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海德格從胡賽爾那裡學習到包括一些「排除」、「置入括號」和「懸置」等方

式的現象學還原法，並且將它使用在人類的生存，此在上。從「在世界之中存在」

開始，他發現「在…之中」和「世界性」的本質直觀意義，而且接著透過「煩忙」

與「煩神」，因緣和意蘊讓先天的結構呈現在那裡。 
 
 當諸如他人與上手物的客體在此在結構上有其本源，做為自我的主體也有著

同樣的位置，常人。跟著海德格的腳步，我們看見「能在」的先天結構和「此在」

的生存之為「煩」。關於現身情態、領會和言談的煩是此在的存在和此的生存論

建構，如同生存之光。海德格運用這些概念去向我們展示包括沉淪和被拋狀態的

非本真此在以及關於死亡、良知、罪責和處境的本真此在。他看見真理和此在之

為煩的結構，「先行於自身的已經在的共同寓於」的存在。然後，他試圖接近更

加先天的此在之為整體的結構，所以他將他的現象學帶到做為存在問題的超越境

域的時間性以及做為此在能在的傳承的歷史性。 
 

最後，存在的問題仍在那裡，我們將此在的「此」保持在本質同一的循環，

並且把此在的「在」做為去生存在煩之為生存之光。海德格有著他的和古希臘人

與亞里士多德一同的現象學的和詩意的觀看，而真理女神就站在那裡。那讓我們

重新獲得將存在者解蔽為在場者的能力，在場者稱為我們切近生活中一同生存的

希臘眾神。「走向事物本身」讓我們回到做為此在的先天結構的真實實際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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