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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筑-居-思.中!海德格尔将建筑的本质理解为栖居!而栖居就是)终有一死者*与)天*$)地*$)神*的统

一!建筑就是保护这种统一!让)天地人神四方*保存在其本质之中%海德格尔指出了建筑技艺的手段异化乃至人存

在的)无根*状况!这一异化嵌在对)存在的意义*的遗忘史之中%然而!海氏建筑之思的起点与主题是)终有一死者之

诗意栖居*!这就意味着!作为起点的)终有一死者*锁闭了开放的交往向度%甚至!其)诗意栖居*与和)他人*的共在

是相互冲突的%如果说!筑造标志着人存在的方式!那么!如果它在指向诗意栖居的同时!遗忘了建筑活动发生于其

中的城市+历史背景!这作为)大地*的历史背景就在对意义的追寻中被遗忘!从而!对建筑意义的追求依然从根底上

就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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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技艺观

流俗的建筑观使建筑活动沦为一种制作手段!技术'艺

术"(建筑活动的全部意义在于预设了目的性的建筑物#换

言之#建筑活动本身没有意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技艺是

人灵魂中有理性的部分是肯定或否定真的五种方式之一#其

他的是+科学,'+努斯,'+明智,'+智慧,#作为能力它们只是

灵魂的内在状态)

)

*

(人的本质在于具有理性#但人之为人则

在于这些理性能力的表达#即理性通过活动实现出来(这

样#这五种能力则分别对应于五种活动#技艺对应制作'明智

对应实践'科学对应证明'努斯对应直观'智慧对应直观与证

明的结合(

可以将科学'努斯'智慧统一为理论理性能力#将证明'

直观'沉思统一为理论生活#因为它们是以不变的事物为对

象的(同时#明智和技艺都把握可变的事物#又因为实践活

动的目的内在于活动本身#制作活动的目的外在于制作活

动#+因为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的#而实践的目的就

是活动本身#///做得好自身就是一个目的,

)

)

*

(所以#亚里

士多德实际上区分出了三种人类生活序列$理论生活'实践

生活'制作生活#分别对应着人类的三种理性能力$理论'明

智'技艺(

由于理论生活所把握的对象是不变的#同时#在理论生

活中#有一门学术是探究物理的终极的即把握最为普遍的形

而上者的沉思生活#这样沉思生活在理论生活中就成为最接

近神的生活#从而成为最高贵的生活#或者说是最合乎善的

生活(+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

优于那些次级学术&这终极目的#个别而论就是每一事物的

8本善0#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8至善0,

)

'

*

(同时#理论生活

高于实践生活和制作生活#而实践的目的内在于实践活动#

技术的目的外在于制作活动#所以制作活动又低于实践

活动(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际上是根据技艺制作活动

的两大特征来理解作为一种自身含有根据的自然活动的#即

依据制作活动从潜在的原料到实现的成品的关系#来理解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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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事物生成的原因的#借此再形成+质料,与+形式,说(+在

此#亚里士多德用技术活动中成品与原料的关系来比附自然

事物及其本原的关系66四因说#看似是为了说明自然事物

产生的学说#其实#它只是把技术制品形成的原因比附到自

然之物身上而已#这是四因说形成的真实根源,

)

!

*

(继而亚

里士多德才首先依据理性所把握的对象是否依据本性产生#

其次又依据活动的结果是否依据本性而生成来划分理论'实

践和制造活动的等级序列(所以#亚里士多德实际用了两种

标准来规定这几种生活#只有技艺制作是使某种事物生成

的#它在这方面最接近自然生成#但同时又离依据本性而生

成的自然最远的活动(+技艺同存在的事物#同必然要生成

的事物#以及同出于自然而生成的事物无关#这些事物的始

因在它们自身之中,

)

"

*

(

技术的这种特殊性反映了自然生成活动首先是一种从

质料到实现的制作活动#其次才是一种必然依据本性而生成

的制作活动(在确定了自然是依据本性的活动以后#自然的

+生成,意义就消弭于+潜在,与+实现,的关系中#也就是说#

+潜在,与+实现,的关系代替了+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因

为+潜在,是还没有实现但是必然实现的+形式,#而+实现,是

已经实现的+形式,#这样#在+质料,与+形式,的关系中#出现

的悖论就是相对于那终极的原因即最完善的+形式,(对绝

对意义上的+质料,的+原因,的追溯#即如果说这+质料,没有

原因#那它本身就是终极原因与极因+形式,相互抗衡#如果

说它有原因#那这个原因是又要追溯到一个更根本的+质

料,#如此陷入无穷的追溯(如果就此否定+质料,的实在性#

又不能解释自然生成活动(

归根结底#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隐含的这种困境#出

于对自然概念的默认和将一种默认的技艺观作为形而上学

的起点#即技艺是依据功用而制作事物的活动#而认为自然

是依据本性而生成事物的活动#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遭遇

到的+质料,与+本源,悖论一样#他所默认的技艺观同时也遮

蔽了技艺的本质(千百年来#技艺被当做是一种功用活动#

由于技艺的制作成品是为了功用的#技艺是低等的制作生

活#是制作人工产物的手段#只有人工产物才是合乎功用的

才是有意义的(同时#亚里士多德也忽略了制作生活'实践

生活与理论生活之间的内在关联#作为制作功用物的技艺活

动与道德实践活动之间以及与求知性的理论探索活动之间

具有什么关联#这些都是对这三者的本质的理解课题中至关

重要的步骤(

在亚里士多德的技艺观中#建筑被当作一种技艺反复引

为例子#在他看来#建筑仅仅是居所的建造#建筑的实现过程

只取决于设计理念'设计目的以及掌握技艺的建筑师#而忽

略了#建筑活动过程中作为未完成物的质料对于建筑活动的

规定作用&也忽略了#实现了的建筑物对于人在其活动场所

内活动的规定#以及人对于置入一场所的建筑物的规定(总

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些都是+题外事物,#+建造一幢房

屋#当初并没有建造那些与之俱来的许多属性#这些属性不

胜列举&已造成的房屋于有些人很洽意#于另一些人则受到

了损害#另有些人又觉得很合用,

)

'

*

(所以#被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技艺手段说所一道遮蔽的是建筑活动的本质#即#

建筑活动完全可以从手段的地位反过来作为一种规定人类

生活的活动#然而它还处在阴影之中(

<

!

海德格尔的技艺解蔽与自由观

海德格尔将技艺手段说界定为+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

规定,#这种观点实质上认为+技术之所是#包含着对器具'仪

器和机械的制作和利用#包含着这种被制作和被利用的东西

本身#包含着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

_8Qw-0.kTT8

"和目的(

这些设置的整体就是技术,

)

H

*

(而海德格尔认为工具仅仅是

技术的表现#而对技术的本质追问需要追溯到由亚里士多德

+四因说,的确立即追溯到孕育着四因说的古希腊#+被看作

手段的技术是什么#这要在我们把工具性的东西追溯到四重

因果性时方可揭示出来,

)

H

*

(在这种追溯中#技艺展开为四

重招致方式的联合#即设计师将质料发动起来从而将不显示

的但是却先行显示出来的物带到其存在中的活动#从而制作

活动就不是手段而是从遮蔽进入无蔽领域之中的活动方式(

+四种招致方式把某物带入显现之中(它们使某物进入在场

而出现(它们把某物释放到在场之中#并因而使之起动#也

就是使之进入其完成了的到达之中66技术乃是一种解蔽

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就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适

合于技术之本质的领域向我们开启出来(那就是解蔽的领

域#亦即真/理!

Y/6->6827

"之领域,

)

H

*

(

这样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之本质就不是技术因素!技术的

各种表现"#而是一种解蔽方式(源始的解蔽方式有很多种#

解蔽方式必然是一种产出制作活动#即源始的技术不单单是

技术#而是一种艺术化的技术#因为艺术也是一种产出制作

活动(然而#艺术之本质却不同于技术之本质#技术之本质

不是技术#技术之本质乃是一种促逼着的解蔽方式#即技术

的命运是技术必然展开为现代技术(从源始的解蔽方式技

艺转变为促逼地解蔽的现代技术#是遮蔽着的然而先行显现

的现代技术本身的自行解蔽#现代技术之无蔽状态就是集置

!

Z8>T78%%

"#+集置!

Z8>T78%%

"意味那种摆置!

T78%%8.

"的聚集者#

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

当作持存物来解蔽(集置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它在现代技

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

)

H

*

(

作为一种促逼着的摆置的集置#促逼着自然#摆置着自

然#即通过数学的先行筹划#把自然解蔽为持存物#解蔽为能

量的聚集#解蔽为现代物理科学意义上的时间 空间上的运

动量#自然从自行显示转变为被订造的'作为贮备器的能量

库(所以#集置也促逼着人'摆置着人#即集置必要求一个持

存的订造者实行这种订造式的解蔽活动#人以订造的方式将

现实解蔽为持存物#即将现实解蔽为如此这般站立于面前的

物#+如此这般被订造的东西具有其特有的站立(这种站立#

我们称为持存,

)

H

*

(

自行解蔽的方式就是一种数学的先行筹划#让人以订造

持存物的方式促逼自然#也就是说#自然被集置为如此这般

站立于面前的持存物即非主体化的客体#在这种集置化的解

蔽中#集置必然同时也要求一个实行着如此摆置的订造者即

主体#这种订造行为就是一种表象行为#+表象在此意味着#

从自身而来把某物摆置!

T78%%8.

"到面前来#并把被摆置者确

证为某个被摆置者(这种确证必然是一种计算#因为只有可

计算状态才能担保要表象的东西预先并且持续地是确定

的,

)

*

*

(也就是说#作为数学的先行筹划的集置要求自然成

为被订造的客体#成为在一种表象化了世界图像中的存在者

整体#在这个整体图像中#各个存在者被确定为具有精确时

空运动量的物#+数学的自然科学的严格性乃是精确性!

:D>

/̀76827

"(一切事件必须在这里///如果它们根本上作为自

然事件能够进入表象的话///预先被规定为时间 空间上的

运动量(这种规定是在借助于数学和计算的量度中进行

的,

)

*

*

#在这种订造行为中#隐匿在现象背后的本质已经被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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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地表象为必然如此这般显现的量的整体(+一切本质性的

东西#不光是现代技术的本质性的东西#到处都长久地保持

着遮蔽(不过#着眼于其支配作用来看#它依然是先行于一

切的东西#即最早先的东西,

)

H

*

(

数学的先行筹划方式是集置解蔽的本质方式#然而集置

的本质决不是数学#毋宁说#只有当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

和现代形而上学一同归属于集置#集置才可能达成其完全的

无蔽(+现代自然科学'现代数学和现代形而上学#都是源出

于广义上的数学因素这个同一根源(由于形而上学在这三

者中内涵最广大#是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同时由于形而上学

要作最深刻的把握#要追问使存在者成为存在者的存在#因

此#正是形而上学必须直抵其最深基石#挖掘它的数学基础

和基地,

)

*

*

(在人和自然双双被促逼的解蔽方式中#存在者

成为了被表象的对象#存在者也丧失了与存在之间的关联(

在这种摆置中#存在者对存在的丧失即事前地被促逼摆置是

一种必然的命运#然而存在者丧失了存在并不意味着存在本

身的丧失#相反存在在这种无蔽状态中更加处于遮蔽之中#

具有解蔽的可能#从而人就重新具有了解蔽的自由性(人的

归属+存在者的无蔽状态总是走上一条解蔽的道路(解蔽之

命运总是贯通并且支配着人类(然而#命运决不是一种强制

的厄运(因为#人恰恰是就他归属于命运领域'从而成为一

个倾听者而又不是一个奴隶而言#才成为自由的,

)

H

*

(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的本质是模棱两可的#其一#集置

促逼入那种订造的疯狂中#此种订造伪装着每一种对解蔽之

本有的洞识#并因而从根本上危害着与真理之本质的关联&

其二#集置在允诺者中居有自身#这个允诺者让人在其中持

续#使人成为被使用者#被用于真理之本质的守护,

)

H

*

(海德

格尔的意思是说#技术之本质集置虽然自行解蔽存在为存在

者达到无蔽#但这种解蔽恰恰需要一种归属于解蔽命运的存

在者#而作为这种解蔽者的人在存在者存在丧失的命运面

前#就具有一种达乎遮蔽的存在即达乎自由的可能#这样#就

说明在更原处之处存在着一种遮蔽自身而不是显示自身的

解蔽方式#而这种解蔽方式就是原始地统一的技艺(+莫非

有一种更原处地被允诺的解蔽#也许能在那种危险中间把救

渡带向最初的闪现#而此种危险在技术时代里更多地遮蔽自

身#而不是显示自身.,

)

H

*

(

=

!

筑+居+思!抗拒存在意义的沦落

前文分别累述了亚里士多德的技艺观和海德格尔的技

艺观#是想揭示出#在+工具的和人类学的技术规定,的技艺

观中#无论是技术还是艺术都沦落为一种工具#不同的是技

术实现功用目的#艺术表达美学思想(而建筑在这种规定

中#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建筑既具有功用性#又具有观赏

性(在重实用的年代#建筑这种大尺度的物件仅仅符合居住

的功能就足够了#过多的美学装饰平添了很多不必要的成

本&在富庶而追求观赏性的年代#笨拙的大尺度物件为人类

的心理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而人类的历史就是处在这种建

筑观的反复中#建筑又拆又建#可见#无论是重实用还是重美

学意义#由于建筑是大尺度物件的建造#所以建筑不可能只

停留在一种满足居住功用的手段#已经成为表达城市规划意

义的工具(然而#无论是什么主义上的意义也好#不断地拆

建就意味着建筑对城市的延续性的破坏#对公共生活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海德格尔认为建筑不是居住的手段#建筑本身就是栖

居#+什么叫筑造呢. 古高地德语中表示筑造的词语#即

+

W,/.

,#意味着栖居(后者表示$持留'逗留,

)

H

*

(居住并不

是在一个建立起来的物的空间中的休息活动#因为这种休息

活动对于人的本质活动来说是偶性的#没有说出人与存在之

间的关系#+栖居并没有被经验为人的存在&栖居尤其没有被

思考为人之存在的基本特征,

)

H

*

(居住是作为+终有一死者,

的人在大地'天空之间的逗留#期待着作为神性的显现#任何

一方都牵引着另一方的存在#这逗留就是保护#保护四重整

体作为整体#把它们保护在其本质的关联之中(+终有一死

的人通过栖居而在四重整体中存在(但栖居的基本特征乃

是保护(终有一死者把四重整体保护在其本质之中#由此而

得以栖居(相应地#栖居着的保护也是四重的(终有一死者

栖居着#因为他们拯救大地&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接

受天空之为天空&终有一死者栖居着#因为他们期待着作为

诸神的诸神,

)

H

*

(

由于保护了四重整体#存在者才在这种整体的关联中被

带到其本质之中#也即#被带到存在之中#这样的栖居是通过

筑造达成的#而筑造就是作诗#筑造和作诗是原始地统一的#

这就是艺术化的技术#制作化的艺术(+作诗才首先让一种

栖居成为栖居(作诗是本真的让栖居!

Y$6.8.%/TT8.

"(不

过#我们何以达到一种栖居呢. 通过筑造!

_/,8.

"(作诗#作

为让栖居#乃是一种筑造,

)

H

*

(围绕着+终有一死者,在四重

整体中的持留#诗性的建筑成为将存在者带入其存在的方

式#也就是说#存在通过建筑'通过作诗#显现为存在者#又超

越现成的存在者#进入存在者的四重关联#成为既显示自身

又遮蔽自身的存在#存在在这种解蔽方式中总是有所保留而

不是无蔽(通过建筑让物之物化#腾出存在显现的场所#即

显现出存在的四重整体#在这显现的场所中#总是有不在场

的神性处在遮蔽即处在存在者的期待中(如此一来#建筑就

不仅仅是人存在的方式#而是存在显现的方式(+物让四方

之四重整体栖留于自身(这种聚集着的让栖留就是物之物

化(我们把在物之物化中栖留着的天空'大地'终有一死者

和诸神之统一的四重整体称作世界66通过物化#物展开世

界#物在世界中逗留并因而是逗留之物66通过物化#物才

是物(通过物化#物才呈示///孵化///世界,

)

=

*

(

海德格尔筑造观的起点是只有+终有一死者,才具有与

存在的亲缘关系(只有+死亡,首先显现出来#人才能从+常

人,的沉沦在世方式返回到本真的存在方式#才能意识到在

世之中是在四重整体中逗留#即只有死亡显现出来#人才能

从常人退回对存在的倾听领会中去#存在才能借此既解蔽自

身为存在者而又遮蔽自身从在这种解蔽遮蔽中显示其与存

在者的亲缘#赋予存在者以存在的意义(然而#在黑尔德看

来#开启于胡塞尔的现象学缺少一种政治+生活世界,的向

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人类的世

界开放性的分析中#有一个特殊类型的世界并没有作为世界

而得到认识#那就是$政治的生存向度
:D2T78.gQ2;8.T2$.Q8T

V

$%272T568.

(政治是一个世界#这一点首先藉公共性这个现

象得以现实,

)

B

*

(

尽管海德格尔觉察到了与他人的共在作为此在预先投

入的世界#然而#此在在这种共在中实际上是沉沦于+常人,

的存在方式的(所以#惟有经过+死亡,从遮蔽中先行显现#

此在才能成为+终有一死者,从而展开其在四重整体中逗留

的本真存在方式(也就是说#在海德格尔看来#惟有退出共

在#才能退出+常人,#从而倾听存在的召唤#得返本真的存在

方式#召回存在的意义(共在在这种重返本真的过程中#始

终是沉沦的(+尽管与胡塞尔不同#海德格尔完全觉察到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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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现象在现象学上的意义#但是#因为他偏偏将之归属于8常

人0!

a/.

"的非本真状态的生存模式#所以也就不能对之作出

正确评价(公共世界可被设想为本真的共在!

a27T82.

"的生

活空间#这是海德格尔在3存在与时间4中未看到或者至少忽

视掉的一点,

)

B

*

(

>

!

建筑发生的维度!开放空间与边界

共在在存在通过死亡的显现过程中只能一直隐匿不明#

因为+死亡,只能将存在召唤入终有一死者的四重整体之场

所#或者说#存在只能在终有一死者的筑诗化的解蔽方式中

既解蔽又遮蔽#这个过程发生于作为存在者的终有一死者内

部的语言'制作意向维度#而不是发生在共在的语言交流维

度(在黑尔德看来#+汉娜-阿伦特为当代哲学发现了作为

著名的存共生活空间的世界性(66虽然阿伦特并不自以

为现象学家#但人们却应该将她发现政治之世界性这一点视

为现象学百年运动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

B

*

(无论是前期海

德格尔此在存在论还是后期的语言存在论#对于公共生活维

度的忽略都使海德格尔的主题是抗拒沉沦的共在返回个人

内部的沉思生活#这使得死亡在海德格尔存在论中的意义至

关重要(+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海德格尔已经触摸到了政治

世界的边缘#但是很可惜#+共在,不过是被批判'应当被超越

的+非本真,的存在方式#所以#他完全是贬义地使用8公共0

这个概念#共在的方式应当听命于更高的+思,的生活,

)

?

*

(

而汉娜-阿伦特认为+自由的源泉随着人的出生而获

得#并且处在他创造一个新开端的能力之中,

)

)(

*

(死亡的意

义在于将与存在有着亲缘关系的存在者唤回自身倾听存在#

而出生的意义在于作为原处的解蔽方式的诗性筑造发生于

公共生活之中#也就是说#存在并不是发生在存在者内部的

倾听行为中#而是发生于作为公共生活的政治维度内#这政

治生活就是语言意向行为发生于其中的背景#+一般情况下#

这些境域本身并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它们总是保持在背景当

中&它们总是处于我们的具体行为举止明确针对的那一8极0

的阴影中#用胡塞尔的话来说#就是处于我们当作课题的事物

的阴影中,

)

B

*

(这背景作为语言得以可能作为存在之家的基

础#而语言本身并不是语言表述意向而是语言之发生#这发生

就必须一个作为异在的他者人群(+在团体中#共同生活在一

起的人群用语言和行动进行交流#形成了大量的关系///法

律'风俗习惯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换句话说#政治自由只有

在人类群体的领域中才是可能的#其前提是这个领域不是双

重的8我和我自己0到复数的8我们0的纯粹延伸(8我们0参与

改造我们的共同世界的行动#明显地对立于孤独的思维活动#

因为思维是在我与我自己之间的一种对话中进行的(我们已

经看到#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这种对话能延伸到作为朋友的另

一个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8另一个自我0(但是#它不能

延伸到8我们0#即真正的复数行动者,

)

))

*

(

由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海德格尔筑-居-思的

主题中#其起点是+终有一死者,之栖居#而不是共在之栖居#

这两者是不同的(因为共在是一个异质发生的维度#在共在

中#对话行为必须复数的+我们,之间展开#而不是在+我,和

另一个+我,之间展开#既不是在意向行为内部的主体之移情

延展#换言之#共在指向的是一种开放的公共空间#这开放的

公共空间作为主体意向行为发生的背景#其自身一直在隐晦

不明中持续(+公共空间是存在于建筑实体之间#人们进行

社会生活的开放性场所(它是人类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

信息交流的重要场所,

)

B

*

(

然而#在阿伦特看来#背景的持续即历史并不是线性的

事实堆积#历史是可以断裂的#其断裂表现为构成背景的对

话行为的丧失(每一种出生都代表了自由源泉的获得#每一

次建筑设计的物化之物也都代表这隐晦不明的背景不断地

更改(这种更改是随着物之物化而实现的#即一个建筑物落

成之时#城市作为共在之背景#随其划定的边界而更改#这边

界也在改变着我们的行为进而改变我们的意向行为(物化

之时#边界也随之而生#但边界总隐匿在物的显现之中(边

界以内指向亲缘之关联#以外指向共在的+异质,关联(+边

界是城市中不被视为通道的线性成分#是两种不同事物之间

的空间界定#通常由两个面的分界线#如河岸'铁路路堑'围

墙'湖滨'陡峭的筑堤'悬崖等构成,

)

)'

*

(边界既可以表现为

刚性边界#意味着行为的中断'休息#意味着锁闭的'内在的

意义空间&又可以表现为柔性边界#而柔性边界意味着行为

的连续与过渡#意味着开放向他者的行为#指向着一种历史

的'延续的'开放的空间(+柔性边界是一种既非完全私密#

又非完全公共的过渡区(它们常常能起到承转连接的作用#

使居民和活动在私密与公共空间回旋时在生理上和心理上

都更加轻松自如,

)

)!

*

(边界本身就划定了一个空间#但边界

恰恰也是在另一个边界给定的场所内划定出来的(这就说

明#边界是隐匿'开放乃至持续的#这种开放保证了物化行为

的发生(

本文在阿伦特的政治现象学视域内提出边界设计#在于

回应当前建筑设计过于关注单体建筑物的表现形式和方法(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一切建筑都是边界设计#现象学建筑也

是如此#但是在政治现象学的视域内#建筑更加强调持续'开

放'过渡#也就是说#更加强调公共空间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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