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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代诊种学的发展与中国借鉴述评关

开 光

提 要 诊释学是关于人的理解问题的哲学理论 , 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当代诊释学

分两个阶段逐渐完成了从一般解释学向存在论释学和实践诊释学的转向 , 极大地影响了当

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发展中的当代诊释学具有明显的语言转向痕迹 , 秉持了历史主义

的许多特质 , 应承了实践哲学的发展研究 , 实现了跨学科的长足进步 。对于中国诊释学研究

而言, 当代诊释学的发展在其理论建构 、方法选择 、论题领域等多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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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诊释学 的当代发展

当代诊释学特别是哲学设释学及其相关普

遍性的应用是政治诊释学的主要理论来源 。

世纪 , “诊释学已把 自身从一种理解和解释的方

法论发展成为一种哲学理论 。',①海德格尔和伽达

默尔是推动这一转型的主要人物 。他们的 “真

正主张过去是 、 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

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 , 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 ,

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

起发生 。',②这意味着诊释学已经超出存在论的范

畴 , 成为一种存在性的实践智慧 、 。

在一定意义上 , 世纪的诊释学不但完成了从

作为工具的一般解释学向作为本体的哲学诊释

学的转型 , 而且实现了存在论诊释学向存在性

实践论释学的转型 。

正是后一种转型包容诊释学内部的不同典

范 , 与分析哲学 、 道德哲学 、 政治哲学 、 美学

实现了广泛的融合 , “摆脱了诸多固有标准的局

限 , 并且开始将社会研究中相关的有联系的观

点的不同特质联系起来 ”,③使得诊释学成为解释

社会科学的一种重要理论 。这一过程大致可以

从两个阶段加以说明 。

第一个阶段 , 世纪的 、 年代 , 为淦

释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特别是伽达默尔的诊释

学巨著 《真理与方法 》 出版之后 , 诊释学一跃

成为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的新星 。与每一部

伟大著作产生的 “水晕效应 ” 一样 , 该著作使

人们开始关注设释学的历史 , 将其 “擦拭一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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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引发了关于诊释学本身的许多争论 。更为

重要的是 , 这些争论不仅梳理和重塑了诊释学

的传统 , 而且为其后的诊释学融合趋势奠定了

基础 。

这些争论带来了三种主要的诊释学理论模

式 , 即重建浪漫主义的诊释学传统 , 以施莱尔

马赫 、狄尔泰的一般诊释学为主要理论来源

存在主义的论释学典范 , 以布尔特曼

和早期海德格尔为主要理论来源 伽达
默尔的哲学诊释学 。①

第二个阶段 , 世纪 年代以来诊释学普

遍化时期 。与上一阶段相比 , 诊释学的受关注

度有所下降 。但在这种情况下诊释学家却发现

了发展诊释学的新机遇 , 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 ,

这种现象符合真正的 “解放性反思 ”。②与上一

个阶段不同的是 , 这些 “反思 ” 的争论更加集

中于伽达默尔的哲学诊释学 。主要体现为三个

基本方向 。第一 , 以帕尼博格 、 哈贝马斯和阿

佩尔为代表的元批判的诊释学 , 对哲学诊释学

的基础理论和实际应用进行基础性批判的评价

性反思 第二 , 以菲什 、 罗蒂为代表的

社会实用主义的侄释学 , 发展了哲学诊释学重

视历史传统 、语言中心主义的理论维度 , “认为

对每一个文本或者历史语言的理解都不同于其

前或其后的文本或语言 , 因此 , 真理是和语境

相关的 , 知识和真理只存在于不断变动的历史

当中 , 解释者或哲学家总是处于一定的世界当

中 ” ③第三 , 以哈贝马斯和阿佩尔为代表的社

会批判的诊释学 , 提出了 “社会旨趣 ', ④这一概

念 , 要求哲学淦释学需要明确它存在时的 “社

会旨趣 ”, 应该在其实践化的过程中对其核心预

设有所让步 , 即不再仅仅针对文本 , 不能过分

信任 “成见和传统 ”, 应从寻求沟通的规范和解

放性反思的角度实现批判的 “社会旨趣 ”。

由此可见 , 当代诊释学具有四个基本特征

其一 , 带有明显的语言转向 。诊释学 , 特

别是哲学诊释学及其追随者 , 是 世纪哲学语

言转向的重要流派 , 它之所以可以与分析哲学

从分庭抗礼最终走向兼容并包 , 二者都十分注

重语言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诊释学的语言转

向根源于 “从作为工具的一般解释学向作为本

体的哲学诊释学的转型 ”, 具体而言 , 主要是

“源自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现代诊释学摒弃了

理解主体意向性即文本作者意图的问题 , 而倾

向于将文本语言看做一种自主性的媒介和意义

的源泉 。”⑤诊释学语言转向的主要命题突出,

认为理解的本身 、对象 、过程和结果都是语言

性的 , 即理解是语言的存在 、对语言的观察 、

语言的运用和语言的描述的有机综合 同时 ,

语言不仅不是一种工具 , 它更是而且应该是一

种与人的 “存在 ” 或 “共在 ” 相一致的理解境

遇 , 换言之 , 语言就是世界观 , 是人与外部世

界建立联系的基础 。由此规定了人如何进人生

活世界 , 并通过对人的语言认知和语言表达的

有限性限制— 即 “巴别塔 问题 ” — 构建了

概念的多样性和理解的非同一性 , 为不断寻求

彼此认同 、 集体共识和社会团结的历史实践提

供了内在逻辑和外在形式的双重规定性 。经过

语言转向的诊释学 , 告诉人们 “理解不再是对

文本的外在解释 , 而是人的此在本身 , 淦释学

不再被认为是对深藏于文本里的作者心理意向

的探究 , 而是被规定为对文本所展示的存在世

界的阐释 ”, ⑥只有如此 , 才能真正称得上哲学

连释学或当代意义上的诊释学 。

其二 , 秉持历史主义的特征 。历史观是以哲

学诊释学为代表的当代诊释学的共同核心范畴 。

从根本上说 , 当代淦释学都 自觉地与知识论传统

中的一切历史观划清界限。伽达默尔认为狄尔泰

旧充 、 , , ,

, 一

真正的解放性反思是具体和辩证的, 伽达默尔认为具体的

和辩证的 “解放性反思 ” 应该警惕这样一种实现了的反思

观念 , 即 “在这种观念中使社会从经常的接访过程中一一

社会在这种过程中摆脱传统的束缚而构成新的联系的有效

性— 提升到一种最终的 、 自由和合理的自我占有 ……”

参见 《诊释学 真理与方法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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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 , 社会旨趣是一种作为基础性的社会伦理观 , 主

张语言 、文本 、传统的偶然性 、 有限性不再是理解的普遍

基础 而是超越语境历史性和有限性的社会 或者沟通

伦理观 , 是人类理性的一个更加普遍的基础。

李红 《当代西方分析哲学与诊释学的融合 》,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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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新发现 , 或者对以往认识不足 、不够重视

甚至错误认知的相关论断进行重释 , 这主要体

现 “走近马克思 ” 和 “回到马克思 ” 的争论中。

第二 , 以诊释学改造马克思主义 , 或成为马克

思主义的诊释学 , 即运用诊释学理论和术语所

作的明确界定 , 正确地提出相关诊释性问题 ,

围绕相关问题进行具体研究 , 使马克思主义特

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一种诊释气质 。

第三 , 诊释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 ,

即以一定的研究主题或者二者共同的研究领域

为对象 , 将各个诊释学家的论断与马克思主义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 比较 , 突出二者的

相对独立性 , 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第四 ,

实践淦释学的发展与深化 , 换言之 , 马克思哲

学是实践诊释学 , 而且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诊

释学的本体论转折 , 其既需要不断正视和克服

诊释学困境 , 又需要积极筹划对马克思哲学的

重新理解 , 并以此实现实践诊释学作为反思一

般哲学理论之基础的时代价值 。①

最后 , 人文社会科学与诊释学的相关研究 。

诊释学向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渗透 “涉及到

文学 、法学 、 美学 、 宗教学 、 历史学 、伦理学 、

传播学 、 自然科学等更为广阔的领域 。这些研

究不仅显示并反映了诊释学问题的普遍性与现

实性 , 而且在相当意义上深化 、推进了诊释学

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诊

释学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和渗透 , 逐渐从学

科相似性走向学科跨度性 , 如从文学走向法学 、

自然科学 从方法输出趋向视域介人 , 即从在

其他学科的核心范畴和对象领域内应用诊释学

工具逐渐试图在诊释学的整体视域— 历史 、

语言 、存在和应用— 中进行其他学科的概念

理解和知识构建 从单纯输出到辅助构建 , 即

从单纯将诊释学的立场 、 观点和方法引介到其

他学科之中转向支持其他学科建构自身的诊释

框架体系 , 并根据相应构建中的新问题完成 自

身的不断改造— 即实践性应用 。事实表明 ,

诊释学已在 中国生根发芽 , 具 有广 阔的发展

前景 。

本文作者 政治学博士 , 中国矿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

治学所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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