对
梵!高画作&鞋(的阐释出现于&艺术作品的本
源(这一文本中# 何谓+艺术作品的本源,. +本
源, %[8,A8>.('一词在德语中意味着+起源$根
源,"而按照通常的理解"一样东西的起源就是它的
历史开端"因此"+对艺术作品之本源的追问可以被
理解为对艺术作品之历史"更确切地说是发生史的
追问,%=-3-.2" N/;-:" /.: 42B-/,#"%'# 如此看
来"怎能说海德格尔并不关心艺术史. 海德格尔对
梵!高这幅画的阐释本身就是他在追问艺术史问
题时出现的#

当然"对思想的考察不能停留于表面概念"而
要探究其具体内涵# 我们不会因为表述的相似就
武断地认为"就艺术史问题"海德格尔与夏皮罗站
在同一立场上# 因为海德格尔所关注的艺术史与
夏皮罗所关注的艺术史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海德
格尔本人在&艺术作品的本源(开篇就做出了解
释*+对艺术作品之本源的追问就是追问它的本
质之源#, %M%$OK(&(W'他无意于像夏皮罗那样
研究具体艺术作品的诞生时间$艺术家的创作背
景抑或特定艺术风格在历史当中的流变"而是关
注普遍化的艺术之本质"即一切艺术的本质是什
么$它来源于何处# 这就导致他没有认真考察
梵!高创作这幅画的时间$地点以及与朋友的往
来信件等相关历史资料"而是看似武断地得出
+艺术的本质或许就是* 存在者的真理自行设置
入作品, %M%$OK(&("#'这样的结论# 海氏在论
证过程中究竟有没有犯弄错鞋子主人的错误并不

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一结
论意味着"艺术作品之本质的历史起源就是+真
理自行设置入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海氏对历史有着独特的理解#
在他看来"流俗的历史%Y6,15-1596'概念都是从历
史学%Q-,928-6'那里得到规定的"历史被当作历史

学的研究对象# 夏皮罗所探究的+艺术史,就是
这个意义上的"即艺术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
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历史并非历史学的东西"而是
一种比历史学更源始的现象"因此他反对以专题
化$对象化地研究历史学的方式把握历史现象"而
是主张回到历史现象本身"让它自行显现出来#
因此"夏皮罗与海德格尔所把握到的实际是两个
层面的+历史,# 前者讲的是实证层面上的可分
析$可处理的事件的时间序列"后者讲的是现象层
面上的自行显现的特定存在领域# 按照这样的历
史概念"惟当存在者的真理发生之时历史才存在"
而既然艺术作品的起源就在于真理之自行设置"
那艺术作品发生之时"历史自然就存在# 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历史性的"
作为历史性的东西"艺术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
作性保存,%M%$OK(&(U&'# 所谓历史性%Y6,15-G
159?-15J6-9'就是能够让存在之真理发生#

但是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停留在它的起源"
而更在于它最终被接受# 海德格尔将艺术作品的
接受者称为保存者"认为保存与创作同样根本地
属于艺术作品的本质# 艺术作品被创作之后"它
的意义还未完全展开"在保存者那里"它的意义才
进一步确定下来"存在之真理才能真正发生# 因
此"艺术作品的历史性最终要落实到艺术作品之
保存的历史性"也就是在保存中为历史建基# 正
是在创作与保存的双重意义上"海德格尔让艺术
为历史建基"这是其阐释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也
是其艺术批评中的历史维度的真正内涵# 具体来
说"这一维度包含三个层面* 让艺术为此在历史
建基$让艺术为民族历史建基和让艺术为存有
%F6*.'"

历史建基# 下面我们分别就这三个层面
进行详细阐释#

一" 让艺术为此在历史建基

海德格尔首先关注到的艺术作品的保存者是

此在#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认为历史是
此在的存在方式# 历史不是一个可操作的对象"
而是此在在 世界 之中 存在所必然具有的方式"
因为此在是历史性的# 历史性又奠基于时间性#
海德格尔所讲的时间是曾在$现在$将在统一起来
的三维时间"因此他将时间性定义为+如此这般
作为曾在着的 当前化的将来的统一现象,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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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作为+此在整体性的存在意义, %V"%'的
时间性在此在的生存中就绽露为此在的历史性#
这并不意味着此在生活在相继来临和逝去的时间

序列中"而是意味着此在在其生存的时间境域中
领会自身以及存在本身"存在的真理就在此在的
时间性中彰显出来"此在因而具有历史性"并因而
能够有历史#

此在的历史性又分为本真的历史性和非本真

的历史性"海德格尔通常讲的历史性都是指本真
的历史性"海氏也称其为命运%F15-1J,/?'# 具体
来说"命运指的是+此在在本真决心中的源始演
历,%&存在与时间( V%V'# 此在无法选择自己的
出生"而是直接被抛入世界之中"但本真的此在正
是在被抛入的处境中面向必将到来的死筹划自己

的生存"做出一个又一个选择"它所面临的可能性
既是由被抛的境况继承下来的"又是自身选择出
来的"这样一种有限的自由的演历就是命运"就是
本真的历史性# 被抛境况包含流传下来的曾在此
的生存可能性"此在回应这些可能性并且重演这
些可能性"从而获得自己的历史# 然而并非每个
此在的生存都具有本真的历史性# 常人无法面向
死亡重演曾在之事"而只迷失于当前的潮流之中#
自行设置入艺术作品的真理就是曾在的诸种可能

性"这些可能性是能应和于存在的# 艺术作品以
振聋发聩的方式让原先庸庸碌碌的常人意识到这

些可能性"从而有可能重演这些可能性"以获得本
真的历史性"创建出自己的历史# 因此"+每当艺
术发生"2113就有一种冲力进入历史之中"历
史才开始或者重又开始,%M%$OK(&(U&'#

在与&存在与时间(同时期的&现象学的基本
问题(中"海德格尔用了长达两页的篇幅引用了
诗人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中的一段内容并对
其作了评析# 这段文字是笔者已知的海德格尔最
早的艺术批评文本"尚未引起国内学界注意# 篇
幅所限"我们在此简短引述其中的部分内容*

是否有人相信!有着这样一些房子(
1223不过确切地说!这些房子不再存
于那儿了" 这些房子从上到下都被拆光
了" 1223我不知道自己说过没有!我
指的就是这堵墙" 1223那些被断壁
残垣的碎裂墙面围成的墙体不断变蓝#
变绿乃至变黄" 从中却涌出了生命的气

息1223这里有被疏忽的婴孩的挥之
不去的甜味!有上学儿童的害怕气味!有
成年 小 伙 子 眠 床 上 的 欲 望 气 味"
1223另外!这里还有许多人们不知其
源的东西" 不过!我有没有讲过!所有的
墙都给拆了!直到最后一面---那么!就
让我对这面墙滔滔不绝吧" 人们会说!
我曾在它面前呆了许久+但我愿发誓!我
一认识这面墙后!便狂奔而去了!因为认
识它!这真是太可怕了" 我认识这里所
有的东西!这就是它何以直接接受了我)
我太熟悉它了" $&现象学' ""T-%'%

里尔克站在一段残墙面前"这段墙曾经所属
于的那座房子$有人居住之时房屋的样貌$里面的
生命的气息就都出现在他眼前# 海德格尔认为"
里尔克在这里用+生命,所指称的东西"就是他所
说的+在 世界 之中 存在,"简而言之"就是+世
界,# 但这并非一个出现在眼前的世界"而是一
个曾在的世界"惟有一段残墙向人们显示着它的
存在# 并非每个人都能发现它"惟诗人才能直接
地+认识,它# +诗无非是以基本的方式将作为
/在 世界 之中 存在0的生存诉 诸 言辞"或者
说使之被发现# 随着被2诗3诉说出来的东西"先
前盲目无视的他人首次得以目睹世界#, %&现象
学( ""$'一个曾在的世界隐藏于残墙之中"这个
世界中就包含着曾在的生存的可能性"诗人独具
慧眼将它识破并揭示出来"凝固于诗文中# 正是
在&马尔特手记(中"正是在&马尔特手记(被阅读
之时"存在者的真理"亦即世界才显现出来"此在
才得以看到这个世界以及它包含的曾在的生存可

能性"并在自己的生存中予以重演"这种对真理的
应和就使此在获得本真的历史性"从而建立起自
己的历史#

同样"让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海德格
尔关于农鞋所讲的那段著名的话*

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魆魆的敞口

中满溢$,9/889%#出劳动步履的艰辛" 在
鞋具粗糙结实的沉重中消融着迈动在刺

骨寒风中漫无边际延伸着并且永远相同

的田垄上的缓慢步履的坚韧" 鞋皮上粘
着土地的湿润和肥沃" 鞋底下田间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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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理论研究!"'#T 年第 " 期

孤寂随着渐深的黄昏缓缓移动" 在这鞋
具里飘荡着大地无声的召唤#大地对成
熟谷物的宁静馈赠以及冬日田野荒芜的

休耕期里大地未经明言的自我拒绝" 通
过这一器具牵引出对面包的可靠性的无

怨无艾的渴望#又一次克服急难的无言
的喜悦#分娩来临时的哆嗦以及死亡逼
近时的战栗" 这器具属于大地$S8:6%
并且在农妇的世界$C6?9%里得到庇护"
正是出于这种庇护着的归属!这一器具
本身才得以出现而在自身内安栖$7.,-G
158>56.%" $M%$OK(&(#T%

在这里"海德格尔用诗意的语言为我们勾画
出农妇是如何建构自己的生存的* 立于大地之
上"组建起自己的世界# 与&存在与时间(时期相
比"海德格尔在+世界,之外又引入了+大地,这一
概念"用以强调真理并非只是开显"而是显 隐二

重运作# 世界并非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而是始
终有一个以隐蔽的方式涌现出来的地基---大
地"世界显现出来的同时又回归庇护着大地# 作
为此在"农妇生存的方式是向死而生# 对她来说"
死亡是必然会到来的可能性"是筹划一切的根据"
因此未来性在农妇的生存中占据优先地位# 与此
同时"农妇又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 农妇并不能
选择她的出生"而是直接就来到了世界上# 但是
被抛的境况所包含的还不只是这一最初的开端"
农妇向着将来做出的每一个筹划$每一个选择都
成为新的曾在"共同构成了新的被抛境况# 农妇
在每一个被抛境况中筹划自己的生存"做出自己
的选择"劳作$分娩以及在死亡临近时战栗"在大
地之上组建起自己的世界"就形成一个个 +现
在,# 时间的三维---曾在$将在$现在在每一个
时间点同时到时%)6-9-(6.'"形成农妇的历史# 农
妇是本真生存着的#

在谈到&艺术作品的本源(时"马琳认为"+在
梵!高的&鞋(那里"历史的向度尚未完全敞开"
此在%即农妇'尚未真正地展开其时间性)而在希
腊神庙那里"此在%即希腊民族'作为未来性而在
场"或者说展开了其时间性#,%马琳 #"T'对此我
们并不赞同# 我们更倾向于认为"历史的向度在
两次批评中都已展开"只不过前者是个体此在的
历史"而后者是作为民族的共在的历史# 一方面"

以上分析已经显露农妇之生存的时间性)另一方
面"在对梵!高这一画作的保存中"历史的向度也
进一步显现出来# 梵!高的画为此在在生存中领
悟存在提供一个时间机缘"每当这幅画向着它的
保存者敞开自身之时"自行设置入作品的存在者
的真理---农妇生存的可能性---就呈现出来"
作为保存者的此在应和于真理"对这一生存可能
性有所领会并重演这一可能性"由此"此在就获得
历史性# 海德格尔本人在其著作中也显示了农妇
这一形象所蕴含的生存可能性的特殊历史意义#

夏皮罗在第二篇批评海氏梵!高解析的文章
中指出*+海德格尔的论点从头至尾都指向作为
一个阶级的人们的鞋子"而不是一个独特个人的
鞋子,# %夏皮罗 #V$-VT'的确如此"海德格尔
只是简单地指称+农妇,"并未指明是哪一个农
妇"他所做的对农妇生活的描绘似乎适用于每一
个农妇# 而且"在另一处提及梵!高这幅画的文
本中"海德格尔甚至将这双鞋称为+农民的鞋子
%]/>68.,15>56', %S"37̂,.'3& %$'"似乎农妇与
农民的区别也无关紧要# 而在他本人的一篇随笔
&生机勃发的风光* 我们为什么待在乡下.(中"海
德格尔就将自己比作一个农民*

哲学工作并非一个怪异之人的古怪

职业" 它归属于农民的劳作之中" 当年
轻的农民将沉重的角状雪橇拖上斜坡!
随即在上面高高垒起山毛榉木柴!然后
战战兢兢朝着自己院子顺下坡滑行!当
牧人迈着缓慢而若有所思的步伐!把他
的家畜赶上山坡!当农民在自己的小屋
把屋顶无数的木瓦修补成原先的样子!
我的劳作与他们的劳作并无不同" 对农
民的直接归属植根于此" $* F15pAG
<68-,156, #'%

虽说海德格尔对农民生存方式的认同来自他

自己的生活经验"而非来自梵!高画作的影响"但
我们仍可以将海德格尔设想为梵!高这幅画的一
个典型的保存者"或者说"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
应当会有一位保存者"他理解了梵!高这幅画中
的真理"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演了农妇的生存之道"
从而达乎本真历史性的生存# 他在由曾在而来的
被抛境况中着眼于将在筹划现在"立足于大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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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构自己的世界"为生存而劳作"为自然的馈赠
而喜悦"为死之将至而恐惧# 梵!高画作中的农
妇既是一个个体的此在"又是每个此在可以重演
的存在可能性"而重演本身就构成了历史# 因此
我们说"艺术可以为此在的历史建基#

二" 让艺术为民族历史建基

此在向来是作为共在而存在的"共在的一种
突出表现形式就是民族# 海德格尔对民族这一概
念特别关切"这种关切源于时代背景# 哲学家海
德格尔登上历史舞台之时正值一战之后德国战

败"整个国家笼罩在战败的阴影下"承受着战争罪
责条款的压力"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与此同时"由
于历史地理的原因"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也依
然遭受着考验# 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德格尔先是
在&存在与时间(中呼唤此在生存的+本真性,"继
而又在 %' 年代以后的文本中频频提及+民族,这
一概念"试图为德国寻找出路# 如果说在&存在
与时间(中他面向的是作为个体的德国人"那么
在三四十年代他就是面向作为整体的德意志民族

在言说# 杰夫!柯林斯在&海德格尔与纳粹(中
说道*+此在为了它的本真性而战斗"试图获得它
自身的真理# 在为它自己真正的生存$它的使命
和命运的战斗中"此在成为德国民族# 它将在民
族%或人民" 2̀?J'---一个独一无二和不可分割
的存在者---中"找到它的本真性#, %柯林斯
WU-WW'

实际上"此在与作为共在的民族的这种联系
在梵!高&鞋(的批评中就已初露端倪# 在上文
海德格尔自比为农民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句子*
+我自己的工作对于黑森林及黑森林的人的内在
归属来源于上百年的无可替代的阿雷曼---施瓦
本乡土情结#,%+F15pA<68-,156, #'-##'

根据海德格尔传记的作者萨弗兰斯基"海德
格尔本人出生在位于阿雷曼地区和施瓦本地区交

界处的麦斯教堂镇"他的父系家族自 #$ 世纪起就
居住在此地 % F/<8/.,J-#W'"因此他说 +上百年
的,乡土情结# 但渊源不止于此# 施瓦本也是
诗人荷尔德林的故乡"而且在对荷尔德林的诗
歌&返乡---致亲人(的阐释中"海德格尔不仅
将施瓦本即诗歌中的+苏维恩,理解为诗人的故
乡"同时也解读为德意志民族的本源性故乡*

+诗人有意给故乡以/苏维恩0这样一个古老的
名称# 他以此来命名故乡的最古老$最本己$依
然遮蔽但原初地已经最有准备的本质#,
%S.$_'+(.'3I&(3 ""'$+苏维恩居住在切近于本
源处#,%"%'因此"海德格尔在对农鞋$农民的解
析中已然暗含着对施瓦本以及施瓦本所代表的

德意志民族的归属感"对此在之历史的解析中
也就已然包含了对民族之历史的阐释# 正如柯
林斯所言"作为共在的个体此在追求本真的生
存"获得本真的历史性"由此就形成具有本真历
史性的德意志民族# 反过来"也正是处于这一
民族的共在中"此在应和于真理"自由地做出选
择"并因而是本真性的#

在海德格尔看来"并非每个民族都具有本真
历史性"确切地说"在他眼中只有希腊民族和德意
志民族有此殊荣# 拥有本真的历史性意味着能够
应和于存在"获得诸神遣送的天命%Y6,15-1J'#
与此在的命运相对应"海德格尔将共在的命运称
为+天命,# 一个历史性的民族乃是能在自己的
生存中领会并应和存在之真理的民族# 它从存在
之真理中把握到其本己之物"即这个民族曾在的
可能性"并且从这些可能性中做出自身的选择"从
而获得历史# +德国人是作诗与运思的民族,
%S.$_'+(.'3&(3 %''"海德格尔如是说# 作诗与运
思是存在之真理发生的两种方式# 正是在这两种
方式中"德国人才能发现自身立足于其上的本己
之物# 作为思者"海德格尔认为"德国人的禀性是
表现的清晰性"但是这一禀性唯有借助希腊人的
本己之物---天空之火---才能真正为德国人所
把握"从而成为德国人的本己之物"使德国人得以
在其中栖居# 而作为诗人"荷尔德林则用诗作向
德国人道说他们的本己之物# 在&追忆(这首诗
歌中"诗人追忆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故土---古
希腊"借这种追忆将历史性民族的本己之物揭示
出来"使德意志民族获得其历史性#

在发表于 #T%U 年的&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
中海德格尔说道* +诗本身在本质上就是创
建---这就意味着* 牢固的建基#, %S.$_'+(.'3I
&(3 V&'伟大的诗作具有最高程度的历史性"能
够开启出真理"揭示出一个民族的本己之物"为这
个民族提供出重演本己之物的可能性"从而为一
个历史性民族建基# 诗之本质就是历史性的创
建# 对海德格尔来说"荷尔德林是+期待神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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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贡特!埃米尔编 WU'"是人与神之间的使
者"他聆听到凡人无法听到的神之言"并将神之言
转译为诗"传递给他的民族"为他的民族带来真
理# + 诗 乃 是 一 个 历 史 性 民 族 的 元 语 言
%[8,A8/156', %S.$_'+(.'3&(3 V%'"正是在诗中"
诸神和万物才首次得到命名"进入民族的理解之
中"一个历史性民族才得以建立# 因此"海德格尔
把荷尔德林称为+指引未来的诗人,%贡特!埃米
尔编 WU'"他先行把握了一个时代"并以先驱的
姿态为这个时代寻找出路# 而出路却恰恰在于回
归"在于在漫游中返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在上
文谈到的&追忆(中"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
希腊民族"那么"作为德意志民族模仿的典范"希
腊民族本身的历史性又从何而来.

几乎在海德格尔开始讲授荷尔德林的同一时

期"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对一座希腊
神庙进行了阐释# +一件建筑作品"一座希腊神
庙并不描摹什么# 它简单地置身于巨岩满布的岩
谷中# 这个建筑作品环围着神的形态"并且在这
种隐蔽中通过敞开的圆柱式门厅让神的形态进入

神圣的领域# 贯通这座神庙"神在这座神庙中在
场# 神的这一在场就是在它自身之中作为一个神
圣领域的扩张与界定# 但神庙及其领域并非漂浮
入不确定的东西之中# 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了那
些道路和关联的整一体并同时把它聚集于自己周

围# 在这些道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
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衰败---为人类赢获了其
天命的形态# 这些敞开的关联的统治范围是希腊
民族的世界# 从这个世界而来并在这个世界之中
希腊民族才回到自身"完成其使命#, %M%$OKI
(&("$'

与梵!高的油画描摹一双农鞋不同"神庙作
品是非表象性的"它并不描摹什么"因而也就没有
一个直接在它内显现自身的存在者# 这样一件作
品中是否依然有真理的发生. 如同里尔克笔下的
残墙"山谷间破败的神庙作为艺术作品同样揭示
出一个曾在的世界# 在希腊世界中"神庙建筑当
中环围着神的形态"神因为有这一建筑的环围得
以隐蔽其中"同时又现身在场# 神的在场界定了
一个神圣的领域# 神庙和它的这一神圣领域作为
希腊人生存世界的中心把希腊人的生存聚集在自

己周围# 神之到达正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天空之
火,"此乃希腊人的本己之物# 在这一本己之物

中"在神庙之神圣领域的规定之下"希腊人获得了
自身生存的可能性"并在这些可能性中做出一个
又一个的选择"经历着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
胜利和耻辱$忍耐和衰败"从而赢获了切实的天命
的形态"成为本真历史性的民族#

在神庙作品中显现出来的存在者甚至不仅是

神与人# +白昼的光明$天空的辽阔$夜的幽暗,
以及风暴$海潮$+树木和草地$兀鹰和公牛$长蛇
和蟋蟀,等希腊人生活的周遭之物甚至自然本身
都通过希腊神庙才得以显现出来# 神庙给予出整
个希腊人生存的世界"同时也开启出作为家园的
大地# 存在者整体都在神庙作品中现身# 著名海
德格尔研究者 N86*<>,在谈到海德格尔对希腊神
庙的阐释时就认为"希腊神庙作为一件典范艺术
作品将存在置入自身之中"为希腊民族设置了准
则"从而形成了希腊民族的文化"+并不是先有个
文化风格然后神庙将它展示出来"而是神庙本身
在连缀生成这个文化风格,%N86*<>,V#%'# 正因
为有了希腊神庙"希腊历史的开端才得以建立)同
时正因为希腊神庙为希腊历史建基"神庙作品本
身的历史性才实现出来#

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在艺术作品中各民
族留下了他们最丰富的见解和思想)美的艺术对
于了解哲理和宗教往往是一个钥匙"而且对于许
多民族来说"是唯一的钥匙#, %黑格尔 #''虽然
海德格尔拒绝像黑格尔一样将艺术作品看作一个

有+内容,的载体$一个客观的对象"但他同样认
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开启出一个民族生存的最
本己的可能性"即这个民族的文化的基础"使得这
个民族能够作为艺术作品的保存者不断发现并重

演这些可能性# 由此"这个民族就成为一个能够
面向这些可能性进行筹划的民族"一个自由的民
族"一个具有本真历史性的民族# 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艺术作品为民族历史建基#

三" 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

海德格尔艺术批评之历史维度的另一具体表

现是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 在作为后期思想大
纲的&哲学论稿(中"海德格尔对+历史,这一概念
的表述方式相较于&存在与时间(中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他依然提及+有历史的人,%%&'"这可以视
为对+此在g民族的历史,的保持)另一方面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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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历史概念指向存有*+历史在这里并不意指
一个与其他领域并肩而立的存在者领域"而是唯
一地着眼于存有本身之本现#, %%U'历史概念从
此在的演历变为存有的本现# 与之相对应"在与
&存在与时间(同时期的&现象学之基本问题(和
三四十年代的&艺术作品的本源(以及对荷尔德
林诗歌的阐释中"海德格尔主要还是着眼于此在
和民族谈论艺术作品为历史建基的问题)而到了
五六十年代对于&西斯廷圣母(以及格奥尔格等
人诗歌的阐释中"海德格尔则主要着眼于存有本
身"讨论艺术作品为历史建基的问题"艺术作品所
创建的不再是此在g民族的历史"而是对+人,这
一维度起最终支配作用的存有的历史# 这与&存
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是一致的#%

而且这种变化

并不是简单的替换"而更应当被看成是思想的扩
展# 海德格尔并没有放弃&存在与时间(中的思
想"而只是将它视为一种准备性工作"在准备性的
+此在的历史,分析之后"海氏逐渐从此在跳脱出
来"将历史着眼于存有本身"从时间的视野直接把
握存有之本现%C6,>.(:6,F6*.,'# 这一转变最
突出地体现在其对拉斐尔名作&西斯廷圣母(的
阐释中#

#T&& 年"海德格尔就&西斯廷圣母(专门写过
一篇批评文章"文章的名字就叫做&关于4西斯廷
圣母5(#&

与农鞋解析相比"海德格尔对&西斯廷
圣母(的批评篇幅要长得多"乃至独成一文"而且
这是目前为止海德格尔公开出版的文字中唯一一

篇绘画批评的文章"甚至是除农鞋解析外唯一针
对某一具体绘画作品的批评文字"可见其在海氏
绘画批评乃至艺术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西斯廷圣母(最初是作为皮亚琴察的西斯
廷大教堂圣坛上的窗景画被创作的"因此整个画
面就是一扇窗子"窗框虽未直接画出"但挽在两侧
的窗帘暗示了窗子的存在# 由于历史的变迁"它
变为德累斯顿古典大师博物馆中供展览的木板

画"窗景画的功能不复存在# 海德格尔认为"窗景
画与木板画的+这一区分不是单单范畴上的区
分"而是历史性的%(6,15-159?-15'# 窗景画和木板
画在这里是不同意义上的画# 在&西斯廷圣母(
变成木板画$成为博物馆的文物这件事里面隐藏
着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艺术真正的历史进程

%Y6,15-159,(/.(', %+xB68:-6F-E9-./, #"''# 这
里海德格尔所说的+历史性,绝非画作在历史学

意义上的位置变迁"而是指二者本质意义上的区
别# 作为西斯廷教堂的窗景画"&西斯廷圣母(为
存有之本现提供了机缘"即为存有历史建基"因而
本身具有了历史性)而作为博物馆里的木板画"它
变为供人参观的感性对象"存有隐匿不现"画作因
而也就失去了它的历史性# 因此海德格尔说* 这
幅画属于西斯廷教堂"+并不是在一种历史学的
文物的%5-,928-,15G/.9-L>/8-,15'意义上"而是根据
它的画之本质,%+xB68:-6F-E9-./, #"''#

那么"西斯廷教堂中的这一画作究竟是如何
为存有之本现提供机缘的呢. 答曰* 作为时间
游戏 空间的显现# 画中的+窗框界定了光照透
射的敞开"通过边界将这一敞开聚集到了轮廓释
放出的空间中# 窗子作为接近的光照之入口是朝
向到达的展望,%+xB68:-6F-E9-./, #"''# 因此"
窗子意味着光照之敞开空间"意味着聚集"而光照
与聚集在海德格尔的语境中都意味着显现# 窗子
所展望的是怀抱耶稣的圣母玛利亚的到达# 在弥
撒献祭仪式中"教堂里的信众正对祭坛"望向这幅
高 "0U& 米$宽 #0TU 米的圣坛画"几乎如真人尺寸
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圣婴从窗外的天空向他们

走来"出现在窗口# 信众与圣母$圣婴迎面相对"
在这种视域的交融中圣母和圣婴向信众显现出

来"上帝成为真实可感的肉身"与弥撒中道成肉身
的+圣餐变体, %48/.,,>B,9/.9-/9-2.''

相呼应$相
配合"因此这幅画本身就是+圣餐变体,的象征#
但是海德格尔却说*+这幅画自身并非表象也非
仅仅是神圣圣餐变体的象征# 这幅画是作为弥撒
献祭仪式庆祝之地的时间 游戏 空间%b6-9GFA-6?G
K/>3'的显现#,%+xB68:-6F-E9-./, #"#'

那么"何谓时间 游戏 空间. 时间 游戏 空

间是海德格尔后期的重要概念# 这一概念既是时
间$游戏$空间三个词添加连字符的结果"又是另
外两个德语词 b6-98/>3%时段'和 FA-6?8/>3%活动
余地'相结合的变体"意在表达时间与空间交互
活动之义# 在&哲学论稿(中这一概念出现达 #T
次"而且在该书的前瞻部分海德格尔就指出"整本
书的七个关节%O>(6'+乃是时间 游戏 空间的一

个预备图样"过渡之历史首先把这个时间 游戏

空间当作自己的领域而创造出来#, %U' &哲学论
稿(的总任务是从哲学的第一开端"即形而上学
向另一开端的过渡"这七个关节就是这一过渡"而
过渡之历史首先就意味着+对存有之真理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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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 空间的建基性开启,%&哲学论稿( V'# 如
此说来"时间 游戏 空间的建基性开启即过渡之

历史的发生"而过渡之历史就是存有发生的历史"
因此将时间 游戏 空间开启出来即为存有之历史

建基# 在作于 #T&W-#T&$ 年的演讲&语言的本
质(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指明了时间 游戏 空间

与世界四重整体%C6?9(6;-689'的关系*+那始终把
时间和空间聚集在它们的本质中的同一者"我们
可以把它叫做时间 游戏 空间# 时间 游戏 空间

的同一东西在时间化而到时和设置空间之际为四

个世界地带的/相互面对0开辟道路"这四个世界
地带就是* 大地和天空$神与人---世界游戏#,
%&在通向语言( "#''这意味着"世界世界化与时
间 游戏 空间是同时发生的"海德格尔常用的另
外两个术语+存有,与+本有,%S86-(.-,'同样与这
两者同时发生# 诗与思是将时间 游戏 空间开启

出来的两种方式# 在伟大的艺术作品中"时间 游

戏 空间开启出来"在时间时间化$空间空间化的
同时"存有本现"为四个世界地带"即世界四重整
体开辟道路"存有之历史因而得以建基#

具体就这幅画而言"海德格尔之所以说它不
仅仅是神圣圣餐变体的象征"而是时间 游戏 空

间的显现"其原因在于"在这幅画中不仅有基督教
教义的显现"更有存有本身的现身# +这幅画每
每只是突然地%Pl5'显现为它的样子"它除了这一
显现的突然%\l56'什么也不是%-,9'# 玛利亚这
样%,2'带来了婴儿耶稣"以至于她自己通过他才
被向前带入她的到达"这一到达也总是把她的来
源的隐秘的庇护者一起带到自身#, %+xB68:-6
F-E9-./, #"''(

在基督教教义中"玛利亚诞下了耶
稣圣婴"将耶稣带到人间# 但与此同时"玛利亚正
因为带来了耶稣"自己才成为圣母# 因此"玛利亚
怀抱耶稣到来的这一形象中蕴含着双重的成就"
玛利亚的+带来,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带来# 更
进一步"这种带来还不仅仅是带来圣婴与圣母"还
有他们背后隐秘的庇护者# 在基督教的体系中"
这个庇护者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而在海德格尔的
思想中"这个庇护者当为最高的神圣者"即存有本
身# 玛利亚和耶稣的这种关系在海德格尔的思想
体系中可以类比于大地与世界的关系# 大地为世
界奠基"使世界得以显现"世界又使大地成其为大
地"二者各成其所是# 而大地与世界这种互相成
就的争执就是存有真理之显现# 重要的不仅是玛

利亚与耶稣各自现身"更在于二者背后的那个庇
护者"即存有# 存有才是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时间
游戏 空间#

那么"为什么说这幅画每每只是突然地显现
为它的样子呢. 因为伟大艺术作品也并不总是能
够为存有历史建基"它本身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
间"也需要特定的保存者# 作为博物馆展品的
&西斯廷圣母(便无法为存有历史建基"因为它缺
少合适的保存者# 而惟有在西斯廷大教堂"提供
时间尺度的天空$提供空间尺度的大地$在教堂中
现身的神与期待神的终有一死者%保存者'都聚
集于这一作品"这一作品方能作为时间 游戏 空

间显现出来# 而且"即使是在西斯廷大教堂中"缺
少了保存者"这幅画的历史性也无法真正实现#
天$地$神$人四方缺一不可# 在这每每突然的显
现中"圣母和圣婴由之而来的天空$教堂建基于其
上的大地$神与终有一死的人同时现身"世界四重
整体就开启出来# 在这个世界中"人已经从作为
个体此在抑或民族共在的世界的组建者变成四方

中的一方"变成了神的仰望者和接纳者# 世界不
再因为人的筹划才获得历史性"其本身的运作就
是历史性的存有之本现"就是时间 空间的交互游

戏"而人只是这一游戏中的一个环节# 正是&西
斯廷圣母(让这一世界显现出来"为存有之显现
提供了机缘"因而我们说这一作品能够为存有历
史建基#

在五六十年代对其他艺术作品的阐释中"海
德格尔同样试图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 在上文
提到的&语言的本质(中"海德格尔主要解析了格
奥尔格的一句诗歌+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并将其导向了诗歌为存有历史建基这一维度# 他
认为"这句诗意味着"正是词语才给出了存在"没
有词语"就没有一物的+存在,"而诗人之词语来
自于作为本有之道说的语言# +本有乃作为那种
道说%F/(6'而运作"而在此种道说中语言向我们
允诺它的本质#, %&在通向语言( #$T'语言之本
质就是本有之道说"这种道说是寂静之音"而且
+就像时间时间化$空间空间化那样寂静"就像时
间 游戏 空间开展游戏那样寂静, %"#"'# 道说
与时间 游戏 空间同为为世界四重整体开辟道路

者"二者实为+存有,一词的不同角度的表达# 诗
人将存有之道说的寂静之音转译为能为人所聆听

的诗歌"为物命名"使之存在# 在诗歌开启出来的

!#TU!



让艺术为历史建基

时间 游戏 空间中"天$地$神$人各成其是又相互
切近"存有发生为历史# 在海德格尔这一诗歌批
评中"诗歌不再是为此在抑或民族的历史建基"使
人获得历史性"而是开启出将终有一死者包纳于
其中的整个存有之历史# 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
就起到了为存有之历史建基的作用#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不仅在&艺术作品的本
源(中追问了艺术和艺术作品的历史"而且在其
艺术批评的各个阶段都对艺术与历史之关系极为

关注"这形成了海德格尔艺术批评的独特历史维
度# 在二三十年代"这一历史维度主要表现为让
艺术为此在历史建基)在三四十年代则主要表现
为让艺术为民族历史建基)而到了五六十年代"海
德格尔大大弱化了人的主体性"从关注人的历史
转变为关注存有本身的历史"表现在艺术批评中
就是让艺术为存有历史建基# 海德格尔艺术批评
之历史维度的这三个层面层层递进"正是他思想
一步步深入的结果#

注释#5/#%($

! 参见* 沈语冰$王玉冬*+艺术史的人文主义基础---

再论海德格尔-夏皮罗-德里达之争,"&文艺研究( #
%"'#U'* %#-V%# 赵奎英*+艺术哲学与艺术史研究之间
的对话---也谈海德格尔与夏皮罗之争,"&文艺研究(T
%"'#W '* "W-%&# ]/B-15" ]/B69960+O823 /̀. Y2(5H,
I>,6>392956463A?6/9]/,,/6* Q6-:6((68H,48>95 2<@89
/.: F15/A-82H,@89Q-,928*0, 2'$+'.(" B,(%.4#3? 2."+"L'(
VV0"%"''%'* #&# UT0
" +存有,%F6*.'是+存在,%F6-.'的古式写法"与+本有,
%S86-(.-,'基本同义"海德格尔在后期逐渐用 F6*. 取代
F6-."以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划清界限"但有时还是
直接使用 F6-.一词"如在本文末尾引用的&语言的本质(

中"在&本质(一文中,6-.的意义等同于 F6*.#
# ,9/889既有+满布$充溢,又有+凝视,之义"笔者认为此
处兼有两义"此译文未能译出后一个意思# 若解为+凝
视,"则步履的艰辛就有了目光"这目光从鞋口射出"凝视
着与之相关的世界与大地"从而将世界与大地聚集到自
己身边"同时 +凝视,也与 &存在与时间(中的 +环视,
%[3,-159'相呼应# I-15/6?\0Y2?61在+M("?(&&(.T)/5.%0
+,(!#.GR1(3"3&AAA0,中就把+,9/889,解释为+凝视,"见
]269)J6," @3/.://.: @82. -̀.6(/8" 6:,0M("?(&&(.#3?
+,(*%.G%7>.+M")+%.4AO/8.5/3* @,5(/96M>B?-,5-.("
"'#V0#'% "'0

$ 此处参考张建锋硕士学位论文&4荷尔德林诗的阐释5
与德意志民族历史性此在的奠基("上海师范大学""'#V

年"第 #T 页#
% 在&存在与时间(导论的最后一节"海德格尔交代了此
书的写作计划# 此书原定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
分三篇* #0准备性的此在基础分析 "0此在与时间性 %0时
间与存在# 实际出版的&存在与时间(只完成了第一部分
前两篇的写作#
& 虽然海德格尔全集第 #% 卷的中译本早在 "''$ 年就已
出版"但其中&关于4西斯廷圣母5( %+xB68:-6F-E9-./,'
一篇被译成&关于圣坛画("正文中这一作品名称也一律
照此译法"而且文中多次出现的+这幅画,%:-6,6,]-?:'都
被译成了+这种画,"可见译者大概并没有意识到此文是
海德格尔对拉斐尔名画&西斯廷圣母(的阐释"而以为这
是关于作为一个类别的圣坛画的谈论# 这一翻译上的错
误可能是国内至今无人关注到海德格尔这一绘画批评的

原因所在# 在笔者写作本文期间"全集第 #% 卷新译本问
世"因此"本文所引此文中的海氏原文皆为笔者在借鉴已
有两个译本基础上自行译出# 参考* 海德格尔* &思的经
验%#T#'-#TWU'("陈春文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TT-#'## 海德格尔* &从思想的经验而来("孙周
兴$杨光$余明锋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

' +圣餐变体, %48/.,,>B,9/.9-/9-2.'为基督教术语"指的
是弥撒圣祭中无酵饼和葡萄酒在神父祝圣时化成耶稣的

圣体和圣血"只是依然以饼酒的外在样式显现出来#
( 译文的加粗和斜体格式为海德格尔原文所有"意在将
这几个词强调出来#

引用作品#8/)9(:"#%0$

=-3-.2" @.92.-2" N/;-: S,A-.69" /.: 42B-/,a6-?-.(0
+a>.,9>.: Y6,15-15960, M("?(&&(.)N.)1.'3& ?()
\'3)+K(.G)* S"3 \%%1(.#+"D(.\%00(3+#.AS:0N/;-:
S,A-.69/.: 42B-/,a6-?-.(0O8/.J<>89/3I/-.* -̀9928-2
a?2,9683/.." "'##0#"% %$0

杰夫!柯林斯* &海德格尔与纳粹("赵成文译# 北京* 北
京大学出版社""''& 年#

2=2??-.," \6<<0M("?(&&(.#3? +,(Y#O")AB.#3)0b5/2
=56.(D6.0]6-P-.(* M6J-.([.-;68,-9*M86,," "''&03

N86*<>," Q>B689R0 + Q6-:6((68H,c.92?2(*2<@890, >
2%01#3"%3 +%M("?(&&(.AS:0Q>B689R0N86*<>,/.:
I/8J C8/95/??0I/?:6.* ]?/1JD6??" "''$0V'W V#T0

奈斯克!贡特!埃米尔!克特琳编* &回答!马丁!海德
格尔说话了("陈春文译#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年#

2Yj.9568" Z6,J6" /.: S3-?a69968-.(" 6:,0>3)K(.* -#.+"3
M("?(&&(. "3 !"#$%&'(A 48/.,0 =56. =5>.D6.0
Z/.P-.(* \-/.(,> S:>1/9-2. M>B?-,5-.(Q2>,6" "''&03

黑格尔* &美学( %第一卷'"朱光潜译# 北京* 商务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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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TWT 年#
2Q6(6?" Y628(D-?56?3O8-6:8-150>()+,(+"/)0 2̀?0#048/.,0

b5> Y>/.(L-/. ]6-P-.(* 456=233681-/?M86,," #TWT03
海德格尔* &哲学论稿("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2Q6-:6((68" I/89-.02%3+."V'+"%3)+%C,"$%)%1,4A48/.,0F>.

b52>E-.(0]6-P-.(* 456=233681-/?M86,," "'#"03
---*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

馆""''V 年#
2 0R3 +,(*#4+%8#3&'#&(A48/.,0F>. b52>E-.(0

]6-P-.(* 456=233681-/?M86,," "''V03
---*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U 年#
2 0F6-. >.: b6-90 48/.,0 =56. \-/*-.(/.: C/.(

e-.(P-60 ]6-P-.(* FN̂ \2-.9M>B?-,5-.( =23A/.*"
"''U03!

---* &现象学之基本问题("丁耘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
版社""''$ 年#

2 0B,(:#)"/C.%V$(0)%7C,(3%0(3%$%&4A48/.,0N-.(
_>.0F5/.(5/-* F5/.(5/-48/.,?/9-2. M>B?-,5-.(Q2>,6"
"''$03

Q6-:6((68" I/89-.0S"37̂,.'3& "3 ?"(-(+#1,4)"GAO8/.J<>89
/3I/-.* -̀9928-2a?2,9683/.." #T$%0
0S.$_'+(.'3&(3 O' Mi$?(.$"3)!"/,+'3&0O8/.J<>89/3
I/-.* -̀9928-2a?2,9683/.." #T$#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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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W0!
A+F15pA<68-,156R/.:,15/<9* C/8>3]?6-B6. C-8-.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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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8/.J<>89/3I/-.* -̀9928-2a?2,9683/.." #T$%0##T
"#0!

马琳*+艺术作品究竟为何/物0. ---从&存有与时间(
来解读海德格尔的艺术哲思,"&中山大学学报( %社
会科学版'V%"'#U'* #"%-%"#

2I/" R-.0 + C5/9/ 45-.(0 -,@89D28J* Q6-:6((68H,
M5-?2,2A5*2<@89-. :("3& #3? B"0(0, F%'.3#$%7H'3
X#+I)(3 N3"D(.)"+4% H%/"#$H/"(3/(S?"+"%3' V %"'#U'*
#"% %"03

F/<8/.,J-" Kj:-(680S"3 -(")+(.#')!('+)/,$#3?* M("?(&&(.
'3? )("3( W("+A O8/.J<>89 /3 I/-.* O-,1568
4/,156.B>15 6̀8?/(" #TTW0

迈耶!夏皮罗!麦耶* &艺术的理论与哲学---风格$艺
术家和社会("沈语冰$王玉冬译# 南京* 江苏凤凰美
术出版社""'#U 年#

2 F15/A-82" I6*680B,(%.4#3? C,"$%)%1,4%7>.+* H+4$("
>.+")+" #3? H%/"(+4A48/.,0F56. _>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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