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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海德格尔对尼采人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及其历史地位 
 冯登立  

（广州华商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1300） 

  

[摘要] 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与他对尼采的人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批判密不可分。他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合

理性，既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领域，又加深了对主体的研究。但他的批判哲学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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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与他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批判密不可分，尤其是他对尼采的人学和胡

塞尔的现象学的批判直接促进了存在哲学的形成。他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但不免带

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阐述和分析这种批判的具体内容，指出这种批判的合理性及问题的

所在，以便客观地确定这种批判的历史地位。 

—、对尼采的人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批判 

从回答“人生可能怎样”的角度划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要有两类：提倡宗教观的神

学形而上学和提倡科学人生观的理性形而上学。形而上学虚构“真正世界”（理念世界），

并把它许诺给“智者、虔诚者、有德者”，要求人们象服膺真理那样拜倒在它的脚下，遵守

它所规定的道德律令。由于理性形而上学先驱者的攻讦,使得神学形而上学土崩瓦解。海德

格尔认为理性形而上学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相互分离的基础上的，其结果一向

从现成的、被规定的东西——“存在者”出发展开哲学视域，所谈论的“存在”实际上指“存

在者”，这样一来，“存在”与“存在者”被错误地当成同一个概念而显得毫无意义。他说，

“形而上学不断地以各种极其不同的方式说出存在。形而上学造成了并使人相信一种假象，

似乎它探究并且回答了存在的问题。其实，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存在的真理问题，因为

它从来没有追究过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思考存在时，只是把存在作为存在者来

想象，它指的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者，谈的却是存在。它提到存在，所指的却是作为存在物的

存在者。形而上学从开端到其完结，它的各种命题都一向是令人奇怪地把存在者与存在相互

混淆了。” 他还坚决批判“人是理性动物”的观点。在海德格尔看来，把人规定为理性动

物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核心思想。因此，对“人是理性动物”观点的批判，是他对传统的形而

上学人学进行批判的一个基础方面。 

海德格尔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哲学的否定，主要是批判他们对实体的追

寻，而着重强调存在的意义。对尼采、狄尔泰等现代哲学家思想在继承中加以批判。下面我

们通过他对尼采和胡塞尔的批判，看他对现代哲学进行了怎样的反思，如何坚持他的哲学思

想的。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把生命和事物的本质看作“强力意志”，以“强力意志”代替了近

代哲学的理性、我思，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在实质上仍然是在寻找事物的“是什么”

或确定性，而且是以新的形式的主体性代替近代的理性主体性，因而尼采的这种颠倒仍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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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的。他的“超人”学说就是很好的证明。实际上，超人即是主体性达到极端的人，

超人即是疯狂的主体，而地球则变成了被超人所支配的客体。所以超人的本质就是新时代的

形而上学本质的极端形式。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哲学的这一缺陷，是现代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康德就曾把意志与现

象世界分开，使其进入本体界，即实体领域之中；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存在

就是思维，因而存在也只能是思想来存在即思维对象的存在，这种思维对象的存在被表述为

绝对观念，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只能是思想与自身的统一，因而没有揭示出存在意义的

真谛；尼采的理论先驱——叔本华，同样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把意志抬高到重要地位，

认为世界是意志的世界，意志主宰一切，意志是盲目的、欲求的、邪恶的，这意志的世界因

而也是无规律的、贫困的、痛苦的。海德格尔以批判的态度考察了现代哲学，他认为，尽管

现代哲学与古代哲学相比，有了较大变化，但仍然与古代传统哲学存在着同一。尼采试图避

开存在者研究存在的意义，但最终仍没有脱离开存在者，企图克服形而上学，结果却更严重

地陷入了形而上学之中。因此，海德格尔坚信，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存在的意义问题，应

该摆脱对存在物的无休止的探索，而去研究什么是存在这一根本问题。 

同对尼采的态度一样，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也是在继承中加以批判，使之为自己

的存在哲学服务。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从本质上说排除了传统哲学研究的对象，传统哲学称

之为存在的东西只能在纯粹的意识活动中去理解。胡塞尔把意义理论作为现象学研究的对

象，胡塞尔认为所谓意义的不确定正是主观能力的局限制约着，不能说出存在的无限众多意

义。海德格尔认为，这是彻底批判旧的实体现的关键所在，因为存在虽然不能从概念和理论

上去把握和理解，但确实能被意识到。海德格尔又把胡塞尔关于意义的纯粹逻辑理论扩展到

他所研究的存在领域，认为人的存在意义是不能用概念加以表述的，存在的意义体现在生存

状态之中。在肯定的同时对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加以批判。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虽

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批判，但又受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具有不彻底性。胡塞尔的纯粹自我意

识，其实质是笛卡尔的我思，而且带有康德哲学的先验构造的痕迹，现象学仍然停留在纯粹

的理论领域，而没有深入到存在的实践领域。海德格尔不满足于对胡塞尔纯粹的意识结构的

分析，而要求进展到整个生存范围。海德格尔还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推进到阐释学阶段，通过

阐释学把存在的意义表现出来，把遮盖的东西呈现出来。可见，海德格尔不满足于胡塞尔现

象学对传统哲学的否定，而借助于解释学揭示传统哲学的弊端，展现生存的意义。 

二、合理性及其问题 

    海德格尔对从古代到现代的西方哲学的批判，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又具有不可避免的

历史局限性。 

就合理性而言：第一，海德格尔的批判哲学扩大了哲学研究的视野。从古代柏拉图开

始的西方传统哲学大都追寻存在者，把存在者这样的具体事物作为研究的目标，如数、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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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德格尔却超出了这一具体范围，去探寻“存在的意义”，使得哲学研究的视野拓宽，并

为哲学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人的存在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等。 

第二，德格尔的批判哲学，突出了人的存在意义。海德格尔提出人的“本质”在于去生

存，人不是具有现成本质的存在者。他着力去探寻人的生存意义和人生的价值，并把本体论

的研究和伦理价值观有机的结合了起来，对于个体价值的张扬和多方面的认识主体具有一定

的启发性。他集中讨论了个体的能动和主动性，更加重视人的个体的生存意义，从而对主体

的个体认识更加深化了。                    

就历史局限性而言:海德格尔追寻“存在的意义”，忽略了“存在者”这一实体的研究，

这种企图达到所谓精神的单纯主观性领域，排斥了一切客观普遍东西的存在。他过分强调个

体的能动性，忽略了物质实体对人的制约。他所说的个体能动性是一种孤立的个体情绪、感

受、切身体验。他抬高个体的地位，否认社会对个体的作用和影响，从而割裂了主体和客体

的辨证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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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gger’s Critique on F·Nietzsche’s Human Study And 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The Status of His Cri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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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idegger’s philosophy is connected with his critique of F. Nietzche’s studies on human and 

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y.  his critique is rational to some extent , which widens the research 

sphere of philosophy and stresses  the person’s value. But his philosophy also has some limitations.  

Keywords: Heidegger ;Critique.   

作者简介：冯登立，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学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