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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Onto logy是关于存在 (即存在者 )的学说和原理, 可以将其笼统地翻译为存在学, 它由几种不同的问题视域构

成: 基础存在学,本质存在学, 存在方式存在学等。本体论即本质存在学, 它是 Ontology的一个传统的问题视域, 它追问世界和

事物的 /什么存在0, 即世界和事物的 (终极 )本质。

[关键词 ]  存在学;  本体论;  存在;  本体;  本质

[中图分类号 ]  B016 [文献标识码 ]  A   [文章编号 ]  1673- 0755( 2009) 06- 0027- 04

  关于 Onto logy的汉译及其理解的问题是中国学术界争

议不断的问题 ¹。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随着海德格尔哲学

在中国的传播, 一直流行的 /本体论0译法遭遇到了普遍的

怀疑, 对 Onto logy的理解变得混乱起来, 争论亦随之激烈。

我们认为, 如何阐释海德格尔哲学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我们的观点是: On to logy是关于存在 (即存在者 )的学说和原

理, 可以将其笼统地翻译为存在学,它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

的问题视域: 基础存在学, 本质存在学 (即本体论 ), 存在方

式存在学 (即存在论 )等。基础存在学涉及存在之有无、存

在是否可以被认识和被言说、以及存在的样态与区域划分等

问题, 从哲学史来看,这是 Onto logy的一个传统视域,也是时

至今天仍在讨论的问题; 本质存在学即本体论也是 Onto logy

的一个传统的问题视域, 是 Onto logy的另一种传统形态; 存

在方式存在学即存在论是由海德格尔在5存在与时间6中对

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开启的, Onto logy的一个新兴的问题视

域, 是 Onto logy新型形态 º。而那个贯穿海德格尔一生追思

的、在5存在与时间6中没能通达的、作为 /意义 0、/无蔽0和

/澄明0的存在则是超越于所有 Onto logy的一个新的存在问

题 ) ) ) 一个既非本体论又非存在论 (当然明显地更非基础

存在学 )的存在问题。

简要论证如下:

1、通常认为, Onto logy就是关于存在的学说, 这里的存

在实际上就是存在者, 因为 Onto logy是关于 onto ( onta )的

logos(理性认识, 原理 ), 而 onto是 on的复数形式, 意谓诸存

在者。 on是希腊语中的联系动词 eim i(相当于英语中的 be )

的现在式中性单数分词, 相当于英语中的 be ing, 中译 /存

在0、/是0、/有0等, onto( onta)则相当于英语中的 be ing s, 意

谓存在者, 故 Onto logy即诸存在者论。即使如有的学者所

言, Onto logy的词根是 on, 是关于 on的学说, 这里的 on也是

指存在者,因为唯有 on是存在者,才有其复数形式 onta, On-

to logy仍只能是关于存在者的 logos。

2、on(存在 )在西文中可以在两层意义上使用, 一层是

/作为存在的存在0, 用英语来标示就是 Be ing, 不可以指示

具体性的事物、存在者, 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 存在不是存

在者。另一层是 /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存在0, 其意义一方

面是对各种事物、存在者的最高抽象, 表示万物 (存在 ); 另

一方面表示某物 (存在 ),存在即意味着存在者, 分别用英语

来标示就是 be ing和 be ings(二者都是 ex istence) [ 1]。

3、海德格尔曾经反复诉说那个在希腊思想的开端处隐

约闪现的东西 ) ) ) 存在 ( Be ing) ) ) ) 被其后的哲学 (形而上

学 )遗忘了, 在他那里再次被思及。如果海德格尔的说法在

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或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

以说,海德格尔之前的哲学 (传统形而上学、Onto logy)从来就

不是关于存在 ( Be ing )本身的, 而是就存在即存在者 ( be ing

和 beings)而立论的。最早给 Onto logy下定义的是德国理性

主义哲学家沃尔夫 ( 1679- 1754) ,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

个多次被用以引证的定义。 /本体论, 论述各种关于-有 .的

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 认为-有 . 是唯一的, 善的; 其

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是抽象的

形而上学。0 [ 2]在这个定义里面,那些规定 /有0的范畴如 /唯

一的0、/唯一者0来自于巴门尼德 (存在是 /一0的思想 ) ,如

/善0来自于柏拉图 (最高理念 ), 如 /偶性 0、/实体 0和 /因

果0来自于亚里士多德, 在中世纪的神学本体论中, 上帝集

/唯一者0、/善0、/实体0 (即 /本体0 )和终极因于一身。可

见,这个定义是从对哲学史的理解角度来下的, 是对自巴门

尼德以来关于 /存在0的学说的一个综合。以海德格尔关于

存在的思想来衡量, 沃尔夫关于 Onto logy的定义所关涉的



/有0 ( /存在0 )并不是有本身 (或存在本身, Be ing ), 并不是

上述区分第一层意义上的 on, 而只是某一种类型的存在者,

只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存在者 (即事物和世界的本质 ), 这

些存在者在柏拉图和神学那里是相对于非真实存在

(者 ) ) ) ) 现实世界、现实事物 ) ) ) 的真实的存在 (者 ), 是相

对于现象存在者的本质存在者, 是先验、自在和永恒的存在

者, 是上述区分第二层意义上的 on。从沃尔夫关于 Onto logy

的定义来看, Ontology是关于存在者的 logos。

4、海德格尔前期著作 5存在与时间6的目标是要通过

/此在0的生存论分析逼问出作为 /超越0的存在和将时间展

示为存在的境域。可是, 一部5存在与时间6称为5此在与时

间性6更合适些,因为它既没能赢获存在,又没能言说时间。

对于 /此在0即人的存在的生存论分析被称为 / Fundam enta-l

onto log ie0, / Fundam en talon to log ie0的实际对象是人这种存在

者的存在 ) ) ) /此在0或 /生存0, /此在 0或 /生存0是人的先

天可能性存在, 但并不是存在本身, /此在0虽然关联着存在

本身, 但仍然与存在本身鸿沟相隔。虽然海德格尔在 5存在

与时间6中从希腊语词源上、从其 (比 /理性0 )更本真的意义

上将 logos解释为 /言谈0 ) ) ) 让看, 即把言谈所及的东西公

开出来, 然而,我们仍然可以将他对 /此在0的现象学生存论

分析 (即 / Fundam en talon to log ie0, 具体展现为对 /此在0的存

在方式或 /生存0的基本结构的追问 )理解为一种关于人之

存在的理性认识、原理 (即 logos)。

5、后期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将其存在之思称为 Onto log ie,

也很少提到 Onto log ie»。存在之思是海德格尔所创设的一

种哲学 /语言0, 它展开了一个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之存在问

题的一个新的存在问题 ) ) ) 这是海德格尔的一大哲学贡献。

存在之思是倾听存在 ,而不是追问 (理性认识 )存在, 因此存

在之思绝不是 Onto logy, 绝不是关于存在 ( Be ing)的 logos(理

性认识、原理 )。 /此在0作为 / Fundam enta lonto log ie0的课题

是 logos、理性的追问对象, 而存在本身 ( Be ing )依海德格尔的

说法不能被当作对象。存在之思的出发点和目标就是对作

为理性的 logos的批判,对基于主体 /客体之二分的对象性思

维的批判, 对其前期的 /此在0 (主体 )形而上学 ( / Fundamen-

ta lonto log ie0 )所作的一种内在的批判, 即是对其前期将存在

之思奠基于对主体、/此在0 (人这种存在者 )的分析之上的

一种清算。存在之思奠基于存在本身,是存在本身的运作。

存在之思将存在 ( Be ing)与存在者 ( be ing和 be ing s)剥离, 前

者为后者奠基, 而不是相反。存在之思将自己置于 Onto logy

的问题视域之上和之外。

以上我们证明 On to logy是关于诸存在者的 logo s(理性

认识、原理 ), 那么它作为诸存在者的 logos在何种意义上是

本体论呢? 同时又在何种意义上是存在论呢?

本体论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就是关于本体的学问和原

理, 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 /本体之学0, 那么什么是本体

呢? 本体这个概念在中国文献里面是固有的, 如阮籍 5乐

论6: /八音有本体,五声有自然。0司马彪 5庄子注6: /性, 人

之本体也。0唐代佛教经典 5大日经6: /一身与二身、乃至无

量身、同入本体。0张载5正蒙6: /太虚无形, 气之本体, 其聚

其散, 变化之客形尔。0朱熹讲到过 /性之本体0) ) ) /理 0

( 5朱子语类6卷九十五 )、/形器之本体0 ) ) ) /道 0 ( 5朱子语

类6卷七十五 )、/天理自然之本体0) ) ) /理0 ( 5论语集注6

卷三 ) ¼。在这里 , /本体 0可以有如下意味: 本身、本性、本

原、本质; 变中不变者、恒定状态、根据; 独立性的、终极统一

性的、抽象的、形而上的东西等等。在近现代对西方哲学文

献的翻译过程中, 以 /本体0或 /实体0译 ousia (它原来是希

腊语中联系动词的阴性分词 ousa, 在巴门尼德和柏拉图那里

与中性分词 on并没有区别, 亚里士多德将其改写为 ous ia,

用以指示一种基础意义上的 on[ 3] )和 Substance, 另以 /本

体0或 /物自体0译康德的 Noum enon概念,这些译法基本上

是能对应原意的, 它们可以在亚里士多德5形而上学6中关

于本体的学说那里得到证明。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

很繁复,与这里讨论相关的说法有: ( 1)本体是独立存在的

具体的事物,是个体存在者; ( 2)本体是个体事物的 /什么 0,

是它的 /原因0,是它的公式即定义, 是它的本质; ( 3)本体是

第一推动者、理性、善、神 (来自于且对立于早期希腊自然哲

学家所讲的 /本原 0、/始基 0 ), 在这里本体等于整个世界的

(形而上 )本质。其中, 本体 ( 1)可以与汉语 /本体 0在本身、

以及独立性的意义上对应;本体 ( 2)可以与汉语 /本体 0在本

性、本原、本质、根据上相通; 本体 ( 3)以及康德的 Noum enon

与整个现象世界相对, 可以与汉语 /本体0在终极统一性和

形而上的意义上相契合, 与张载、朱熹所谓的 /本体0具有相

似的意义指向。亚里士多德的 /本体之学0和中国古代的本

体之学在关乎本质、本原和终极统一性上有相通之处, 那种

认为本体论是西方独有的哲学形态 (逻辑推演 )、中国古代

根本就没有本体论的观点是不合乎实际的 (逻辑推演只是

西方本体论众多特征中的一种特征而已 )。

从以上我们可以发现,本体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具有

双重性:既可以指存在者的存在本身 (具体事物 ) ,又可以等

同于本质概念。在康德那里也可以作如是观, N oum enon作

本体、物自体、自在之物,这是从存在 (存在者 )方面来理解,

作与现象相对的本体,这是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 (康德的

现象 /本体之分其实来自柏拉图的现实世界与理念世界 )。

本体概念的这种双重性不仅对西方文化而且对现代汉语文

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使得人们在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中使

用本体概念时,有时用它来指示存在者的存在本身 (如在现

代西方和中国新时期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中, 出现了 /作品本

体0的概念, 指示作品的存在本身 ), 有时把它当作本质概念

的同义语 (如现象 /本体之分 )。但是, 本体概念这种双重性

长期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并不构成矛盾, 对于亚里士多德来

说, /本体之学0/就得去捉摸本体的原理和原因 0, 本体 ( 1)

(存在 )最终要由本体 ( 2)和本体 ( 3) (本质 )来说明, 作为本

质的本体是最高和最后的本体, 是 /实是之所以为实是0的

原理和原因,是存在 (存在者 )的本身 (本质 )。因此, 我们可

以说, Onto logy作为诸存在者的 logos, 在其作为 /本体0之学,

在其将对存在 [本体 ( 1) ]之本质 [本体 ( 2)和本体 ( 3) ]的揭

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和主要内容的意义上就是本体论,作

为本体论的 Onto logy就是关于本体也就是关于本质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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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具体事物和整个世界的本质的学说。这种 /本质0在西

方哲学以及中国哲学中往往具有形而上的、先验的、绝对的

和终极的特性, 比如柏拉图的最高理念 /善0及其它一般理

念、神学的 /上帝0和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0以及张载的 /太

虚0、朱熹的 /理0与 /道0等。马克思在51844年经济学哲学

手稿6中曾经使用过本体论的概念: /如果人的感觉、激情等

等不仅是 [本来意 ]义上的人本学规定, 而且是对本质 (自

然 )的真正本体论的肯定, 对它们的肯定方式绝不是同样的

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在其总体上、

在其人性中存在0 [ 4]。这里, 一方面,人的 /感觉0、/激情0在

终极的、绝对的意义上被马克思称为人的 /本体论本质0; 另

一方面, 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实践活动对人的 /本体论本质 0

的决定性意义, 破除了 /本体论本质0的先验性。

如果说, 以 /本体0翻译亚里士多德的 Ousia基本上对应

原意的话, 那么以 /本体论0称呼由柏拉图奠基、为亚里士多

德所定型的这种 On to logy就具有合理性,而一般地称呼这种

Onto logy为 /存在学0或 /存在论0则不能凸显其学理。 /万

有论0虽然传达出诸存在者的意思,也没能触及这种 Onto lo-

gy的学理, 而以逻辑推演为由将这种 Onto logy译为 /是论 0

则似是而非 ) ) ) 这里, 我们不能不佩服前辈学人 (日本学

者 )在 /本体论0译名上所显示的哲学智慧。但是, 随着海德

格尔的 / Fundam entalontolog ie0的诞生, 作为诸存在者的 logo s

的 Onto logy获得了一种新的内涵,展示了新的问题视域。所

以, 我们主张本体论为 Onto logy的一种传统形态, 我们又称

之为本质存在学。

海德格尔在 5存在与时间6中通过 / Fundam en talOnto lo-

g ie0、通过对于 /此在0的生存论分析从某种角度 (主观唯心

主义 )、在某种意义上揭示了人的存在 ) ) ) /此在0即人的存

在本身。对于笛卡尔的命题 /我思故我在 0, 海德格尔批评

道: /他在这个-激进的 .开端处没有规定清楚的就是这个能

思之物的存在方式, 说的更准确些, 就是我在的存在的意

义0 [ 5]。海德格尔主张人的存在方式 ( /我在的存在的意

义0 )要先于人的本质 ( /我思0、理性 )得到规定。海德格尔

所揭示的人这个能思之物的存在方式是一源始的整体结

构 ) ) ) /在世界之中存在0, /在世界之中存在0又称为烦, 烦

就是 /此在0的 /生存0,就是去存在, 包括烦神 (与人打交道 )

和烦忙 (与其它存在者打交道 )。烦作为整体结构由三个生

存论环节组成:领会 (先行于自身的存在 ), 现身 (已经在中

的存在 ),沉沦 (作为寓于的存在 )。烦的整体性结构是由时

间性的三个环节 ) ) ) 将来 (对应于领会 ), 曾在 (对应于现

身 )和当前 (对应于沉沦 ) ) ) ) 组建的。烦是一个先天可能

性结构。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海德格尔通过揭示人的存在方

式而通达的人的存在本身与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本体论哲

学对于人的存在本身的规定有着怎样的重大差别。传统形

而上学对于人的存在本身的本体论描述 ) ) ) 理性如 /上

帝0、/我思 0,感性如 /感觉0、/激情0, 非理性如 /意志0 (叔

本华、尼采等 )、/本能 0和 / 无意识 0 (弗洛伊德、荣格

等 ) ) ) ) 倾向对于人的存在的某种根本性方面、某个终极性

向度 ( /本体论本质0 )的揭示, 而海德格尔关于人的存在方

式的描述则试图端出先于这些 /本体论本质0的人的存在整

体 ) ) ) 在世界之中存在。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 关键是因为

在海德格尔那里,对于人的提问方式发生了转变。海德格尔

没有去追问传统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人的本质,不问人的 /什

么0, 而是以其现象学方法去追问人的 /如何0 ) ) ) / -现象

学 .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描述哲学研究对

象所包纳事情的-什么 . , 而描述对象的 -如何 . 0 ½ ) ) ) 追问

人是如何存在的、追问人的存在方式。我们认为, 海德格尔

对于人的存在即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 / Fundamenta lonto lo-

g ie0 )具有某种普遍的方法论价值 (我们以为这是海德格尔

对于哲学的第二大贡献 ), 我们可以将对存在方式的追问运

用到对所有存在者 (包括人 )的研究中去。这样, 海德格尔

的 / Fundam enta lonto log ie0就演变成为一种区别于作为本体

论或 /本质存在学0的 Onto logy的新型形态的 Onto logy, 一种

新的 /形而上学 0, 我们称为存在论或存在方式存在学。作

为存在论的 Onto logy的奠基于这样的学理之上: Ontology作

为关乎存在者的学说, 涉及到存在者的诸多方面, 与这里的

讨论相关的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 存在者的存在本身 (整

体 ), 即亚里士多德那里的 /本体 ( 1) 0; 其二, 存在者之为存

在者的根据、原因、存在者的本质, 即亚里士多德那里的 /本

体 ( 2) 0和 /本体 ( 3) 0。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 /本

体之学0让我们看到,作为本体论的 Ontology往往将这二个

方面合而为一,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就在于存在者的原因、根

据和本质,本体是存在者的存在本身, 同时也就是存在者的

本质,在这里, 存在者的存在本身 [ /本体 ( 1) 0 ]、存在者的整

体存在丧失了单独作为问题的可能性 ) ) ) 这个问题始终被

遮蔽了。而作为存在论的 Onto logy将 Onto logy所关涉的存

在者的上述二个方面 ) ) ) 存在者的存在本身 (整体 )与存在

者的本质 ) ) ) 分开,不再将存在者的存在本身等同于存在者

的本质,并将其理论焦点对准第一个方面 ) ) ) 存在者的存在

本身 (整体 ) ,通过揭示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来通达存在者的

存在本身。关于作为 Onto logy新型形态的 /存在论0,这里不

拟展开论述。

注释:

¹ 目前 Onto logy的汉译主要有 /万有论 0、/本体论 0、

/存在论0、/是论0和 /存在学 0五种。相关讨论可参见: 1、

/存在论0译法。5存在与时间 6 1987年版第 4页脚注, 陈嘉

映5也谈海德格尔哲学的翻译6第 5小节, 5中国现象学与哲

学评论 6第 2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293- 295. ; 2、/是

论0译法。俞宣孟5本体论研究6,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3、

/存在学0译法。孙周兴对此的说明见倪梁康主编 5面对实

事本身 ) ) ) 现象学经典文选6, 东方出版社, 2000: 440. 4、杨

学功在5关于 Onto logy词源和汉译的讨论 6一文中比较详细

和系统地梳理了 Onto logy的汉译问题, 并提出了一种富于启

示性的解决方案: 将 Onto logy总体上译为存在论, 泛指一切

有关存在的哲学研究,其下有两个属概念 ) ) ) 本体论和存态

论,本体论特指哲学史上研究某种超验实体的哲学理论, 是

传统形而上学,存态论特指现代哲学中注重于研究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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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关系状态的哲学理论, 是现代形而上学。该文见 5场与

有 ) ) ) 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 (六 )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2002: 283- 314. 5、朱立元的5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

/本体论0的误释 6和高建平的 5关于 /本体论 0的本体性说

明 ) ) ) 兼与朱立元先生商榷6是两篇在美学、文学理论界展

开的关于 Onto logy的理解和汉译问题的争鸣文章 ,亦有参考

价值, 分别见 5文学评论6 1996( 6): 14- 24. 1998 ( 1): 136-

148.

º 存在学问题在哲学史上还有二个常见的主题:一是存

在的发生与流变, 哲学上的辩证法以及所谓过程哲学涉及到

这个问题; 二是存在的应然问题, 伦理学、价值哲学等涉及到

这个问题.

» 海德格尔在5形而上学导论6 (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

第 187页 )这样否定性地提到 Onto log ie: /一切 Onto log ie(此

处原译文为本体论, 引者 )的目标就是范畴学说。0在 5哲学

的终结与思的任务6中海德格尔又说: /哲学在其历史进程

中试图在某些地方 (甚至在那里也只是不充分地 )表达出来

的东西, 也即关于存在者之不同区域 (自然、历史、法、艺术

等 )的 On to log ie(此处原译文为存在论, 引者 ), 现在被诸科

学当作自己的任务接管过去了。0 5海德格尔选集 6下卷, 上

海三联书店 1996年版第 1245页。海德格尔后期对于 Onto-l

og ie的拒绝可参见赫伯特# 斯皮格伯格5现象学运动 6, 商务

印书馆, 1995: 495.

¼刘立群. 超越西方思想 ) ) ) 哲学研究核心领域新探

[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40 - 41; 杨学功. 关

于 Onto logy词源和汉译的讨论 [ M ] / /场与有 ) ) ) 中外哲学

的比较与融通 (六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312-

313.

½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 M ]. 北京: 三联书店, 1987:

35. 1999年修订版 (第 32页 )为: / -现象学 .这个词本来意味

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是从关乎实事的方面来描述哲学研

究的对象是 -什么 . , 而描述哲学研究的-如何 . 0。如论文

所引, 1987年版为: /描述对象的 -如何 . 0。倪梁康在5关于

海德格尔哲学翻译的几个问个之我思 6 (见 5中国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6第 2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8: 258- 279. )一文

中特意地指出并纠正了5存在与时间6 1987年版此处的误

译。我们认为,现象学作为方法概念 /描述哲学研究的 -如

何 . 0内在地包含了 /描述对象的-如何 . 0, 但前者的内涵远

比后者更为基础和广泛。 1987年版的译文显示了翻译者对

原文虽非准确但却有意义的理解,这种意义就是: 它启示了

一种有关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方式 (即描述对象的 /如

何0 ) ,这是本文采纳 1987年版译文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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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intension of Bentilun

CHEN Ji- me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 engyang 421001, China )

Abstrac t:  Onto logy is the theory concern ing ex istence, wh ich m ay be transla ted genera lly in to Cunza ixue, and com posed o f a

few d ifferent areas such as the basic theory o f ex istence, the essence of ex istence and themode o f ex istence. Bentilun, the essen tia lOn-

to logy( Cunza ixue), is a trad itional prob lem area of Onto logy, w hich questions "what ex istence" of thew orld and th ing, nam ely the es-

sence of the w orld and th ing.

K ey words:  Cunza ixue( Onto logy;  Bentilun( Ontology);  ex istence;  noumenon;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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