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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

(((海德格尔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的核心问题与思路

张振华

摘!要! 本文是对海德格尔第一次荷尔德林讲课的解读# 这一讲课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如何生成并得到
维系的# 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诗歌创作对此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诗人被海德格尔称为%半神&!他处身于神性领域和民
众之间# 诗人通过自己的诗歌创作将神的消息保存在语词之中!进而传递给民众!完成神与民众的联结# 一个民族共同
体由此生成#
关键词! 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歌$!民族共同体
作者简介! 张振华!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海德格尔)现象学)德国哲学研究# 通讯地址"
上海市四平路 %$&V 号同济大学云通楼!邮政编码" $###V$# 电子邮箱" '(./>'(7/(*.01)/>T,47<*45/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海德格尔的情感现象学研究&*项目编号" $#%X]CB##V+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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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V&F(%V&W 年冬季学期的课程*荷尔德林
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中#海德格尔
说过这样一段话'

,祖国- &\.1793./<)乃是存有本身#
它从根基上承载并构造着一个在此存在

着的民族的历史#也就是它的历史之历
史性% /001祖国之存有#亦即民族的
历史性此在#被经验为真正的$独一无二
的存有#面向存在者整体的基础立场从

这种存有中生长出来并赢获其整体构

造% &'荷尔德林的颂歌( %FF)

熟悉海德格尔哲学的人会觉察到#海德格尔
在此提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说法% 他把第一哲学
的核心论题,存在- !存有"!

直接等同于带有具

体历史内容和意涵的,祖国-% 而且#海德格尔还
以加强的语气指认说#祖国就是真正的$独一无二
的存在本身% 存在没有像海德格尔在其他文本中
惯常所做的那样#被思考为解蔽与遮蔽间的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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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E,5(1*/>"#被思考为在场!?/H7-7/(7,1"#被
思考为本有!Q97,>/,-"#而是祖国% 如此明确地以
,祖国-作为存在之思的焦点#这在海德格尔思想
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这一点足以引起我们的兴
趣#去关注这一讲课#关注这一段时期海德格尔的
思想特征%

一

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是#这个讲课是海德格
尔校长任职的政治实践!%V&&(%V&F 年"失败后
的第二个讲课#同时也是他开始对荷尔德林进行
详细解释的第一次讲课% 这暗示着时代环境% 毋
庸讳言#当时的时代氛围正是纳粹运动以及德意
志民族主义情绪如火如荼的时候% 政治运动成为
那一段历史时期的关注核心% 由此可见#海德格
尔是以存在之思的形式切入这一时代氛围#将抽
象的存在论!或译,本体论-"与具体的时代政治
紧密结合在一起% 正如瑞士圣加伦大学的迪特&
托梅!S,71796()2s"所说',海德格尔在 %V&& 年试
图将他的哲学变得具有实践性%- !Y#X"然而#刚
刚在政治实践上铩羽而归的海德格尔同时自觉地

与时代政治拉开了距离% 这种拉开距离的意识和
行动表现为#他尝试以纯粹思想的方式对具体政
治发起批判性反思%"

因此#在海德格尔的这一讲
课中#存在一种双向运动' 一方面#海德格尔把存
在论与现实政治拉近#,存在-的玄奥之思在,祖
国-这里得到了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落脚点)另一
方面#海德格尔又把存在论与现实政治拉远#通过
对,祖国-之本质发起存在论的追问#暴露出当时
现实政治在本质层面的追问不足与根基缺失% 德
国吕纳堡大学的克里斯托弗&雅默 !L(9,-1)J(
_.227"恰如其分地指出了海德格尔这次课程的
两方面意义#一方面是对纳粹运动的反思和界限
划清#另一方面又同时是对自己本人政治思想的
推进!YW&"%

在存在之思与现实政治间的远近运动中#对
诗人荷尔德林的解释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这也
是为什么#海德格尔要选择荷尔德林的颂歌体诗
作*日耳曼尼亚+作为他解释的出发点% 在 %V&F
年 %$ 月 $% 日致德国教育学家布洛赫曼
!Q3,-.I71( ]3)5(2.//"的信中#海德格尔表示'
,我从晚期诗歌最内在的中心出发#从对*日耳曼

尼亚 + 的暂时性解释出发%- ! M7,<7>>79./<
]3)5(2.// X&"*日耳曼尼亚+被确定为荷尔德林
晚期诗歌最内在的中心% 在海德格尔看来#*日
耳曼尼亚+最后的道说内容正是,祖国-!*荷尔德
林的颂歌+ %F$"% 也正因为如此#海德格尔有意
识地在讲课伊始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对于最
高之物我欲沉默不言% j禁果#如同桂冠#却j最是
祖国-!&"% 在讲课结束时#海德格尔则引用荷尔
德林的话',要学习去自由地运用民族性的东西
!<.-O.1,)/7337" 对我们而言是最为艰难的%-
!&WX"合观这几处文本#对祖国$民族的强调表现
得异常显豁%#

荷尔德林作为一个民族性的诗人

恰到好处地连接起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与政治

关切%
$# 世纪初的荷尔德林再发现切中了当时德

意志民族情绪和政治运动的需要% 面对这股荷尔
德林热#海德格尔同样保持了远近之间的审慎%
一方面#海德格尔并不回避热潮#他细致又带有创
造性地解释荷尔德林诗歌)另一方面#作为哲学家
的他又有意同这股热潮保持距离% 在 %V&W 年 %$
月 $# 日给布洛赫曼的信中#海德格尔评论说',荷
尔德林现在变得时髦了% 他落入了那些不真切的
手中% 因 此 我 不 想 就 此 出 版 任 何 东 西%-
!M7,<7>>79./< ]3)5(2.// X""

那么#海德格尔所说的,祖国-其内涵是什
么5 海德格尔把祖国称为一个民族的,历史性存
在-!<.->7-5(,5(13,5(7:7,/"或者,历史性此在-
!<.->7-5(,5(13,5(7S.-7,/" !*荷尔德林的颂歌+
%F$$%F&"% 在海德格尔心目中#像希腊$德意志
这样的民族属于拥有特定命运的历史性民族% 因
此#,祖国-植根于一个有着特定历史传统及其命
运性展开的民族共同体% 正如英国学者朱利安&
扬所指出的' ,他的政治思想的基石是民族
!\)3R"这个概念% 而且#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
他所 有 的 演 讲 都 是 由 复 兴 民 族 共 同 体

!\)3R>727,/-5(.A1"以及使德国民族!\)3R"成为
符合其历史使命的民族这个目标所支配%- !%""
我们可以由此把海德格尔在第一次荷尔德林解释

课程中的核心问题表达为' 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如
何生成并得到维系的% 在这个文本中(((甚至只
有在这个文本中(((可以辨认出一个清晰的民族
共同体生成的结构% 下面我们将围绕这一课程#
辅以同时期的其他文本#来重构海德格尔对民族

&%V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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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发生结构的解说%

二

对于民族共同体如何生成这一问题#海德格
尔的回答并不迂曲缠绕% 在他看来#民族共同体
的创建需要诗人及其诗歌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
海德格尔在政治实践失败后#会把眼光转向诗歌#
转向艺术% 这非但不是抛弃政治#躲进艺术的角
落寻求避难#恰恰相反#在海德格尔眼中#诗歌对
于政治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对本真政治的思想
争夺在诗歌解释中得到展开% 诗学在海德格尔那
里与政治哲学无法分离%

为什么是诗人及其诗歌作品5 在常常把诗歌
当成个人体验之表达的今天#我们还能理解海德
格尔的宏大思考吗5 且看荷尔德林的长诗*如当
节日的时候33+中的如下一段'

应当站立于神的雷霆之下

你们诗人啊* 凭赤裸的头颅#
用自己的手去抓住

天父的光#他本身#并且将天空的
礼物

裹藏在歌之中传递给民众% &'荷
尔德林的颂歌( &Y$&")

这一段是理解诗人及其作品的关键% 首先#
诗人与神域相关#他站在,神的雷霆之下-% 按照
希腊人的看法#雷霆和闪电是神的语言!&X"% 站
在神的雷霆之下意味着诗人谛听神的消息% 从荷
马史诗开始#这被认为是诗人独有的能力#一种超
凡的聆听官能% 在稍后对雷霆的提及中#海德格
尔进一步解释说',雷霆#闪电#雷暴对荷尔德林
而言是那种东西#在其中不仅仅呈报出一种神性
之物#而且神之本质还在其中敞开出来%- !$VW"
雷霆不仅仅是外在于神的,现象-#它昭示了神之
本质% 诗人在神面前的这种站立是如此直接$如
此一无保护#因此荷尔德林描述说诗人的头颅是
裸呈着的#诗人直接用自己的手去抓住天神% 其
次#诗人不仅面向神性领域#他还同时面向民众%
通过诗歌创作#诗人将神的消息保存在诗歌作品
中#将负荷着神之闪电的礼物柔和化#缓解并转化
雷霆之力#从而进一步将其传递给民众#为民众所

享用% 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作为中介者的诗人的
身位#他直面神性领域#接收神的消息#并通过创
作活动将神的消息传达给民众#由此完成民众与
神的连接%

对于诗人直面神性领域的存在状态#海德格
尔使用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描述',入于存有的威
力之中的绽出性直临 - !?*->7-71'1(7,1,/ <,7
tI792.5(1<7-:7;/-"!&""% 在此#海德格尔将荷
尔德林诗歌中提到的神性领域解说为,存在-%
存在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这里的
解说中#存在带有很强的神性特征% 如此这般的
,存在-充满威力#绝非常人可以随意抵达和接近
的场所% ?*->7-71'1(7,1是海德格尔对诗人身位的
命名% 这个词来自于动词 .*--71'7/#在日常德语
中.*--71'7/有,丢弃#放生#使遭受-等意思#其形
容词形式 .*->7-71'1的意思是 ,暴露的$无遮掩
的-% 而海德格尔对这个词的使用更需从字面加
以理解' -71'7/ 是设置#.*-是向外#?*->7-71'1(7,1
的字面意思是设置在外% 这更加表明了诗歌不是
诗人内在的灵魂体验#而是一种向外的出离% 诗
人的存在状态的敏感性也正在于这种向外出离%
因而我们尝试将这个词翻译为,绽出性直临-%
只有诗人#带着,纯洁的心脏- ,宛若儿童- ,双手
清白无邪-!*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WX"#才具备这
种,绽出性直临-的灵魂#超出日常事物的逼涌#
扶摇直上#抵达神性之域%

三

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如此这般的结晶体的
诗歌作品#为民族,创建-起真正的存在% !*荷尔
德林的颂歌+ &V"在 %V&F 年 %$ 月 $% 日致布洛赫
曼的信中#海德格尔直陈自己的荷尔德林解释关
键',诗歌的基本理解建基于*追忆+一诗的最后
一行' 持留之物#诗人创建% 诗人乃是先行创建
起存有的人(((先行建基了存在并且在初始的命
名与道说中将存在者提高入存有中- !M7,<7>>79
./< ]3)5(2.// X&"% 克里斯托弗&雅默概括得
不错#海德格尔的艺术哲学的核心是实践哲学$政
治哲学!_.227YW&"% 不过我们还要补充一点#
存在论始终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因此更为严谨的表达应当是' 海德格尔的艺术哲
学同时是存在论的和政治哲学的%

&%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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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创建- !-1,A17/"一词是海德格尔对诗
歌与存在之关系的特别命名#是连接起诗学!艺
术哲学"与存在论的关键概念% 这个词的日常意
思是,捐赠#创办#促成-#它既有创造的意思#又
包含辅助$引发之意% 在这个讲课同一时期的
*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海德格尔对,创建-一
词进行了细致发挥#将其分解为三重涵义' !%"赠
予!-5(7/R7/") ! $ " 建基 !>9i/<7/") ! & " 开端
!./A./>7/"% 这三重涵义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
诗歌的存在论意义%

首先#,赠予-指的是艺术的创造特征% 海德
格尔说',在作品中开启自身的真理绝不可能从
迄今为止的事物!<.-],-(79,>7"那里得到证明并
推导出来% 迄今为止的事物在其特有的现实性中
被作品所驳倒% 因此艺术所创建的东西#决不能
由现存之物和可供使用之物来抵消和弥补%-
!*林中路+ WF"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艺术创造不
是从过去的东西和现存的东西那里按部就班地产

生的#在艺术中蕴含着本质性的创造与发生% 艺
术家没有前例可循#没有在先的模板可供调用#他
将闻所未闻的东西开辟出来#因此艺术创作仿佛
是一种凭空而来的,赠予-%

但是#这种作为创造的,赠予-绝非无缘无
故#它有其历史传统的根基% 因此海德格尔进一
步说',在作品中#真理被投向即将到来的保存
者#亦即被投向一个历史性的人类% 但这个被投
射的东西#从来不是一个任意僭越的要求% 真正
诗意创作的筹划是对历史性的此在已经被抛入其

中的那个东西的开启% 那个东西就是大地%-
!WW"艺术创作诚然没有固定的格式可以依循#但
也绝非任意妄为的结果%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一
个民族都已经被,抛入-它自己的历史传统中%
如此这般的历史传统被海德格尔以特别的方式命

名为,大地-% 作为历史传统的,大地-是一个民
族得以立身的基础% 但这样一个基础并不是现成
发挥着作用的#它需要经由艺术作品而重新得到
开启$奠基和,引出- !WW"% 传统必须得到激活#
基础才由此得到,建基-#真正成为其基础%

最后#作为,赠予-和,建基-的艺术具有,开
端-的能力% 海德格尔所说的,开端-指的是历史
之发动',每当艺术发生#亦即有一个开端存在之
际#就有一种冲力进入历史之中#历史才开始或者
重又开始%-!WY"因此海德格尔谈论的艺术绝不

限于个人体验#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宏大艺术%
这种意义上的艺术家和诗人#在希腊是荷马#在德
国是荷尔德林% 荷马属于西方思想第一开端中的
诗人!*荷尔德林的颂歌+ $$&"#荷尔德林则是面
向西方思想另一开端的诗人!$$#($%"% 他们写
下的诗篇是具有民族和历史意义的大诗#前者意
味着历史之发动#后者意味着历史之重新发动%

四

那么#为何诗歌作品对一个民族之存在的塑
造而言具有如此根本的意义5 海德格尔的回答同
样简单明了#因为诗歌同语言相关#诗歌运行在语
言的领域内%

我们决不能小看语言的意义#在海德格尔那
里#语言并不仅仅是人类之间的交流工具而已%
语言,不是人类所拥有的诸多能力与工具之一
种#而是那种反过来将人类拥有#以这样或那样的
方式从根底上构造!Ai>7/"并规定着如此这般的
人类之此在的东西-!"V"% 之所以语言从根底上
构造着人类#是因为,在语言之中发生着存在者
之敞开-!<,7=AA7/I.9*/><7-:7,7/<7/"!"&"% 语
言通过其命名的力量揭示了事物在其中呈现的总

体的意义境域#这样一个总体的意义境域的发生#
是具体事物与我们发生对待关系的前提% 总体的
意义境域敞开了具体事物#使具体事物能够为我
们所通达#具体事物由此才有了远近$快慢$高低$
幸与不幸的区分和纹理% 在脱胎于这一课程$做
于 %V&Y 年的演讲*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中#海
德格尔更具体地描述说',惟在有语言的地方#才
有关于决断和作品$关于行动和责任的持续变化
的领域#但也包括专断和喧嚣$沉沦和混乱的领
域%-!*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F#(F%"这样一个
,持续变化的领域- !U2R97,-"的预先敞开#依靠
的就是语言之力量% 因此#人类的存在受到语言
的在先规定#人类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由语言塑
造成形% 这是规定了海德格尔中后期基本思想的
,语言存在论-的见解%

语言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海德格尔这里所说
的语言是任意一种形式#还是存在某种突出的$占
据优势地位的语言形式5 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
和语言之间并不相同% 在众多语言形式中#诗歌
是最具本质性的语言形态',语言的至纯本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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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性地展开在诗歌之中- !*荷尔德林的颂歌+
"W"% 在海德格尔心目中#诗歌语言远远超越于
日常语言% 事物首先在诗歌中得到敞开#它们才
进而在日常语言中得到谈论% 因为上面所说的总
体的意义境域的语言性开启#实际上是诗歌的
任务%

从整个民族的角度看#诗歌被称为一个民族
的,元语言-!U9-J9.5(7"!"W"% 这样的,元语言-
规定了一个民族的 ,基础构造- !g9*/<>7Ai>7"
!"V"% 也就是说#一个民族通过其民族诗人的诗
歌创作#打开了一片特定的意义境域#在这一意义
境域中#价值尺度才在民族内部建立起来#高贵与
卑贱$好与坏才产生了明确区分% 对于这一点#我
们同样可以参看*艺术作品的本源+对希腊悲剧
的意义的深刻描写% 在海德格尔看来#希腊悲剧
中的语言不是一种对事件的静态描述#相反#它意
味着事物的开启和决断#它告诉人们',什么是神
圣#什么是凡俗)什么是伟大#什么是渺小)什么是
勇敢#什么是怯懦)什么是高贵#什么是粗俗)什么
是主人#什么是奴隶-!*林中路+ $W"% 这种区分
好坏$高低$善恶的活动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基
础#它制造出了一个民众在其中得以呼吸的大气
层#也使得一个民族区分于其他民族% 这便是尼
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揭示的#一个民
族如果不首先进行估价#就不能生存#而这个民族
估价的方式又不得不区分于其他民族!YX"% 一
旦这个,大气层-毁灭#意义(价值境域崩塌#便
是虚无主义的蔓延% 而这种根基处的民族价值观
的生成#在海德格尔看来依靠的是诗人的诗歌创
作#依靠语言% 语言就像一束光#它点亮了意义#
把光明从黑暗中区分出来#让民众以特定的方式
通达并评价事物%

五

但事情也不仅仅关乎语言% 荷尔德林*日耳
曼尼亚+第二节中有一段诗是这样的'

因为既然一切已经结束#而白昼已
然消隐#

首先击中的是祭司#而神庙和形象
以及祭司的礼仪

也怀着爱意紧随祭司

进入黑暗之国#无物再可显现%
&'荷尔德林的颂歌( %$)

荷尔德林原诗描述的是希腊诸神消亡$隐去
的历史过程#亦即祭司$神庙$绘画和雕塑$礼仪等
事物相继湮灭不闻% 这段带有叙事性质的诗看起
来平常无奇#但海德格尔的解释颇可玩味'

只有在作为诸神的历史性此在的神

庙和形象耸出日常活动及家居并将它们

维系起来之处#礼仪 & :,117) 和风俗
&]9.*5()才存在% 但只有在那些伟大个
体存在之处#形象和神庙才存在% 那些
伟大个体在认知和创造中直接经忍着诸

神的现身在场和离场#并在所创造的作
品中将其带向分解% &%%Y.%")

海德格尔在此通过对荷尔德林诗歌的精彩阐

释#描述了一个民族共同体生成和维系的顺序%
这段诗完全可以倒过来解读' 民族共同体中日常
的活动及其家居需要礼仪和风俗来维系#它们代
表着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伦理法则和价值尺度%
这种礼俗既包括祭司的礼仪#亦即宗教$祭祀仪
式#也包括民众的日常风俗习惯$伦理法则% 这两
者区分出一个下降的过程#由祭祀的礼仪下降而
灌溉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这些宗教仪式和日常风
俗区分开了大地上不同的民族共同体% 它们像无
形的丝带一样把民族内部的民众联系起来#使民
族共同体的成员产生一种共同的归属感%

但是#这种礼仪和风俗并非单纯人为制造的
产物% 人为制造出来的东西并不能使礼仪和风俗
产生持续的约束力% 这些礼仪和风俗需要,神
庙-和,形象-的在先敞开!,形象-在此指的是摹
写诸神的神像$瓶画等"% ,神庙-和,形象-代表
着诸神的现身在场!海德格尔所说的,诸神的历
史性此在-"#它们具有非凡的超越性%$

这些,神
庙-和,形象-展开了一个超越日常生活的神圣空
间#因此海德格尔说它们,耸出-!iI799.>7/"日常
活动及家居% 这些耸出性的神性力量并不是一味
向上而去#它们又反过来维系着日常活动和家居#
是日常活动的意义来源%

海德格尔指出#神庙和形象并不是现成的#它
们的发生和成立需要,伟大个体-% 因为神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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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不是物质意义上对神的外观的感性模仿#相
反#它们就意味着神的在场#就像*艺术作品的本
源+中说的',它是一部作品#这部作品使得神本
身现身在场#因而就是神本身%- !*林中路+ $W"
而神的在场不是静态的状态#它是一个发生事件%
在海德格尔看来#只有这些超越众人的伟大个体
才能经验这一事件#目击神的在场或者离场% 这
些伟大个体一方面对神域有所认知#另一方面又
基于这种认知而进行作品创造% 他们是广义的
,诗人-#涵摄了宗教$艺术和风俗%

六

诗人通过其创造性活动连接着神性领域与民

众#在如此这般的中介者的意义上#诗人被海德格
尔称为,半神-% 如字面所示#,半神-不是通常的
人类#也并非完全的神% 半神高于人#同时又低于
神#半神因而既是,超人者- !tI7927/-5(7/"又是
,亚神者- !U/179>r1179" !*荷尔德林的颂歌+
%VV"% 作为,半神-的诗人是沟通人神的,祭司-#
如荷尔德林在*面包与酒+写道',但是你说#他们
2诗人4#犹如酒神的神圣祭司- !$&$"% 无怪乎
$# 世纪初的领袖型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
!:17A./ g7)9>7"将荷尔德林描述为,祭司诗人-
!K9,7-179<,5(179" ! 7̀(9,/>%""% 这是对诗人的
剥离了任何浮夸修饰的内在力量和根底处的骨血

的揭示%
作为半神的诗人所面向的诸神不是任意的诸

神#它们是民族之诸神% 他迎向诸神的领域不是
为了别的#是为了自己的家乡和民族% 诸神必须
为了本民族之故而得到接纳!*荷尔德林的颂歌+
$#W"% 只有接纳了相应的诸神#一个民族才能真
正成立起来% 用*哲学论稿+中的话说',唯当一
个民族在寻找自己的神的过程中分得了自己的历

史#它才成为一个民族%- !F$W"民族与相应的诸
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诗人通过他的吟唱
完成着民族及其诸神的连接% 因此#作为半神的
诗人有一个特定的站立位置#他站立在家乡的界
限上% 在这一界限上#诗人一方面望向陌生而遥
远的东西#也就是一片未曾建立尺度的$混沌的领
域)另一方面#诗人通过对诸神的接纳而使家乡的
边界得到确立#使民族的真理得以发生% 家乡的
边界意味着区分各个不同的民族共同体的诸神形

象$语言$习俗等#它们把民众生活得以可能的意
义领域展开在民族共同体中%

海德格尔认为#半神以,痛苦遭受- !37,<7/"
的方式觉知到作为命运向他袭来并笼罩着他的

,存在-!*荷尔德林的颂歌+ $%$"% 这种痛苦遭
受引发一种全身心的,激荡-!?*A9*(9"#从而唤醒
,激情-!E7,<7/-5(.A1"!$%X"% 海德格尔从这里引
出了诗歌和情绪的主题% 在德语中# ,激情-
!E7,<7/-5(.A1"和,痛苦遭受- !37,<7/"是同根词#
具有天然的意义联系% 而这种意义联系植根于希
腊语 !激情#痛苦"#其动词形式 意

思为遭受$受苦#有被动性的涵义% 因此海德格尔
说的,痛苦遭受-不是狭义的悲苦$受苦#而是更
为侧重被动承受之意% 诗人情绪不是自我造作的
产物#相反#它是压倒性强力面前的一种被动遭
受% 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激情意味着诗歌产生
于一种整体性的,情调-'

诗人从一种情调 & :1,22*/>)而来
进行言说#这种情调规.定&I7G-1,221)
了基础与地基#并且贯通性地调谐着
&<*95(-1,221)一个空间#诗性之道说在
这个空间的基础上#在这个空间之中#创
建了一种存在% 我们将这种情调命名为
诗歌的基础情调 & g9*/<-1,22*/>)%
&VF)

海德格尔用,情调-这个词来意指我们通常
所说的,情绪-% 他通过德语 -1,227/ !调谐#调
音#使具有33情绪"的词根#形成了一个可供发
挥组合的词群' :1,22*/>!情调"# ,̀u-1,22*/>
!坏情绪"#\79-1,22*/>!恶劣情绪"#U/>7-1,2G
21(7,1!了无情绪"#g9*/<-1,22*/>!基础情调"#
g7>7/-1,22*/>!对反情调"#U2-1,22*/>!变调"#
I7-1,227/!规定"#<*95(-1,227/ !贯通性调谐"#
>7-1,221!得到了调谐的" !%YV"% 但海德格尔说
的情绪不是私人的主观情绪#不是偶发的情感体
验#而是整体性的$辽阔的存在感受% 这种存在感
受犹如一片境域之光#以支配性的方式把诗人$世
界$具体事物囊括为一个统一体% 就此而言#诗人
是在由基础情调所调谐的空间中言说的% 这是诗
歌发挥作用的力量之域% 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
阅读诗歌也正是为了进入这样一种基础情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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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才能与诗歌的道说产生真正关联%
从前期的,处身性-!]7A,/<3,5(R7,1"到中后期

的,情调-#情绪问题在海德格尔思想中自始至终
占据一个中心地位% 海德格尔认为#离开了情绪
的敞开性力量#哲学就会变成无源之水#衰败为空
洞的概念游戏% 而在这一讲课中#海德格尔对情
绪问题做出了独一无二的阐释#强烈地拓展了情
绪问题的讨论维度% 海德格尔将基础情调分解为
四重内涵# 它们分别被简称为' ! % " 移离
!7/19i5R7/")!$"移入!7,/9i5R7/")!&"开启)!F"
建基!%YY(Y""% 第!%"点,移离-指的是面向存
在者整体以及诸神的出离% 这是半神的特征#具
有常人不可企及的超越性% 7/19i5R7/ 在日常德
语中有,使脱离$使离开$使出神$使入迷-的意
思#海德格尔用这个词表明诗人灵魂的绽出特征%
诗人超出日常流俗事物的轨道之外% 可以发现#
这 个 词 和 前 文 引 用 的 , 绽 出 性 直 临 -
!?*->7-71'1(7,1"的意思相通% 因此诗歌和情绪在
海德格尔看来不是发生在诗人灵魂内部的主观

的$私人的体验#相反#它是一种极端在外的状态
!&""% 第!&"点,开启-指的是对,存在者-的开
启#也就是说#诸种具体事物在情绪的敞开域中得
以通达% 第!F"点,建基-则是指对,存在-的基
础奠立#它是具体事物得以显现的一片意义境域%

以上第!%"!&"!F"点涵义我们在前面多少已
经有所触及#这里最值得重视的是第!$"点涵义%
海德格尔说的,移入-是指移入到,大地-之中'
,诗人受到这种思想以及他在其中所思想的东西
的突袭% 这种突袭将他带回到家乡的大地上#亦
即将他移入到历史性的此在及其大地性$地方性
的根基中-!$$#"% 这里的,大地-指的是,家乡-
与,地域- !E./<-5(.A1"#也就是一个民族世代生
存的土地% 这样的大地并不单纯意味着一个民族
所在的地理空间!%$F"#大地有其深厚久远的历
史文化传统% 因此,移入大地-根本上意味着诗
人对于民族传统的归属#意味着诗歌创造的民族
性与扎根性% 基础情调不是一种任意的情感#而
是受到民族之历史传统的规定% 诗人在出离而延
伸 入 神 性 领 域 的 同 时# , 回 向 联 系 -
!8i5RI,/<*/>"!$$#"于自己的民族传统% 对于
如此这般作为历史传统的大地概念#我们在援引
*艺术作品的本源+对,创建-一词的解说时已经
触及%

由基础情调的这四重内涵而来#我们直观地
看到了诗人的生命状态' 他的灵魂裸呈于神性领
域#他的脚跟立足于家乡大地#他通过诗歌创作敞
开着赋予存在者以光亮的意义境域!存在"% 就
此而言#他乃是连接神性领域和民众生活的半神%

七

前面我们提及的都是诗人的角色#那么#是否
还存在其他力量一道参与着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存

在5 的确#海德格尔认为#这些力量其实一共有三
种' 诗歌#哲学#政治 !海德格尔称为 ,国家创
立-"!%"%"% 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
将真理的发生方式分为四种' 艺术#建国#献祭#
思想!*林中路+ F$"% 在 %V&W 年夏季学期的课
程*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则举出了诗人$
思想家$祭司和统治者!*形而上学导论+ %""$
$$#"%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在荷尔德林的
讲课中祭司和献祭实际上融合在了诗人的角

色里%
这三种力量之间存在一个相互关系% 一方

面#海德格尔认为#诗歌#哲学和政治在民族历史
中的作用,忽前忽后-#,不可计算- !*荷尔德林
的颂歌+ %"%"% 另一方面#从海德格尔的具体表
达中我们又可以辨认出一个先后次序'

基础情调#而这意味着一个民族之
此在的真理#源初地经由诗人得到创建%
但是#以这种方式得到揭示的存在者的
存在通过思想家而得到把握$接合
&>7Ai>1)并因而被首先敞开为存在% 而
以如此方式得到把握的存在通过那种方

式被设立入存在者的最终与最初的严肃

之中#亦即被设立入得到调.谐的& I7G
-1,2217)历史性真理之中#这种方式即
民族被带到自己本身面前而成为民族%
这通过国家创立者对规定着民族之本质

&-7,/72Z7-7/ '*GI7-1,2217/)的国家的
创立而发生% &%"%)

海德格尔在此对诗歌#哲学和政治的任务做
了具体的描述% 诗歌因其创造性特征而占据一个
最为源初的地位% 诗人,唤醒-基础情调#亦即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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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敞开#意义境域的发生% 诗人在这个意义上
是民族的,先行者- !Q9-13,/>7" !%"&("F"% 所以
海德格尔一再强调#要进入另一开端#必须学会倾
听诗人荷尔德林!*哲学论稿+ $%F$F$X$FFW"%
诗人源初创建起来的,存在者之存在-通过思想
家得到进一步把握与解释% 经过思想家的把握与
解释#源初统一的存在开始产生较为明确的秩序
与结构% 海德格尔使用的,接合-!>7Ai>1"一词就
意味着一种结构性$秩序性% 由诗人原初创建$思
想家进一步把握的,存在-最终下降到民族之中%
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国家-中达到一种自立
和自我认识% 在 %V&F 年夏季学期课程*逻辑作为
对语言之本质的追问+#亦即这次荷尔德林解释
之前的一次课程中#海德格尔强调了国家的必要
性' 国家是历史性存在的本质法则#它保证了民
族的历史性延续#争得并保存了民族的使命% 国
家就是民族的历史性存在!@-5(= %YW"% 而国家
创建的政治行动是由国家创立者完成的% 一个民
族由此形成一种政治层面的自觉%

这整个过程是,存在-从发生#到结构化#到
最终落地的下降过程% 也是,存在-从无到有#越
来越具体化的过程% 对此#海德格尔在课程另一
处有一个更加简洁明了的表达',而这种存有
!指历史性民族(((笔者注"在诗歌中得到创
建#在思想中被构造起来$置入到认识之中#并
且植根于大地上的国家奠基者的行动和历史性

空间%-!*荷尔德林的颂歌+ %F&"至此#我们才
更深地理解了本文一开始的引文#,祖国-作为
,真正的存在-的内涵' 祖国是存在之发生最终
的承担者和凝聚处#是哲学之真理真正实现自身
的地方%

八

通过我们的重构性解读#海德格尔那里呈现
出一个清晰的从神!存在"到诗人到民众的生成
结构#一个统一了神学$诗学$存在论$政治哲学四
重领域的宏伟图景% 一个民族共同体就是如此这
般生成并得到维系的%%

海德格尔将这套结构具

体应用到德意志民族上% 这也是为什么#他必须
解释荷尔德林的诗%

在德意志民族的问题上#海德格尔将德意志
与希腊紧紧联系在一起% %V&& 年夏季学期课程

*哲学基本问题+对这一点表达得非常直接',希
腊人的民族#其族群和语言与我们具有同样的起
源2334-!E"(4 Y"而希腊的诸神已经不再对当
今世界产生效力了% 荷尔德林经验了这种诸神的
逃遁% 因此#*日耳曼尼亚+这首诗开篇讲到的情
绪是,哀恸-!,但是j你们家乡的河水啊; 此刻随
你们一道j当心中的爱发出哀怨#它还想要别的什
么j神圣哀恸者5-"% ,哀恸-#海德格尔说#是这
首诗歌的,基础情调-#它承载着其他的情绪#将
它们统合为一!*荷尔德林的颂歌+ VY"% 海德格
尔进一步指出#在对希腊诸神之离去的经受中#诗
人认识到自己一无所有的窘迫的当下处境)同时#
又在这种窘迫中产生预感#做出准备#准备迎接新
神的到来% ,神圣哀恸$但却预备着的窘迫-是对
完全展开了的基础情调的描述!%$$"% 此间#哀
恸联系于过去#即诸神的逃遁)窘迫联系于当下#
即诸神的悬缺)预备联系于将来#即新神的到来%
这一切来自一种过去$当下$未来相互绽出的源初
时间经验%&

这种时间性和民族的历史性相连%
至于当下的时代处境#海德格尔说'

神死了#形象和神庙永远不可能通
过有奖竞赛而生成% 诸神之闪电不发
作#就不会生成祭司% 家乡的大地及其
如此这般的整个民族不置身于雷霆空间

当中#诸神之闪电就不会发作% 而处于
其如此这般的历史性此在中的整个民

族#不对诸神之死的最内在的急迫加以
本质经验并且长久忍受#它就不会移入
这一雷霆空间当中% &%%X)

在海德格尔看来#一个时代$一个民族首先需
要有诗人% 因为诗人作为半神与神性领域相连#
经验到诸神之死#从而唤醒一个民族的基础情绪#
使得一个民族进入到面向神的雷霆空间中%

不过#只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吗5 在前面的
论述中存在一个问题' 创建和维系一个民族共同
体的既包括诗歌$语言#也包括神庙$形象和礼俗%
那么前者与后者是什么关系5 站在海德格尔的立
场上#语言更加优先于神庙$形象和礼俗#因为它
敞开了一个民族的无形的意义世界% 在*艺术作
品的本源+讨论其他艺术与诗歌之间的关系时#
海德格尔把诗置于一个基础的地位',建筑和绘

&$#F&



诗歌与民族共同体的生成与维系

画总是已经$而且始终仅只发生在道说和命名的
敞开领域之中%- !*林中路+ WF"这进一步意味
着#带来事物之敞开性的语言是一切思考$行动$
言说得以可能的前提% 海德格尔总是致力于阐明
语言的存在论意义% 相形之下#他对神庙$形象尤
其是礼俗缺乏更加具体地探究与展开% 这是海德
格尔的高明处#也是海德格尔的限制处%'

海德格尔是借助荷尔德林的诗句才提及礼

仪$习俗的% 海德格尔甚至还引用过荷尔德林
对品达的名句 ,习俗是万物之王 - !

"的翻译和解释!*荷尔德林诗
的阐释+ "%$"$$%X#"% 在 %V&W 年的课程*形而
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则这样解释希腊的习俗
一词 ', #习俗!:,113,5(7/"意义上的法
则$规则% 但不是道德事物! <.-̀ )9.3,-5(7"#而
是习俗性事物!<.-:,117/(.A17"#其基础是出于自
由的约束和源于传统的指派- !*形而上学导论+
$#"% 但是#在海德格尔的思想谱系中#习俗并没
有赢获其应有的位置% 习俗却正是那种维系着人
们的日常生活的东西% 高蹈的存在之真理需要下
降到习俗中% 如果说直接的政治行动通过海德格
尔的经验表明是极难成功的#那么#习俗敞开了存
在之真理的另一片可能领域% 这片领域将超出海
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却也同时意味着存在之思的
完成%

注释#6/#%($

! 引文中的,存有- !:7;/"是德文,存在- !:7,/"的旧体
写法#海德格尔在这段时期试图以此区分于传统的存在
理解#这个做法后来被放弃#下同%

" 海德格尔在讲课中以批判的态度提及亲纳粹的知识分
子罗森伯格 !8)-7/I79>"和科尔本海尔 !h)3I7/(7;79"
!*荷尔德林的颂歌+ &$"#并且批判性地提到,民族性-
!\)3R-1*2"$血!]3*1"和土!])<7/"的纳粹口号!*荷尔德
林的颂歌+ &#V"%

# 法国学者$重要的海德格尔作品法文译者弗朗索瓦&

费迪耶!P9./p),-Pf<,79"也指出了这一点!Pf<,79Y&"%

$ 德国学者斯特凡妮&博伦!:17J(./,7])(37/"将诗歌中
的神庙$形象和礼俗分别理解为宗教$艺术和道德
!])(37/ Y%"% 宗教和艺术没有问题#但道德的提法值得
探讨% 德语的 :,117既有风俗习惯的意思#也有道德的意
思% 但此处将其理解为道德似乎不很准确% 海德格尔将
:,117和]9.*5(连用#是从风俗的方向理解 :,117的% 英译
本将诗歌中的 :,117翻译为5*-1)2#将海德格尔的 :,117*/<

]9.*5( 翻 译 为 5*-1)2 ./< 19.<,1,)/ ! Lg#9"%#(46+
L,O4+XV"#这佐证了我们的理解%
% 在罗伯特&多斯塔尔!8)I791S)-1.3"看来#将宗教和政
治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导致了海德格尔的政治错误#它取
消了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存在!扬 %XW"% 我们的目
标在于刻画海德格尔心目中的民族生成结构#至于其评
价不是我们这里的任务%

& 在安雅&索尔巴赫!?/T.:)3I.5("看来#这种时间经验
延续了*存在与时间+中作为,绽出-!QR-1.-7/"的时间理
解!:)3I.5( %F""% 但需注意#海德格尔在此并未像*存
在与时间+那样赋予,将来-的时间面向以决定性的意义#

而且#这里的绽出也不再是个体此在的时间性#而是和民
族的时间性相关% 科里安多!K.)3.GE*<)@,R.L)9,./<)"则
认为,哀恸-中的时间结构与*哲学论稿+中的基础情绪
,克 制 - ! \79(.317/(7,1" 具 有 同 构 性# 颇 有 道 理
!L)9,./<)%XF"%
' 韩潮通过其创造性的工作指出了基于希腊语词源的
,习俗-! "和,命名- ! "之间的关联#使得语
言容纳了政治$伦理意义#建立起了语言与习俗的联系%

这同时似乎也以海德格尔未曾设想过的方式佐证了语言

的存在论地位!韩潮 $XV"%

引用作品#7/)8(9"#%0$

])(37/# :17J(./,74H("h$"%O&;3'9"+E"(4+:L"(9"55"%+
?1+#"5145 9"+8"X15"+)-4 C"4+;3 149 7&'1%149
Lg#9"%#(4+H(;3'145 9"+L"(#(5"4:]793,/' S*/5R79^
M*2I3)1# %VV&4

L)9,./<)# K.)3.GE*<)@,R.4C* Mr3<793,/-Z7-7/-I7-1,22*/>
<7- 7̀/-5(7/# ,/' R-O Di'+"#9"+8"5%(..+4M9->4
K.)3.GE*<)@,R.L)9,./<)4]793,/' S*/5R79̂ M*2I3)1#
%VVV4!

Pf<,79# P9./p),-4 Mr3<793,/ */< M7,<7>>79# ,/' , R-##
)"%9("4+'# 9-;3 9(;3'"%(+;3 J-34"'9"%C"4+;3 &1.9("+"%
*%9":- L"(9"55"%149 Lg#9"%#(4:M9->4K717969.H/;4
P9./RA*91.2 .̀,/' \,11)9,)h3)-1792.//# $###4

海德格尔' *哲学论稿+#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2M7,<7>>79# .̀91,/4!-4'%($1'(-4+'-/3(#-+-B3,:69./-4:*/
C()*+,/>4]7,T,/>' L)22795,.3K97--# $#%$4

(((' *形而上学导论+#王庆节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W 年%

2 4N4'%-91;'(-4 '-C"'&B3,+(;+469./-4Z./>a,/>T,74
]7,T,/>' L)22795,.3K97--# $#%$44

((('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
馆#$##$ 年%

2 4N4'"%B%"'&'(-4 -.L-#9"%#(46+/-"O+4 69./-4 :*/
'()*+,/4]7,T,/>' L)22795,.3K9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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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尔德林的颂歌.日耳曼尼亚/与.莱茵河/+#张
振华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X 年%

2 4Lg#9"%#(46+T9"'-Q"%O&4(& &49 D3(4"469./-4C(./>
C(7/(*.# ]7,T,/>' L)22795,.3K97--# $#%X4

(((' *林中路+!修订本"#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
版社#$##X 年%

2 4T..'3" 8"&'"4 G%&;=4 69./-4 :*/ C()*+,/>4
:(./>(.,' :(./>(.,69./-3.1,)/ K*I3,-(,/>M)*-7# $##X44

韩潮' *海德格尔与伦理学问题+%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
社#$##" 年%

2M./# L(.)4L"(9"55"%&49 N++1"+-.*'3(;+4:(./>(.,'
6)/>T,U/,@79-,1;K97--# $##"44

M7,<7>>79# .̀91,/4@-5(=&#+9("M%&5"4&;3 9"O<"+"4 9"%
EB%&;3":P9./RA*91.2 .̀,/' \,11)9,)h3)-1792.//# %VVX4
4E"(4 149 <&3%3"(': P9./RA*91.2 .̀,/' \,11)9,)
h3)-1792.//# $##%4
:Lg#9"%#(46+L,O4+,Q"%O&44(&- &49 ,G3"D3(4"-4
69./-4Z,33,.2 5̀O7,33./< _*3,.N973./<4]3))2,/>1)/
./< N/<,./.J)3,-' N/<,./.U/,@79-,1;K97--# $#%F4

M7,<7>>79# .̀91,/# ./< ]3)5(2.// Q3,-.I71(48%(".J";3+"#
Y[YZ Y[d[4̀ .9I.5( .2O75R.9' S7*1-5(7-E,179.1*9G
?95(,@# %VXV4

_.227# L(9,-1)J(4 Mr3<793,/ */< <.- K9)I372 <79
7̀1.J(;-,R4C*9S,-R*--,)/ *2 , ?/<7/R7/ -# ,/'

2"('+;3%(.'.j%/3(#-+-B3(+;3"M-%+;3145# ]<4F$# M4F#
%VXX4

7̀(9,/># 87,/(.9<4 L"(9"55"%+ , 5%-k" /-#('(=-' H("
+"O&4'(+;3"D")-#1'(-4 9"%Q"+&O'&1+5&$":6iI,/>7/'
)̀(9:,7I75R# $#%Y4

尼采'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人
民出版社#$##V 年%

2O,71'-5(7# P9,7<9,5(4?#+-EB%&;3 2&%&'31+'%&:69./-4:*/
C()*+,/>4 :(./>(.,' :(./>(.,K7)J37D- K*I3,-(,/>
M)*-7# $##V44

:)3I.5(# ?/T.4E"(4+)"%+'"3"4 149 C,'3-+:V4'"%+1;3145"4
X1%H(;3'145 9"++Bi'"4 Lg#9"%#(4 149 X1 L"(9"55"%+
H"1'145:P97,I*9>j̀i/5(7/' \793.>h.93?3I79# $##X4

6()2s# S,71794H("2"('9"+E"#$+'149 9("2"('9&4&;3' 21%
P%('(=9"%G"A'5"+;3(;3'"C&%'(4 L"(9"55"%+Y[Y^ Y[]d:
P9./RA*91.2 .̀,/' :*9R.2J \793.># %VV#4

朱利安&扬' *海德格尔!哲学!纳粹主义+#陆丁$周濂
译% 辽宁' 辽宁教育出版社#$##$ 年%

2[)*/># _*3,./4L"(9"55"%/3(#-+-B3,7&X(+O469./-4E*
S,/>./< C()* E,./4E,.)/,/>' E,.)/,/>Q<*5.1,)/
K97--#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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