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西方哲学中，有两种阐释

世界的方式。 一是没有遮蔽的

“道说”，一是有确定性的阐释。

从“道说 ”到有限度

的阐释

怎么把“存在”翻转为“是”，

然后通过某种方式，把“存在”与

“是”链接起来，去寻求一个“道

说”的情景，是一种古老的哲学

阐释形式。西方古典哲学中的巴

门尼德、 柏拉图乃至亚里士多

德 ， 其实都是围绕 “存在 ”与

“是”，寻求从“存在”到“是”的真

理表达。 这个真理阐释，在海德

格尔的书中，就是“道说”，一种

语言逻各斯。 “道说”把“存在”翻

转为“是”，通过语言逻各斯的表

达，把无遮蔽的“存在”本质说清

楚。 这一过程叫作“显现”。 这个

概念，可以说最能表达古代阐释

的本质特征。

第二种阐释则是在以 “自

然被反思为质料因存在” 的主

客二分的认识论底板上绘就

的。 在前希腊文明时期，阐释是

自然流淌的感觉， 是一种没有

遮蔽的“道说”，存在即本质，本

质即显现， 因而决定了阐释的

无限性和直接性， 这种直接性

表达是随性的， 随感觉与直觉

而发生，是生命之流的冲动，既

包含着猜测， 又有灵性感悟的

表达。 人的事理被归咎于自然

法演绎的结果， 是自然规则为

人类立法， 它不需要人为的阐

释限度， 因而阐释成为没有确

定性的自然显现。

到了近代，知识论问题、理

性化问题渐次展开， 人类阐释

的形式与内容越来越有相应的

确定性， 然而想把世界说清楚

也越来越难了。 因为知识论与

理性论的东西给我们盖上一床

又一床的 “被子 ”，“道说 ”不存

在了， 自由的阐释变成了有限

度的阐释。

哲学家康德提出了 “人是

自然的立法者”，对自然的认知

唯有人的理性阐释才具有合理

性、合法性和权威性，于是，无限

的阐释变成了有限度的阐释。

阐释的确定性愈加

清晰

正是现代性赋予了阐释的

确定性。 自现代性发育以来，阐

释的确定性包含着三种内涵：一

是知识给存在下定义， 也就是

说，近代自然科学需要不断阐释

事物存在的机理和规则；二是存

在的价值判断的构成，它需要事

实判断的支撑；三是斯宾诺莎式

的“规定就是否定”的哲学命题，

它赋予了阐释以确定性与不确

定性的统一。 由此，阐释才有共

同认知的“公分母”，让有限度的

阐释和无规定的自由思考达到

统一， 呈现了人类从追求感觉

形态的整体主义综合自由 ，到

近代具有反思特征的追求彻底

自由的显现。 这是历史进步的

事实。 因而，在不确定性存在中

寻求确定性规则、标准、逻辑和

程序， 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在逻

辑范式。

随着现代性的公共性扩大，

阐释的“公分母”的存在显得尤

为必要，现代性与阐释的确定性

关联主要来自三条路径。

首先， 人类从听古代自然

神话的故事到听中世纪圣经的

故事， 再到听近代人类自身世

俗社会的故事， 依次需要混沌

的想象、 有关终极存在的文本

定义， 及与人相关的市民社会

的一切定义。 这是阐释确定性

的生成与发展。 用清晰的概念

来精准表达事物的存在及其对

事物的理解，恰如存在差异性的

人类的公分母———阐释限定性

终是为了消除彼此交流的障碍、

追求形成人类的理想共同体。

其次，现代性的生成使阐释

的限定性变得更加明确、更被需

要，更加具有强力。 历史时间与

历史空间的架构， 尤其是货币、

资本、财富的驱动，使得自然人

向文明人过渡，这也是阐释确定

性愈加清晰化的形式。这种确定

性反映在工业文明宏大叙事的

节奏中，资本逻辑张力显现的脱

域过程中，现代制度文明生长而

伴随论辩与批判的文本中，这也

是卢梭式的 “戴镣铐的自由”的

现代人真实写照。

再次，现代性更多强调“规

定即否定” 的辩证否定原则，对

一切事物的阐释“是就是，不是

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这

一形而上学的古老格言成为一

种默会知识， 不断获得规定、复

制与传承。而现代性的一切存在

需要精确而不是模糊，现代性需

要合理合法的证明，市场契约需

要法理确定性的表达，国家需要

科学与理性的规制，现代公民需

要明确的德行昭示。 总之，随着

近代西方现代性的发育和发展，

阐释变得越来越谨慎、理性和精

确。 但是， 从另一界面深究，货

币、资本、财富、市场经济使得现

代性框架下的阐释变得功利、狡

计， 变成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工

具，乃至敛财致富的砝码。 这是

阐释确定性的缺憾。 应当看到，

在现代性知识论的遮蔽下，话语

纷争扭曲了阐释的确定性，使之

沦为争夺利益的工具和相互博

弈的语言游戏。

确定性公分母如何

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 今天在西

方，随着后工业社会与晚期资本

主义的到来，尤其是弗洛伊德无

意识理论的提出，阐释学变成了

心理能量运作释放的工作原理。

于是， 阐释的确定性消失了，确

定性公分母也消失了，出现了后

现代主义倡导的“去中心、去本

质、去科学、去真理”，回到了海

德格尔说的前希腊存在即本质

的境遇中。 这一现象的出现，最

早可追溯到康德哲学对理性的

质疑与批判，他第一个宣布，人

类的阐释能力是有限的。 一个

致命的问题是： 理性是通过工

具来思维的， 它借用主观性范

畴的工具， 擅长把客观存在物

自体拿到人的理性认识通道里，

用一堆范畴把它加以整理 ，这

样， 主观性范畴不得不把物自

体、质料加以统摄，所有的认识

对象在大脑中都是混沌、 离散、

没有因果关系的。

但是，范畴具有强烈的主观

性。这使得人的“理性认识”往往

把握不了客观事物的真相。 那

么，正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所讨

论的，“思中之物” 都不存在，哪

来阐释的确定性公分母？ 今天，

人类运用心理规则意识，代替了

阐释原有的确定性，而获得了个

体追求心理自由和快乐原则的

自我叙事，传统意义上的文本阐

释变成了每个人主观意向下的

意识流读本，解释成为个人意志

下的自我独白，文本的意义在于

这种意志多元的解读和汇集。可

见，正是后现代主义消解了传统

阐释学的确定性。

用现代性的眼光去看待阐

释的确定性， 可以得出以下结

论：阐释是人类追求历史进步的

产物； 阐释的确定性来自近代

知识论的反思， 从追求精确性

的定义到阐释的公分母的确

立， 再到作为资本对阐释存在

的限定（话语权限定，意识形态

的限定 ， 权力与利益的限定

等）， 也就是阐释的强制性；理

性固然永远是我们前进道路上

的伴侣，而非理性也是我们不可

放弃的创造力动因，因而，阐释

的限定与阐释的自由追求，永远

是人类的有利武器。

当今， 西方阐释学认为，文

本可以脱离作者具有阐释意义,

它可以带来无限阐释和自由联

想的功能。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

默尔系统建立了作为存在本体

论的哲学解释学，在当代哲学界

甚至哲学之外的领域产生了深

远影响。伽达默尔从理论上阐述

了任何一个文本都可能有多个

不同意义的多元论的观点。他认

为：“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

这并不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

的。 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

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

的行为。 ”也就是说，任何的文本

都具有多元意义和开放性，这就

彻底破除了文本只有一个真正

意义的神话。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

切皆流，无物常驻。 ”既然意义是

变动不居的， 理解就会失去标

准。 阐释的确定性行将消失，这

对于阐释学理解和理论研究等

产生了巨大冲击。究其原因是阐

释超越了其限度所致。

那么， 阐释的限度在哪里，

我们如何确定阐释的限度，这将

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在阐释

学领域做出“中国表达”，或许是

一种值得追求的尝试。

阐释学领域的“中国

表达”

在“发思想之先声”的语境

下， 以中国理论阐释中国经验、

创建具有时代特质的中国阐释

学派，这是国内哲学界学者讨论

的一个热点问题。

追踪辨析西方哲学的阐释

学资源，古今通观、中西借鉴，最

终的落脚点在于构建世界话语

体系中的“中国阐释学”。在阐释

学领域做出“中国表达”，使得中

国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有所突破、

有所创新，应着重探讨阐释的本

质、界限及其确定性问题，关键

在于将特殊性阐释扎根于国情、

国脉、国土大地之中，通过“中国

阐释学”的阐释，扩展阐释学的

理论视阈与学术维度，丰富“阐

释学”的内涵，与西方阐释学展

开交流与对话， 从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理论自信中探索中国阐

释学的规律。 （作者分别为全国

经济哲学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

大学资深教授，上海财经大学人

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

书虫梵高

2020 年 8 ? 21 ? 星期五学人8

?衡|?讯

史上最著名的艺术家之

一 文 森 特·梵 高 （1853—

1890） 还有另一项隐秘的激

情———对书籍。

梵高一生都在如饥似渴

地阅读。 他读的不单是小说，

还从专著、传记、博物馆指南

里了解艺术作品， 更是不会

错过最新的文艺期刊。 除了

读，他还用荷兰语、英语和法

语抄录。 狄更斯、左拉、莎士

比亚和莫泊桑等人作品的许

多段落他都烂熟于心。 在写

给弟弟西奥的一封信中，他

说：“我对书籍有一种难以抗

拒的激情。 ”

在 《梵高的书》（Thames

& Hudson / UChicago，2020）

中， 玛丽拉·古佐尼（Mariella

Guzzoni） 探究了梵高的书虫

生活，留意他读过什么，写过

什么， 以及他对阅读的热爱

如何影响了他的艺术。 这份

全新角度的研究， 一章一章

地带领我们走过他的一生：

从他刚成年时的宗教抱负，到

他决心成为一名画家，再到他

悲剧性地终结自己年轻的生

命。 他从荷兰搬到巴黎，又搬

到普罗旺斯……在书中我们

可以看到他自己作品之间的

持续对话， 看到激发了他的

是哪些艺术家和作家， 让我

们真正能理解他的那句话：

“书籍、现实和艺术对我来说

是同一种东西。 ”

梵高在给西奥的信中大

谈自己所读， 提到至少 200

?作家。 他也常常让书籍和

读书的人入画， 古佐尼介绍

了一百多幅这样的作品， 如

《静物与圣经 》 （1885） 和

《阿尔勒 城 的 基 诺 夫 人 》

（1890） 等。

梵高最喜爱的作家有：

托马斯·肯皮斯、 ?尔·

布朗、 巴尔扎克、 龚古尔兄

弟、莫泊桑、狄更斯、埃克曼-

?特里安、荷马、维克多·雨

果、皮埃尔·洛蒂、儒勒·米什

莱、莎士比亚、哈里特·比彻·

斯托、左拉等。 （编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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