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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理+到*地方+

!!!论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转向&

丰雅鑫

摘!要# 关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分期#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即( 以其 &( 世纪 )( 年代的思想%转向&为界线划分为早期和晚
期思想' 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三十多年后的勒/托尔讨论班中以三个关键词...意义+真理+地方...标
明其思想道路上的三个站点' 由此#根据海德格尔自身的规定#其思想实际上发生过两次%转向&并因此被划分为早+中+
晚三个时期#其对应的主题分别是%存在的意义&%存在的真理&%存在的地方&' 与此同时#其艺术思想也不该局限于%真
理&的理论视域#而是经历了中期到晚期的发展#最终落脚于艺术与%地方&的关系' 与中期%艺术乃存在的真理自行设
置入作品&不同#晚期%艺术乃存在的地方创建于作品中&' 在厘清了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的%转向&之后#还应超出海德格
尔去沉思( 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究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还是遮蔽了其独立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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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思想在 &( 世纪 )( 年
代发生过一次%转向&'即从%基础存在论&转向%存
有历史&之思+ 据此'学界倾向于以这次%转向&为
分割点'将其思想划分为早-晚两个时期+ 但是'如
果我们细读海德格尔的文本就会发现'他本人在
"#%#年的勒,托尔讨论班中明确指出其思想道路
上的三个站点$%意义&(F;55)-%真理&(c=-8-3;A)-
%地方& (M8A) (U3;63<<38' 6$)(&,%)YY)+ 此三者
都相关于其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东西!!!存在
(F3;5)+ 由此'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实际上发生过
两次%转向&$ 从%存在的意义&转向%存在的真
理&'从%存在的真理&转向%存在的地方&+ 这样'
其思想就应该被划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虽然海德格尔思想的第二次%转向&及三个
分期并未形成专题'但他的地方之思已引起不少
学者的重视'只不过探入这一问题的进路和深度
各个不同+ 有些学者旨在比较分析%空间&概念
在海德格尔早期和晚期思想中所具有的不同内

涵'如弗里德里希 威廉,冯,赫尔曼(98;368;4-C
c;:-3:N ?.5 U388N=55 )!

和赫尔穆特,菲特
(U3:N/A- [3AA38)"*有些学者从%林中空地&的诠
释入手追问海德格尔的地方之思'如维尔纳,马
克思(c38538J=81)将%林中空地&理解为%尺度
的地方&'以此阐明海德格尔如何通过筹划一种
维度克服形而上学的主体主义*#

有些学者注意

到%存在的地形学&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重要性'
如奥托,珀格勒(MAA.>g<<3:38)将其阐释为%无
蔽的地方&%道路& %生成&*$

有些学者则直接指

出空间与地方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同一性'如君
特,菲加尔(en5A389;<=:)%

和乌特,古佐尼(TA3
e/,,.5;)&+

依据海德格尔思想中的两次%转向&'其艺术
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向&+ 海德格尔关于艺
术的思考主要肇始于其中期思想'代表作为"艺
术作品的本源#+ 据此'艺术与真理的关系问题
就成为海德格尔艺术思想研究的主流趋势+ 然
而'在海德格尔晚期思想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艺术
与地方之关系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海德格
尔的存在之思经历了从%真理&到%地方&的第二
次%转向&'与此同时'其艺术之思的主题也由中
期的%真理&转向晚期的%地方&+ 事实上'对海德
格尔艺术思想的探讨绝不能脱离其整个思想道

路的发展史+ 有鉴于此'我们需要首先厘清海

德格尔思想中的两次%转向&'并以此为基础去
揭示%艺术与真理&%艺术与地方&以及二者的承
接关系+

一$ 思想的两次*转向+

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第一次%转向&发生于 &(
世纪 )( 年代+ 此时'他不再探索%存在的意义&'
而是转向%存在的真理&+

有关%存在的意义&的思考主要集中在海德
格尔的早期著作"存在与时间#中+ 他在该书前
言部分指出'鉴于今人不知%存在&并且对自己的
这种无知状态一无所知'该书的写作意图乃厘清
存在的意义(U3;63<<38' F3;5 ")+ 为了实现这一
意图'他制定了正反双重任务$ 解构存在论历史*
建构此在生存论+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传统的存
在论研究仅限于存在者的理论视域'要么把存在
理解为%存在者&'要么理解为%存在者的存在&+
实际上'它们只是以存在之名行非存在之实+ 有
鉴于此'他立足于%存在论差异&与传统存在论划
清界限'从而提出自己的%基础存在论&+ 它并非
舍弃存在者而抽象地界说存在'而是从%此在&的
生存论分析入手敞开存在的意义'因为%存在之
理解属于此在的存在建构&(F3;5 Y#&)+

与传统存在论相比'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
论&具有革命意义+ 然而'伴随其思想逐渐走向
成熟'他意识到从%此在&出发去探讨存在面临一
种危险'即陷入人类中心主义-主体主义的困境+
为了避免用%此在的敞开状态&遮蔽%存在自身的
敞开状态&'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第一次%转
向&'即从 %存在的意义&转向 %存在的真理&+
%转向&的痕迹最早在"论真理的本质#("#)( 年)
一文中显明出来+ 他在这篇文章注解部分的第一
段(海德格尔在 "#Y# 年增补)指出$%对真理之本
质问题的回答是对存有历史之范围内的一个转向

的道说+& (U3;63<<38' ?$9),%2$& &(" ) 也就是
说'对真理之本质的探索意味着海德格尔从%基
础存在论&转向了%存有历史&之思+

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就谈及希腊
意义上的%真理&'即作为%无蔽&(T5?38P.8<35-3C
;A)的Q:3A-3;=+ 虽然他指出这一语词因其否定前
缀而具有剥夺性质'但其早期的侧重点乃在于
%真理&的揭示意义+ 与早期不同'海德格尔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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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真理的讨论向度由敞开性延伸至更为本源的遮

蔽性+ 与此相应'他指出真理的本质乃非真理+
%非&在此有双重含义$ 一方面'%非&意味着%存
在的真理&自身遮蔽的本源性*另一方面'%非&意
味着%存在的真理&显现为非自身+ 由于%存在的
真理&自身隐而不显'其只能通过他者显现出来'
这种显现又造成了对于%存在的真理&的遮蔽+
由此'海德格尔说'真理乃迷途(7883)+

关于真理'海德格尔提出了一根本性的喻象'
即%林中空地&(K;4-A/5<)+'

林中空地乃是森林中

的一片敞开之地'然而它并非全然敞开'而是树林
遮蔽之中的敞开+ 就其自身而言'森林代表遮蔽'
空地代表敞开+ 由此天光射入'产生影子+ 有光
和影才有人及万物的在场和不在场+ 林中空地乃
光明与黑暗-显现与遮蔽共同游戏的自由之境+
鉴于真理的敞开与遮蔽的二重性'海德格尔将其
规定为 %自身遮蔽的林中空地& (K;4-A/5<63*
F;4-?38P38<35*)(U3;63<<38' 75%6,D3$'')+

在洞悉真理的本质之后'海德格尔转向了有
关%存有历史&的思考+ 与 F3;5(存在)不同'F3I5
(存有)乃德语古体字+ 海德格尔之所以用它来
代替 F3;5'是因为后者乃 %形而上学语言的遗
产&+ 克服形而上学包括克服其话语体系'于是'
海德格尔中期直接给 F3;5 这个词打叉+ 然而'这
种从古德语里面寻找替代语词的做法并不能让海

德格尔满意+ 于是'他提出从 B83;<5;*(出发'径
直沉思真理的历史性发生'此乃%存有历史&之
思+ 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Y% 年)中的
一个 %作者边注& 中表明' %自 "#)% 年以来
4B83;<5;*5 就 成 了 我 思 想 的 主 导 词 语 &
(?$9),%2$& )"%)+ 恰好"哲学论稿(从生成而
来)#一书的创作时间也始于 "#)% 年+ 因此'海德
格尔第一次%转向&后的思想便凝结成这部著作+
所谓%存有历史&的%历史&并非历史学(U;*A.8;3)意
义上的时间的线性序列'而是存在的发生
(e3*4-3-35)+ 它不是一般的发生'而是本质的生
成+ 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这才是本真意义上的历
史(e3*4-;4-A3)+ 从 B83;<5;*出发去思存在就是
思%存在的真理&如何发生+ 在他看来'本真的开
端绝不是存在的静态(形而上学把存在思考为
%在场状态&)'而是存在的动态+

然而'%存有历史&毕竟围绕%存在的真理&展
开'而%真理&这个语词在西方哲学史上长久以来

被笼罩在%正确性&的阴影里'它对%存在的真理&
所造成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 %为了避免一切对
真理之意义的曲解'为了排除将真理理解为正确
性'我们必须用4存在的地方5来阐释4存在的真
理5+&(6$)(&,%))$)有鉴于此'海德格尔晚期从
%存在的真理&转向%存在的地方&+ %地方&的德
语为M8A')

其原意为矛之尖端+ %一切都汇合到
这个尖端上+ 地方向自身聚集'入于至高至极+
这种聚集力渗透-弥漫于一切之中+ 地方这种聚
集力收集并且保存所收集的东西'但不是像一个
封闭的豆荚那样进行收集和保存'而是洞照被聚
集者'并因此才把被聚集者释放到它的本质之
中+& (U3;63<<38' R&/$%-$9*)))由此可知' %地
方&这个词在德语中相关于聚集'而且是一种本
质的聚集+

关于%存在的地方&的思考在"从思想的经验
而来#("#YZ 年)这首哲学诗中初见端倪+ 海德格
尔在诗中提到运思之诗乃%存有的地形学& ( .̀C
O.:.<;363*F3I5*)'%这一地形学对存有而言是道
说出其本质的地方性 (M8A*4-=@A)& (U3;63<<38'
E5*#$%:%@,3%5&9 'Y)+ 实际上'这首诗成形之
前'在海德格尔将%存在的真理&规定为%自身遮
蔽的林中空地&之时'就已经孕育了%存在的地
方&的思想+ 林中空地乃是敞开和遮蔽共同游戏
的自由之境'有鉴于此'%纯粹的空间和绽出的时
间以及一切在时空中的在场者和不在场者才具有

了聚集一切和庇护一切的地方 (M8A)& (75%
6,D3$'")+ 林中空地本就是地方'而且是一本
质聚集的地方+ 海德格尔中期只是从林中空地出
发去思考%存在的真理&'而晚期进一步揭示了地
方的地方性'从而指向语言的去蔽+

地方作为本质的聚集'是在语言的呼唤中实
现的+ 海德格尔的早期和中期思想都或多或少涉
及语言+ 早期'他基于世界性将语言理解为在言
谈样式中的%此在&的敞开'%此在&由此揭示了世
界的意义+ 中期'他基于历史性将语言理解为存
在历史的发生方式'语言在此建立了历史的真理+
而到了晚期'海德格尔试图从语言自身出发去探
问语言的本质+ 他用%道说& ( F=<3)代替了形而
上学工具性的%语言& (FO8=4-3)+ %道说'在古代
斯堪的纳维亚语中叫 *=<=5'意思就是显示
(,3;<35)'即$ 让显现'既敞开又遮蔽之际显现出
我们所谓的世界+& (R&/$%-$9*"'')海德格尔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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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语中寻找线索'以此说明本真的语言即作
为显示的道说'%它是一切地方(M8A)和时间 游

戏 空间的地方性(M8A*4-=@A)&(R&/$%-$9*&Y%)+
道说作为存在的地方性显示了存在的本质+

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在此显现出来+ 虽然语言性到
海德格尔晚期才形成主题'但通过他本人在 "#%#
年的勒,托尔讨论班中的补充说明'我们可以得
知'存在和语言不可分割的关系早在"存在与时
间#("#&Z 年)中就有所昭示+ %"存在与时间#的
目的并不在于阐释一种全新的存在之含义'而是
去敞开对存在这个语词的倾听+& (6$)(&,%)Y$)
有倾听就有言说'于是'海德格尔紧接着发问$
%谁估量过4词语的本质5.&(6$)(&,%)Y%)由此'
海德格尔才生出"在通向语言的途中#的相关思
考+ 因此'海德格尔晚期借由%存在的地方&转向
对语言的探讨不是偶然的+ 这一事实同样可以在
"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
与一位探问者之间#("#$)!"#$Y 年)这篇文章中
得到印证+ 海德格尔在对话中表明'%对语言和
存在的沉思老早就决定了我的思想道路 &
(R&/$%-$9*'')+ 实际上'海德格尔 "#"$ 年所撰
写的授课资格论文"邓,司各特的范畴和含义学
说#的标题就已经预示了其思想道路的方向+ 其
中'%范畴&是%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探讨工作的通
常名称&'%含义&即%在语言与存在的联系中对语
言作形而上学的思考& (R&/$%-$9*'Z)+ 只不过
当时个中思想对于海德格尔而言还是模糊的+ 十
二年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虽然涉及了
%语言与存在&这个主题'但是语言在其中只是作
为此在的生存论建构的一个环节而得到了浅尝辄

止的探讨'并未形成专题+ 所以海德格尔感叹道$
%也许'"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的基本缺陷就在于$
我过早地先行冒险了' 而且走得太远了+&
(R&/$%-$9*'#)这就是说'"存在与时间#并未循
着 "#"$ 年授课资格论文所显示出的思想轨迹继
续发展'而是走到思想的岔路上去了+ 晚期海德
格尔的语言之思萌芽于其早期'因此'海德格尔实
际上行走在一条迂回的思想道路上+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的思想发生了两次%转
向&'即从%存在的意义&转向%存在的真理&'又从
%存在的真理&转向%存在的地方&+ 虽然%意义&
%真理&%地方&是不同的路标'但它们并未将道路
截为彼此脱节的三段'而是以相互补充-层层递进

的关系显示出同一条道路的自身转向+ 通过这两
次%转向&'我们不难看出'对存在的本质的探讨
始于世界性和时间性'经过历史性'终于语言
性+*

而%最终同时也是开端& (R&/$%-$9*'#)'语
言的本质作为最终思考的东西才是真正具有开端

性的+

二$ 艺术与真理

关于艺术的思考'海德格尔最引人注目的作
品乃"艺术作品的本源# ("#)$!"#)% 年)'它属
于其中期的思想成果+ 这篇文章虽然名为"艺术
作品的本源# (下文简称"本源#)'但实质上探讨
的是艺术的本质+ 对艺术本质的追问并未局限在
艺术学的理论视域内'而是基于海德格尔思想中
根本性的追问!!!存在之思+ "本源#诞生于海
德格尔第一次思想%转向&之后'其时'他由早期
%存在的意义&转向中期%存在的真理&+ 因此'在
这一阶段'艺术的本质相关于存在的真理+

海德格尔在文章开篇提到了切入这一问题的

两条路径'即艺术家和艺术+ 但他没有选取其中
任何一条而是从艺术品入手进行分析+ 从艺术家
出发则难以避免人类中心论的嫌疑'而从艺术出
发又过于抽象'最适恰的办法即从现成的艺术品
出发'因为它是已经被给予的存在者+ 不过'在进
入具体的艺术品之前'海德格尔首先走了一段弯
路'即分析物和器具+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走上这
段弯路竟是海德格尔有意为之'他要借此表明'从
物和器具进入作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因为传统
关于物和器具的观念恰恰会遮蔽艺术作品+ 不借
助它物'直接进入艺术品'对其进行现象学的阐
释'才是最稳靠的思想进路+

海德格尔在"本源#中主要探讨了两件艺术
品'一是凡,高的油画"农鞋#'一是建筑作品希
腊神庙+ 在探讨器具的器具性时'他描述了凡,
高笔下的农鞋$

在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

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 在鞋具粗
糙结实的沉重中"积聚着狂风中在一望
无际!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滞缓步履的
坚韧# 鞋皮上粘着土地的湿润和肥沃#
鞋底下乡间路的孤独随着降临的暮色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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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理&到%地方&

缓移动# 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
的召唤"其对成熟谷物的宁静馈赠"及其
在冬季田野荒芜的休耕期中未明的自身

拒绝# 这器具渗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无
怨无艾的焦虑"挺过困境的无言喜悦"分
娩来临时的哆嗦"以及死亡逼近时的战
栗# 这器具归属于大地"并在农妇的世
界里得到庇护# 从这种庇护的归属中产
生出器具自身的自持# $U3;63<<38"
P";\-$9$"#%

海德格尔由内而外-由鞋面到鞋底-由部分到
整体地描述了画中的这双农鞋'并由此呈现出它
所聚集的苦难与欢乐-生与死'最后指出其存在显
现了大地和世界的关系+ 在此'现象学的方法显
示了农鞋本身'并且这一显示是通过一幅画完成
的+ 我们不禁要问$ 海德格尔为何不直接描述真
实的农鞋'而要描述画中的农鞋. 对此'他给出的
答案是$%我们也许只有在这个画出来的鞋具上才
能看到所有这一切+&(P";\-$9$"#)实际上'海德
格尔在此区分了两种%看&的方式$%功利性的看&
和%审美性的看&+ 当一双真实的鞋具摆在我们面
前时'其最重要的特性即有用性'器具的有用性甚
至体现在其越合用越不容易引起注意+ 因此'比
%功利性的看&更现实的是我们根本%看不到&作为
器具的鞋+ 而当我们面对一幅艺术作品时'%审美
性的看&将取代%功利性的看&+ 我们对作为画作
的鞋采取静观(纯粹直观)的态度'它便不再是客
观的对象'而是显现出其存在丰富性的鞋自身+

海德格尔描述画中的农鞋'落脚点在于其存
在显现了大地和世界的关系+ 对于大地和世界的
进一步揭示在另一件艺术作品!!!希腊神庙!!!
中显现出来+ %神庙作品开启一个世界'同时把
它置回大地之中+& (P";\-$9$&')神庙区别于油
画的地方在于它不摹写-不表现'从而回避符合论
的艺术观+ 通过现象学的描述'海德格尔指出$
%正是神庙作品才嵌合那些道路和关联的统一
体'同时使这个统一体聚集于自身周围*在这些道
路和关联中'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
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在那里获得了人类
命运的形态+&(&Z)神庙即供奉神的场所'神在其
中现身在场+ 神作为被供奉者总是相关于供奉
者'即人+ 因此'神庙体现了人神共在+ 不过神庙

这一场所并非仅仅关涉神和人'而是处在与周围
事物整体的关联之中+ 白昼-黑夜-岩谷-天空-风
暴-海潮-植物-动物等都通过神庙的存在一并显
现出来+ 因此'神庙聚集了神-人及周围事物的统
一体+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神庙敞开了世界+
这里的世界不是存在者整体的聚合'也不是我们
表象的对象+ 世界是 %自行开放的敞开状态&
(P";\-$9$)$)'世界世界化+

那么什么是大地呢. 大地不是被表象的质
料'也不是作为行星概念的地球+ 海德格尔将其
规定为%自行锁闭者& (P";\-$9$)$)+ %大地是
一切涌现者的返身隐匿之所'并且是作为这样一
种把一切涌现者返身隐匿起来的涌现+ 在涌现者
中'大地现身而为庇护者+&(&')海德格尔通过两
个例子来进一步阐释大地+ 他指出'石头的沉重
无法用数字计算'色彩的闪烁无法用波长记录+
石头和色彩只有在其尚未被揭示之际才显示自

身+ 更确切地说'它们只有在其尚未被对象化地
揭示之际才是其所是+ 雕塑家与画家对石头和色
彩的揭示才是一种如其自身的揭示+ 石头和色彩
在雕塑作品和绘画作品中不再作为对象被计算和

消耗'而是作为其自身被保持和呈现+
对于作为艺术作品的油画和建筑而言'大地

意味着颜料和石头'世界即农鞋和神庙聚集的万
物+ 我们观看既成的艺术作品'首先看到的是其
敞开的作为关联整体的世界'而非诸如颜料和石
头的质料性的东西+ 它们以其形态的无限丰富性
化为艺术品有机的组成部分'以自身隐匿的方式
成就了作品的开放意蕴+

艺术品所呈现的世界与大地之间存在一种争

执(FA83;A)关系+ 争执在此并不意味着消极意义
上的截然对立'而是彼此关涉-相互生成+ %在本
质性的争执中'争执者双方相互进入其本质的自
我确立中+& (P";\-$9$)$)世界的本质是敞开'
大地的本质是锁闭'但根据海德格尔的观点'世界
和大地并非直接对应于敞开和锁闭+ 换句话说'
世界和大地并非截然对立的二元'而是彼此共属
的一体+ 世界的显现基于大地的锁闭'大地的锁
闭又通过世界显现出来+ 此乃显现着的遮蔽'遮
蔽着的显现+

通过世界与大地的争执'%真理&发生了+ 海
德格尔说$%艺术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开启存在者
之存在+ 在作品中发生着这样一种开启'也即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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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 在艺术作品中'存在者
的真理(c=-8-3;A63*F3;35635)自行设置入作品
中了+ 艺术就是真理(c=-8-3;A)自行设置入作品
中+&(P";\-$9$&$)细究这段话'我们不难发现'
海德格尔在此区分了两种真理$%存在者的真理&
和%真理&+ 首先'艺术作品敞开了%存在者的真
理&'也即让存在者如其自身地显现出来+ 在此
基础之上'海德格尔指出'艺术的本质即%真理&
自行设置入作品+ 这句话中的%真理&不再是%存
在者的真理&'而是%存在的真理&+ 在此我们需
要特别注意最后两句话之间的逻辑关联+ 海德格
尔意在说明$ 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敞开%存在者
的真理&'是因为艺术的本质乃%存在的真理&自
行设置

+,-
入作品+

海德格尔通过艺术作品探问艺术的本质'最
终指向%存在的真理&+ 在此'值得进一步思考的
是$ 艺术作品何以触发存在之思. 大概是因为作
品中的世界和大地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为海德格

尔提供了某种启示+ 虽然海德格尔指出作品中的
世界和大地都属于敞开领域'但此二者在敞开领
域内的争执的确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暗示%存在的
真理&自身所包蕴的敞开和遮蔽双重领域的争
执+ 因此'海德格尔说%真理的本质是源始争执
(T8*A83;A)&(P";\-$9$Y")+

海德格尔通过"本源#一文阐明了艺术与真
理的关系'指出艺术乃是真理的发生方式+ 然而'
这篇文章不仅仅囿于从真理出发来探讨艺术'实
际上'它已开启了艺术与地方之思+ 例如'海德格
尔在文章结尾部分指出'沉思艺术的本质为艺术
准备了空间(W=/N) (P";\-$9$%%)+ 在 "#%( 年
雷克拉姆版中'他进一步将%空间&解释为%居住
地点的地方性& (M8A*4-=@A63*Q/@35A-=:A3*)+ 也
就是说'对艺术本质的思考要超出真理而进一步
触及地方'因为林中空地的本质在于地方之地方
性+ 正如海德格尔在文章最后援引的荷尔德林诗
所说$%居住在本源近处的人'很难离开这个地方
(M8A)+&(%%)本源即地方'这意味着真理之思必
然过渡到地方之思+ 由此'艺术与地方成了晚期
海德格尔艺术之思的主题+

三$ 艺术与地方

海德格尔晚期关于艺术与地方的思考集中体

现在"艺术与空间#("#%# 年)一文中+ 恰巧也是
在 "#%# 年'海德格尔在勒,托尔讨论班中将意
义-真理-地方规定为其思想道路上的三个步骤+
这就是说'当海德格尔把%地方&明确为其晚期思
想的要旨之时'艺术与空间的思考应运而生+

与"艺术作品的本源#不同'"艺术与空间#不
是通过具体的艺术作品探讨艺术的本质'而是意
在阐明某一艺术门类的本质'此即雕塑艺术+ 众
所周知'雕塑作为造型艺术与空间密切相关+ 雕
塑艺术以雕-刻-塑等方法对材料进行加工'从而
创造出具有一定空间的可视-可触的艺术形象+
不过'海德格尔关于雕塑艺术的探讨不同于他人
的地方在于'他的关注点不在于雕塑所呈现出来
的艺术空间'而在于空间的本质如何在雕塑艺术
中运作+

关于空间'现行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
囊括以下三种$ 传统物理学的三维空间观-康德
的主观空间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四维空间观+
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无论是客观空间观还是主
观空间观都没能切中空间的本质+ 实际上'空间
的本质全然不同于具体的空间+ 任何对空间的实
体化解释都遮蔽了空间的本质+ 那么'如何探寻
空间的本质呢. 海德格尔提出从语言出发+ 正如
他在文章开头所引的利希藤贝格所说的那段话一

样$%如若人们自身思考良多'即可发现语言带来
的丰富智慧+ 也许并非人们自身将一切带入其
中'而是在语言中正如在谚语中'实际就有丰富的
智慧+&(E5*#$%:%@,3%5&9 &())与早-中期不同
的是'晚期的海德格尔不再致力于辨析传统哲学
的概念机器'也不再试图创造专门的哲学术语'而
是专注于激发语词本身具有的生命力+

通过倾听语言'海德格尔指出空间的本质乃
%空间化&(W}/N35)+ %空间空间化&不是逻辑上
的同义反复'也不是所谓的文字游戏+ 海德格尔
意在强调空间自身的动态生成'以此批驳把空间
视为静止对象的观点+ 他进一步指出'空间化通
过设置空间(B;58}/N35)来开放地方(M8A) (E5*
#$%:%@,3%5&9 &(Z)+ 在此'设置空间不是开放地
方的前提+ 实际上'唯有从地方的允诺而来'设置
空间才能发生+ 由此'地方才是那具有规定性的
东西'因为它意味着本质的聚集+ %地方开启一
个地带(e3<356)并且将其保藏'将一种自由之境
聚集在自身周围+ 这种自由之境允诺各个物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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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理&到%地方&

种居留'允诺在物中间的人以一种居住+&(&(')
早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在探讨周围

世界(TN+3:A)时就涉及了空间问题+ 只不过'他
探讨的并非笛卡尔所述的类似容器的广延'而是
对此在具有组建作用的空间性(W}/N:;4-]3;A)+
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的空间观实乃对于空间的拆

解'空间不是一个个独立的位置'而是不可分裂的
位置整体+ 他将这一位置整体命名为地带
(e3<356)+ 可见'从地带出发去理解空间萌芽于
早期的"存在与时间#+ 不仅如此'%设置空间&
(B;58}/N35)这一提法也在这部著作中有所体现+
海德格尔把%让世内存在者来照面&命名为%设置
空间&(6$(& "Y')'它在此被规定为此在的生存
论环节'因为此在在世是具有空间性的在世+

在"存在与时间#("#&Z 年)之后'%设置空间&
这一提法也多次出现于海德格尔的其他文本中+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 年)中'海德格
尔将世界世界化描述为一种广袤(e38}/N;<]3;A)的
聚集'并指出艺术作品为广袤设置空间+ %为
0//1设置空间&(3;58}/N35)意味着%开放敞开
领域之自由&'也即把作为%指引尺度&的%本质性
因素&开放出来 (P";\-$9$)()+ 在 "筑,居,
思#("#$" 年)中'空间从地方那里获得其本质规
定'物作为地方为四重整体设置空间'%设置空
间&在此意味着提供庇护之所和住所(U3;63<<38'
"̂%/%e9$"$% "%()+ 到了"艺术与空间# ("#%#
年)'%设置空间&不再是让世内存在者来照面'不
再是开放作为敞开领域的世界'也不再是为作为
世界的四重整体提供居所'而是地方的自身敞开+

经过一系列的演变'到了海德格尔思想晚期'
空间的本质最终被归结为%地方&+ 正如海德格
尔在"时间与存在#("#%& 年)中所说$%我们首先
要从已经充分思考过的地方(M8A)的特性中洞察
到空间的来源+&(75%6,D3$&')因此海德格尔在
"艺术与空间#中表明$%艺术与空间的相互作用
必须从关于地方(M8A)和地带(e3<356)的经验中
得到思考+& (E5*#$%:%@,3%5&9 &(')有鉴于此'
海德格尔大胆地提出'雕塑并非任何对空间的探
究'而是对地方的体现+ 在以往的雕塑艺术中'空
间只是作为静态的对象被加以把握和处理+ 而海
德格尔强调的是空间的空间化在雕塑艺术中的发

生和呈现'这又是被地方所规定的+ 基于其关于
%地方&的思想'海德格尔将雕塑艺术所关涉的三

种空间概括如下$%雕塑形象在其中被视为现成
对象的那个空间'雕塑形体所包围的那个空间'在
形体之间作为虚空(K3383)存在的空间+& (&(%)
简言之'即'雕塑形象所处的外在空间'雕塑形象
所包含的内在空间'作为虚空的空间+ 前两种是
科学技术意义上的空间'并未触及空间的本质'它
恰恰要在虚空中得到揭示+ 关于虚空'海德格尔
再一次从语言中获得暗示$%动词4倒空5(:33835)
意为4采集5(:3*35)'即源初意义上的在地方中运
作的聚集+&(&(#)因此'虚空并非一无所有或缺
乏' 而 是 产 生 ( U38?.8P8;5<35 ) 和 聚 集

([38*=NN3:5)+ 此种意义上的虚空恰好切中了地
方的本质特性+ 地方不是实体性的空间'而是虚
空+ 虚空乃是开端性的存在'从虚空的自身生成
而来'才有人和物的居住之地+

在澄清了空间的本质乃作为虚空的地方之后'
海德格尔总结道$%雕塑$ 在其创建着地方的作品
中体现存在的真理+& (E5*#$%:%@,3%5&9 &"()换
言之'雕塑作品创建了地方'以此体现%存在的真
理&+ 这句话同时廓清了海德格尔晚期的存在之
思和艺术之思+ 首先'%存在的真理&要在地方中
寻获其本质'这标明了中期的%真理&向晚期的
%地方&的%转向&*其次'雕塑作为艺术乃是对于
地方的赋形+ %体现&的德语为 [38]g8O38/5<'其
意味着赋予形体-实体化-具体化+ 此处并不隐含
一个创建和赋形的主体'而是地方作为本源和开
端允诺了雕塑作品的生成+ 由于存在的本质乃虚
无'它只有通过可见可感的艺术作品体现出来'雕
塑作品在此恰好承担了这一使命+ 但海德格尔对
雕塑艺术的分析有别于他人的地方在于'他并未
把视野局限在雕塑的造型意义上'而是穿透了有
形的实体而进入无形的虚空+ 因此'这篇文章虽
名为"艺术与空间#'但实际上揭示了艺术与地方
的关系+

综上所述'海德格尔的整体思想道路主要发
生过两次%转向&$ 一是从%存在的意义&转向%存
在的真理&'二是从%存在的真理&转向%存在的地
方&+ 与此同时'其艺术思想也发生了相应的%转
向&+ 在海德格尔思想中期'艺术乃%存在的真
理&自行设置入作品+ 而到了晚期'艺术乃%存在
的地方&创建于作品中+ 虽然海德格尔的艺术之
思萌芽于其中期并贯穿至晚期'但他对艺术本质
的揭示始终在追问存在的背景下展开+ 换言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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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在海德格尔这里只是服务于存在之思'其自
身的独立性并未彰显出来+ 这种用%存在&统摄
油画-建筑-雕塑等一切艺术门类的做法'究竟是
对艺术的去蔽还是遮蔽. 这是一个有待深思的
问题+

注释%=/#%(&

! 弗里德里希 威廉,冯,赫尔曼在"真理!!!时间!!!

空间#一文中以存在的真理和此 在的共属性为背景厘清

了空间的本质'并指出这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通过两种
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存在与时间#中%视域&(U.8;,.5A)

和%超越&( 8̀=5*,35635,)的关系*第二'%生成&(B83;<5;*)

成为主导词之后的%抛投& (G/+/8@)和%筹划& (B5A+/8@)

的关系+ 就第一种方式而言'%只有基于绽出 视域的时

间性才有可能进入源始的空间&*就第二种方式而言'空
间化乃是存有的真理的发生方式+ 参见$ U388N=55'
98;368;4-Cc;:-3:N?.52%c=-8-3;ACG3;ACW=/N2& N($G%,9$
&,D3 #$%?,3%3$(/2B62B+=:6 W;4-A38298=5]@/8A=NJ=;5$
[;AA.8;.b:.*A38N=55' "##Z2&Y) &$%2

" 赫尔穆特,菲特在"鉴于6哲学论稿7论海德格尔处空
间的特性#一文中区分了"存在与时间#和"哲学论稿#中
空间概念的差异+ 他指出$%经过对比'海德格尔在"存在
与时间#和"哲学论稿#中关于空间的阐释至少表现出三
处不同$ (")前者以此在(日常的-非本真的此在的寻视
着的操劳)为出发点'后者从此 在(4此5之建基)出发*
(&)前者是空间 时间性的规定(期备-当前化-遗忘的沉
沦的非本真的绽出样式)'后者是时机之所的时间 空间*
())前者追溯到空间与时间的关系'后者鉴于两者的同样
源始性严格区分空间和时间的固有本质+&参见$ [3AA38'
U3:N/A-2 % ~P38 6=* B;<35AnN:;4-3 63* W=/N3* P3;
U3;63<<38N;AP3*.563838\38n4]*;4-A;</5<638B$(/%e9$\5%
.3(;"*"+3($=& N,*6+e/-$%2P$(#$99$%*$ :%$(9&(*M6,9$ML$K(M
$%/=B62X=N;8\=8P=8;4i2cn8,P/8<$ [38:=<bg5;<*-=/*35 h
E3/N=55' &((Z2"(# "&'2

# 维尔纳,马克思在"尺度的地方!!!主体主义的改
变#一文中指出'海德格尔在"对泰然让之的探讨!!!从
一次关于思想的乡间路上的谈话而来# ("#YY!"#Y$ 年)

这篇文章中试图通过筹划一种维度(X;N35*;.5)来改变形
而上学的主体主义+ 这一维度在%关于思想的乡间路上
的谈话& 中体现为 %一切地带的地带& (e3<356 =::38
e3<35635)'这是海德格尔对%林中空地&作出的进一步规
定+ 参见$ J=81' c385382L(]/$*,5@:%#$& $(& !,l.
98=5]@/8A=NJ=;5$ 9;*4-38̀=*4-35P/4- [38:=<' "#'%2#Y2

$ 奥托,珀格勒在"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一书中指出$
%这种 地 形 学 将 思 想 带 向 无 蔽 的 地 方 ( M8A638
T5?38P.8<35-3;A)*它让存在自身作为无蔽并因此作为道

路(这一道路带来地方)'它让存在自身成为生成
(B83;<5;*)+& 参见$ >g<<3:38' MAA.2N$%N$&2-$9 !,%/(&
P$(#$99$%*2FA/AA<=8A$ [38:=<en5A-38E3*]3' "##Y2&#Y2
% 君特,菲加尔在"自由空间#一书中指出$%容纳某物
的地方 ( M8A)' 能够自由显现和经验的自由空间
(983;8}/N3)'某物在其中能被相互分离和联结的广阔
(c3;A3)'这些都是空间(W=/N)的可能性+&参见$ 9;<=:'
en5A382 G%$(%e5)$$ .3e&")$&";"9($ 5&# P$%)$&$5/(22
ǹP;5<35$ J.-8F;3P34]' &("Z2&Y2

& 乌特,古佐尼在"另一海德格尔$ 关于其晚期思想的
思考#一书中指出$%空间是空的广阔(c3;A3)和空间之无
(E;4-A*)'它仅基于这种虚空(K3383)就能产生已经设置
空间的位置 (>:=A,)'给出空间 (W=/N)'并创建地方
(M8A)+& 参 见$ e/,,.5;' TA32 N$%,&#$%$P$(#$99$%$
g]$%;$95&9$& \5 *$(&$)*+e/$%$& N$&2$&2983;P/8<aJn54-35$
[38:=<b=8:Q:P38' &((#2"%#2
' K;4-A/5<在德语中的原意即%林中空地&'该词恰到好
处地体现了存在的真理之显现 遮蔽的二重性+ 故本文
将K;4-A/5<直接译为%林中空地&+
( 在德语中'B83;<5;*为名词'意为%事件&*其动词形式为
383;<535'意为%发生&+ 海德格尔的 B83;<5;*旨在强调存
在的动态生成和真理的历史性发生+ 因此'本文参照彭
富春的翻译'将 B83;<5;*译为 %生成&+ 参见$ 彭富春$
"论海德格尔#+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第 Y" 页+
) 考虑到M8A与K;4-A/5<(林中空地)的内在关联'本文将
M8A译为%地方&+
* 彭富春在"论海德格尔#一书中将意义-真理-地方这
三个关键词所标明的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概述为$%在此
就意义而言'它表明为存在的意义'但它作为4在世存在5
自身拒绝+ 然后就真理而言'它在形而上学的形态中显
现为历史的真理'它作为命运的派送自身剥夺+ 最后'地
方意味着语言的地方性'它自身沉默+ 于是'这种道路是
4存在5的从世界到历史并到语言的道路+&参见$ 彭富
春$ "论海德格尔#+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第
")Z 页+
+,- %设置&(F3A,35)在此容易造成主客二元思维模式的误
解'尽管海德格尔在其希腊意义上使用这个语词+ 希腊
语中的%设置&意味着%让出现&%带入无蔽领域&%带入在
场者之中& %让呈现&+ 根据海德格尔在"本源#的附录
("#%( 年雷克拉姆版)中的补充解释'比%设置入作品&更
佳的提法是 %带入作品& %带出来&+ 此处的 %带 &
(\8;5<35)并不隐含一个主体'而是作为%让& (K=**35)的
%带&+ %带&和%让&意味着自身显现+ 参见$ U3;63<<38'
J=8A;52P";\-$9$298=5]@/8A=NJ=;5$ [;AA.8;.b:.*A38N=55'
"#ZZ2Z(2

引用作品%7/)8(9"#%0&

U3;63<<38' J=8A;52E5*#$%:%@,3%5&9 #$*N$&2$&*298=5]C

,"%Y,



从%真理&到%地方&

@/8A=NJ=;5$ [;AA.8;.b:.*A38N=55' "#')2
2P";\-$9$=98=5]@/8A=NJ=;5$ [;AA.8;.b:.*A38N=55'
"#ZZ2!
2 6$(& 5&# 7$(/= 98=5]@/8A =N J=;5$ [;AA.8;.
b:.*A38N=55' "#ZZ2!
26$)(&,%298=5]@/8A=N J=;5$ [;AA.8;.b:.*A38N=55'
"#'%2!
2R&/$%-$9*\5%6+%,D3$298=5]@/8A=N J=;5$ [;AA.8;.
b:.*A38N=55' "#'$2
2 "̂%/%e9$5&# E5@*e/\$298=5]@/8A=N J=;5$ [;AA.8;.

b:.*A38N=55' &(((2
2?$9),%2$&298=5]@/8A=NJ=;5$ [;AA.8;.b:.*A38N=55'
"#Z%2
275%6,D3$#$*N$&2$&*298=5]@/8A=NJ=;5$ [;AA.8;.
b:.*A38N=55' &((Z2

彭富春$ "论海德格尔#+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年+
0>35<' 9/4-/52O& !,%/(& P$(#$99$%2\3;R;5<$ >3.O: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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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真理"
作者(刘旭光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年 "( 月

本书对艺术与真理之纠葛进行了历史演绎'借对艺术真理性问题的探究概

括了每个时代的艺术在追求什么'也指出了进入每个时代的艺术殿堂的门径+

同时'本书的每个章节'都从具体的艺术作品展开'通过对具体艺术作品的阐释

分析时代艺术的真理性问题'间接起到了艺术鉴赏指南的效果+ 本书讨论艺术

作品真理性的过程是也想通过艺术这个小领域'观看和欣赏人类精神如何在对

艺术之真理性的追问中'不断突破'不断前进'不断从传统与历史的各种既成的

%真理&中走出来'去寻求新的%真理&的过程+ 最后'通过对拟像时代的%艺术真

理&的分析'本书认为在当今时代'真理需要艺术'艺术是真理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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