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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公案：海德格尔与纳粹 
 

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  
 

  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是 20 世纪西方哲学的一段公案。二战后德国“全国政治清查委员会”

把海德格尔定性为纳粹的“同路人”，禁止他授课。由于弗赖堡大学申诉，海德格尔从 1951 年开

始可以用荣休教授身份授课。1976 年海德格尔逝世后几天，《明镜》周刊发表了十年前对他的采

访，舆论界对海德格尔在采访中不思悔改的态度表示不满，但一般人认为，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

系只是萍水相逢，不必认真看待。然而，十年后智利人法里亚斯写了《海德格尔与纳粹》一书，

有理有据地说明海德格尔哲学与纳粹思想有必然联系。这本书从西班牙文翻译为法文后，法国各

大报用显著篇幅报道，《世界报》的标题是“这本书是颗炸弹！”，《解放报》的标题是“Hi，希特

勒！”，广播电视也发表采访评论，德法哲学界名人参与讨论，其热烈程度远远超过讨论一个哲学

问题。 
  法里亚斯的基本论点是，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实践纳粹主义，这种广义的纳粹主义是指起源于

德国狭隘民族主义、反犹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海德格尔在德国南部的中世纪文化气氛中接受神

学教育，形成了反对现代主义和科技进步的世界观，乃至最后认同希特勒领导的“德意志革命”，

这是一条符合逻辑的思想发展路径。历史学家奥托虽然指出海德格尔早在 1919 年就与天主教断

绝了关系，认为法里亚斯强调海德格尔思想的天主教背景的方法占不住脚，但他用更多史料揭露

了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密切关系。 
  一些哲学家不能接受法里亚斯的观点。比如，海德格尔的忠实学生伽达默尔的评论是“浅薄

与无知”，他认为海德格尔参与政治犹如柏拉图教育西西里岛独裁者的失败经历。海德格尔的儿

子辩解说，海德格尔 1933 年校长就职演说中根本没有出现“国家社会主义”、“元首”、“希特勒”

等字眼，而是一篇学术性很强、政治性隐晦的文稿。德里达说，问题的要害在于海德格尔对纳粹

大屠杀保持沉默，如果他能公开谴责奥斯维辛的罪行，那么一切争论就会消解。他认为“海德格

尔的文本（行动和写作）与所有纳粹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有着深刻的关系”，但“所有纳粹”包含

着“西方民主”、“美国生活方式”和无论何种形式的“世界秩序”。费尔根在《快报》的一篇文

章中更明确地把 “海德格尔之争”归结为民主与反民主之争，他赞赏海德格尔反对美国民主所

代表的技术主义和世界霸权，并认同海德格尔关于从现代技术—民主社会返回素朴的社团生活的

主张。这说出了海德格尔主义至今仍有广泛影响的原因所在。 
  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看，胡塞尔对政治过于麻木，而海德格尔对政治过于敏感。海德格尔在

当胡塞尔助教时，就在课堂上不点名地批判胡塞尔思想中“理论性的全面、主要宰制”，主张返

回我们首先生存的原初世界和生活经验的原初习惯。纳粹兴起之后，他以为恢复威廉王朝继承的

神圣罗马帝国精神传统以反抗全球技术蔓延的时机已到，在课堂上赞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反对

“虚无主义”的努力。 
  哈贝马斯在为法里亚斯著作德文版所写的前言里，分析了海德格尔思想在 1929 年左右经历

重大转变。在此之前，他基本上不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存在与时间》与后来的政治立场并无

必然联系。但海德格尔在这一时期接受了一战之后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流行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其特征有“对学术界精英式的自我理解，对精神的神化崇拜，以母语的偶像崇拜，对社会大众文

化的鄙视，完全缺乏已在法国和美国发展成熟的社会学方法，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两极分化，等

等”。这种意识形态构成了《存在与时间》的文化背景。1929 年之后，海德格尔对哲学家的使命

有了一种非职业化、非学术化的理解，积极投入纳粹政治。比如，他在哲学上谈论“世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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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民的此在”、“德国命运的引导者和护卫者”。哈贝马斯在海德格尔 1935—1945 年著述中

找出与纳粹政治相关的三条线索：第一，通过批判形而上学史批判理性，否定现代文明成果 （即

海德格尔所说的 “技术”）；第二，把德意志视为古代希腊的唯一继承者，表达德国人是“所有

民族中心”的民族主义；第三，对纳粹主义的实质作了肯定性评价，认为它包含着“内在的真理”，

只是其外在表现被错误的哲学和现代“技术”引入歧途。哈贝马斯说，海德格尔战后著作中仍用

不同概念表达同样的意思：人民的“此在空间”变为“家园”，德意志民族主义转变成德语是古

希腊语的唯一合法继承者的语言观。由于海德格尔战后思想并无实质性变化，他始终保持拒不谴

责纳粹又不为自己过去的纳粹言行承担责任的固执态度。世人对他这一态度的恼怒或认可，具有

文化保守主义与启蒙理性主义之争的政治背景。海德格尔的“粉丝”值得以此为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