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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报告学习专题

“筑造”美丽中国：
后期海德格尔生存空间思想的中国意蕴

张海防

［摘　 要］　 海德格尔的生存空间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对于当前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哲

学指导意蕴。后期海德格尔把时间和空间置于同样本源的位置，由原来从“此在”追问存在的意义转

向直接沉思存在的意义。前空间是时间的第四个维度，它把三维时间聚集在自己的近处，从而形成了

一种立体的、敞开的时空之境，即本有。本有是孕育万物的先验境域，它是人类的本真家园，是人们诗

意栖居的生存空间。

［关键词］　 海德格尔；生存空间；诗意栖居；美丽中国

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历史任务，这是党和国家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执政理念之

后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略规划，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那么，当前我们应

该如何进行美丽中国建设呢？美丽中国建设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呢？笔者认为，后期海德格尔

的生存空间思想对于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因为这一试图为人类找寻一个诗意栖居家园的思

想虽然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带有怀旧愁绪，但是其中一些见解，比如筑造、栖居、空间化、守护者等，

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对于当前“筑造”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中国意蕴。那么，在“筑造”美丽中国的

历史进程中，后期海德格尔的生存空间哪些思想、又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中国意蕴呢？本文旨在探索

这些问题。

一、时间的栖居之地与先验时空境域

追问时间、探讨存在，是海德格尔一生孜孜追求的学术目标。在《时间与存在》中，海德格尔追

问：“时间在哪里？时间到底存在吗？时间有它的栖居之地吗？”①海德格尔认为，自笛卡尔以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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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将时间流俗理解，现象地认为“凡物都有其

时间”①，即时间栖居在万事万物中。然而，这种

认识有失偏颇。海德格尔认为，将“存在”意义

上的时间混同于“存在者”意义上的时间，是不

妥当的。因为“时间不是物，因此它不是存在

者，它自身不像那些处在时间中的存在者那样

是某种时间性的东西。”②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

是电灯的发明和使用，人们的作息时间不分白

昼与黑夜，为生计日夜辛劳，生活在“操心”的沉

沦异化状态。操心表现为一种时间性，是人的

基本存在方式，“时间性是操心的意义”③。因

此，这种对时间导致人们生活沉沦异化的流俗

理解，实质上是遗忘了时间。那么，什么是存在

者的本真时间呢？它又栖居在哪里呢？

海德格尔认为，本真时间不同于一维流俗

时间，它是三维的，就像一朵绽放的花朵，伸展

出过去、现在、将来三个花瓣———“将来，作为尚

未当前，同时达到和产生不再当前，即曾在，反

过来，曾在又把自己递给将来。曾在和将来二

者的交替关系不仅达到同时也产生了当前。”④

就是说，将来是没有到来的现在，如果将来变成

现实，就是现在；现在变成历史，就是过去；过去

并未消失，将来规定着过去和现在，过去、现在

和将来总是在场，“嬉戏着”构成一个统一体，栖

居在前空间，即地方（Ｏｒｔｓｃｈａｆｔ）中。“因为本真

的时间本身，它的由接近的切近所决定的三重

达到的领域，是先于空间的地方，通过这一地

方，才有一个可能的处所。”⑤其意思是说，本真

时间是三维的，它的处所、“家”是一种本源意义

的前空间、地方。三维时间与前空间合为一体，

似乎前空间是时间的第四个维度，在这个意义

上，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时间就是四维的”⑥。

然而，本真时间的四个维度并非均等，而是

存在着主次之别。从过去、现在和将来三者来

看，后期海德格尔思想认为现在最重要，并将其

界定为最有意义的“瞬间”、“即刻”，即“终有一

死”的人应当珍惜现在，诗意地生存。他的这一

思想极大地影响了法国哲学家亨利·列斐伏

尔。亨利·列斐伏尔的革命理想就是用节日中

的“瞬间”狂欢，把人们从平庸沉沦的日常生活

中解放出来。他认为，“社会解放是总体性的而

不是某个领域的（如经济的或政治的文化的），

一定是日常生活的节日化与瞬间化”⑦。不过，

早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认为将来是根

本的。因为“此在”是一种先行于自身的存在，

其特性就是超越性、可能性，“此在”的过去和

“现在”的意义都在于它向将来的超越，也就是

都出自将来，换而言之，时间是倒流的，即人们

通过向将来的超越而获得过去和现在。

从时间的三维与其栖居的前空间，即第四

维相比较来看，空间比时间更重要，这是因为

“我们在计数上称之为第四的东西，按事情说来

乃是第一的东西，也即是说是规定着一切的到

达”⑧，而之所以说前空间是本真时间的第四维

度，只是一种计数的方便。这是海德格尔对《存

在与时间》中空间性建基于时间性的重要修正。

然而从事情本身来说，前空间却是高于时间的

“第一的东西”，这是由前空间的特性决定的，因

为前空间具有聚集和排斥的属性。所谓聚集就

是去远、“让……在场”，即把距离自身远处的过

去、现在和将来聚集在它的旁边；排斥就是拒绝

和扣留，前空间扣留、抑制着过去，使其不能演

变为现在，让过去保持原状；通过拒绝将来的来

到，而使将来存在。那么现在呢？它未遭拒绝，

也未被扣留。这样，时间的三维与前空间只能

相邻、近邻，亦即切近，而不能合成一维。这样，

前空间把三维时间聚集在自己的近处，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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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一种先验时空境域，即本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后期海德格尔致力于超越传统形而上学，

一直谨慎地想替换掉“存在”（Ｓｅｉｎ）这个形而上

学概念，终于思得“本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这一非形而

上学概念。“本有”居有，它自行隐匿，自行澄

明，“本有”比存在和时间更为本源，“本有”给出

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说：“我们试图把这个

‘它’和及其给出（Ｇｅｂｅｎ）带入眼帘、并大写这个

‘它’（Ｅｓ）”①。那么，“它”是什么？其实，这种

问法是十分错误的。人们一问“是什么”，就把

“它”当成了存在者。严格地说，“它”不“是什

么”，而是一种澄明、隐蔽着的先验时空境域，即

“原现象”。

对于这种孕育万物的时空先验境域，后期

海德格尔冠以多种称谓：林中空地、遮蔽和澄

明、它（Ｅｓ）、本有、大道、澄明、敞开之境、原事情

等。在海德格尔看来，本有是思的对象，它就像

古希腊的“逻各斯”和老子的“道”一样不可翻

译。也就是说，语言的功能不足以言说这种神

秘，只能对其作些许猜测。在海德格尔那里，

“本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不是形而上学的本体、绝对本

源，它与“形式”、“理念”、“绝对精神”等有着完

全不同的意义。实质上，“本有”就是三维时间

与前空间嬉戏着一体的先验时空境域，即莽苍

之境，“在‘有时间’中的给出显现为四维领域的

澄明着的达到。”②即，“本有”的本质自行显现

为三维时间和一维空间，即嬉戏着互为一体的

先验时空境域。这里的“显现”是现象学的概

念，它意味着本质的自行显露。海德格尔说：

“时空现在被命名为敞开，这一敞开是在将来、

曾在和当前的相互达到中自行澄明的”③。其意

思是说，本真的三维时间和一维空间构成了时

空先验境域，在时空先验境遇中，任何事物的本

质都能自行澄明，显现出来。因而，“本有”、“时

空先验境域”有以下特性：第一，本有比存在和

时间更原始，它产生存在和时间，“遣送”、“给

予”世界万物。万物是本有的“赠礼”。第二，本

有自行敞开与隐蔽，是一种恬然不居的境界。

本有中充满了澄明之光，万事万物只要置于其

中，它们的真理、本质就会自行显现，呈现出原

事情。本有既是澄明，也是遮蔽。遮蔽是某种

神秘，它要“扣留”、“保护”事物的某些本质，不

让其本质完全澄明、被参透，这是为了更好地保

护事物。第三，本有居有，它让天、地、神、人“四

重整体”居住其中。天、地、神、人以各自的方式

相互映射，并在对方中成为自身。人只有归属

于本有，才能倾听、审听存在，才能顺应时空先

验境域的敞开、闭合规律，也才能返璞归真，即

诗意栖居。第四，孙周兴教授认为：本有即大

道，大道的运作和展开就是开启一切道路；在这

一开启道路的过程中，世界诸因素进入光亮之

中，得以敞开出来；同时也即“居有”了自身，各

各获得了“成就”；此即大道的“成道、居有”（ｅｒ

ｅｉｇｎｅｎ），相类于老子所谓“道”的“成功遂事”。④

概而言之，本有居有，它自行遮蔽和澄明，它即

大道，开启一切道路。

后期海德格尔提出本有概念的真正用意在

于试图找出一个超越现存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

发展道路，为人们诗意栖居开启道路。在这一

意义上，其对于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就在于：美

丽中国建设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

“本有”和“大道”———具有自身闭合规律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美丽中国生存的“土壤”，

是三维时间和一维时间的本真统一：它具有时

间性，有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它也是历史

的，是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段；

它又是空间的、地理的，中华民族的神圣领土赋

予了它浓厚的乡土特色。因此，“必须坚定不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

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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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筑造”美丽家园：

人诗意栖居的大地

　 　 后期海德格尔的生存空间思想受达达主义

影响颇深，它是一种兼具艺术美和自然美的美

学空间，带有田园般的诗情画意：“充满劳绩，但

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①海德格尔对美

的理解与传统美学截然不同，他从真和美有机

统一而不是割裂的角度界定美的概念：“美是作

为无蔽之真理的一种现身方式。”②意即，美是真

理的显现和发生，凡是遵照真理、规律的行为都

具有美学意义，都会创造美、生产美。与此类

似，美丽中国是各族人民诗意栖居的生存空间，

只有遵照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行事，真正实

现科学发展，才能建设、筑造出具有艺术美和生

态美的美丽家园。

人们通常认为，栖居意味着占用住宅，就是居

住一定的住所之中。这种流俗看法误解了栖居的

含义，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生活穷困潦倒、居无

定所的诗人荷尔德林才是扎根大地的本真栖居

者。因而，栖居是人的本质属性，意味着终有一死

的人逗留、持续地存在于这片大地上。栖居的真

正意义是筑造。筑造（ｂｕａｎ）是古高地德语，意思

是持留、逗留，就是终有一死者在大地上存在、居

住。海德格尔将筑造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爱护和保养意义上的筑造，比如耕种

田地，养殖葡萄等。耕种（ｂｅｓｔｅｌｌｅｎ）意味着关心

和照料，不逼迫，不拔苗助长。农民在播种之

后，就把种子交给生长力，使种子获得自由，免

受损坏，让其按照自身规律活动，不破坏其本

质，不扰乱其生长周期。人守护着植物生长，耐

心地等待春华秋实，不使用化学药品灭虫，也不

使用温室技术催生。当然，筑造与制造不同，制

造把自然界当作征服对象、敌人，以利润最大化

为目标，以破坏、掠夺自然资源为特征的生产实

践活动。制造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现代技术的

本质是座架，它逼迫自然，向自然界提出杀鸡取

卵式的无理要求；它控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把

人从大地上“连根拔起”，让人在异乡漫游。在

现代技术的作用下，世界进入了技术的黑暗图

像时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看到从月球拍

摄的地球照片之后，海德格尔惊慌失措了，他

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原子弹，现在人已经被连

根拔起。我们现在只有纯粹的技术关系。”③

第二，建立意义上的筑造，即人们依据前空

间、位置（Ｏｒｔ）的自身特性而进行的拓展生存空

间的活动。从词源学上来看，位置的原意是指

长矛尖锐、锋利的尖端。它具有凝聚、聚集的功

能，能把周围的一切都汇集到自己锋利的尖端，

并与它们融为一体。④ 就是说，位置就像磁铁一

样，能把相同物性的物体汇聚在一起，从而形成

一个人们诗意栖居的空间。位置是一种原始空

间，即事情本身。它不像一个封闭的豆荚那样

把物体保存在自身的空间中，而是保护性质的

收集、汇集。不仅如此，位置还能“洞照”置于其

中的物体，让事物的真理、本质自行澄明、显现。

位置既不同于“上手东西”的场所（Ｐｌａｔｚ），也区

别于“现成东西的”地点（Ｓｔｅｌｌｅ）。地点具有几

何空间意义，它是固定的、三维的，是指一物存

在于另一物之内。场所是此在摆放用具的空

间，为了让生产活动有序、高效，此在要对用具，

即“上手的东西”做到心中有数，按照它们的重

要程度，分别摆放在远近不同的场所中。那么，

位置的特性是什么？海德格尔在很长时间内都

找不到一个恰当的例子加以解释。困惑中，一

座“小桥”给了他灵感，他说：“但我们如何能够

找到空间的固有特性？困惑中只有一座小桥，

一座无疑是狭窄的而又是摇摆不定的小桥。”⑤

小桥既是海德格尔用以解释位置凝聚特性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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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事例，也是帮他走出困惑思想状态的桥梁。

“桥是独具特征的一个物，因为它以为其提供场

地（Ｓｔｔｔｅ）的方式聚集着四重整体（Ｇｅｖｉｅｒｔ），但

只有那种本身是一个位置（Ｏｒｔ）的东西方能为

一个场所设置空间。”①一座横跨于河流之上的

小桥，占据着自身的位置。它贯通了河的两岸，

使河岸有了真正的意义。河岸、河流又与周围

的陆地相连。这样，小桥又把河流、河岸后方的

河岸风景聚集起来，使其有了空间的联系，亦即

小桥把大地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合乎力学的桥

墩，为各种无常的天气做好了准备。无论是暴

风雨和春天的解冻期，小桥都顺其规律，让冲天

的洪水和猛烈的风暴自随其道，将其化而解之。

亦即，小桥聚集了天空。此外，小桥也为人们提

供了道路，让人们来往于两岸之间。城里的桥

把城堡与广场连接起来，乡镇的桥与周围村庄

相连，小溪上不起眼的石板桥让丰收的车队从

田野回到村庄。可见，小桥连通河流两岸，方便

人们出行，把人们联系在一起，即小桥聚集了终

有一死者。桥还是祭祀的场所，人们在桥的两

边设有庙宇，或者祭祀桥神，或者祭祀农神、酒

神等，以祈求农作物丰收、自身平安等。于是桥

就把各种鬼神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总而言之，

小桥把天、地、神、人四重整体聚集在自身周围。

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相互交合、贯通，在天空

与大地之间敞开了一个人们栖居的空间。人们

仰望苍穹、扎根大地，从事实践、劳作活动，虽然

劳累，但是内心充满喜悦，因为他们的辛劳、劳

累换来的是丰富的劳绩，即劳动成果。栖居在

天地之间的人与流俗之人不同，流俗之人把自

己作为世界和宇宙的中心，认为自己能参透任

何神秘，能改造世界、征服一切。“认识你自己”

是古希腊著名的!尔斐神谕，它告诫人们：不要

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得过大，更不能与神的力量

较量。与此类似，海德格尔认为，栖居在天空和

大地之间的人要正确看待、评价自己，要以神为

尺度衡量自身。海德格尔说：“神性乃是人借以

度量他在大地之上、天空之下的栖居的‘尺

度’。”②这里的神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上帝、神

仙，而是指本有在按照闭合规律运行中自行遮

蔽的东西。海德格尔说：“不光神本身是神秘

的，神之显明也是神秘的。”③人们在处理与自然

界的关系时，要对自然保持一份神秘感，不仅要

爱护自然，而且还要敬畏自然，这是栖居的基本

要求。很明显，在后期海德格尔的生存空间中，

天、地、神与人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人不过是

四重整体的构成要素之一，这就否定了传统的

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而将人非中心化。这样，

人就降格为四重整体之一，下降为世界的守护

者。人在拯救大地、接受天空、期待诸神和护送

终有一死者的过程中，在天空与大地之间找到

了自身赖以栖居的家园，从而摆脱了无家可归

的状态。

第三，作诗意义上的筑造。如果说保养意

义的筑造为人的栖居提供物质食粮，建立意义

的筑造为人的栖居提供场所，那么作诗意义上

的筑造则为人的栖居提供精神食粮。海德格尔

说：“作诗，作为让栖居，乃是一种筑造。”④意

即，作诗是栖居的本质，人要诗意栖居必须会作

诗和欣赏诗，存在者的存在通过诗人言说出来，

人在诗性语言中找到自己的家。筑造的重要含

义是作诗，作诗、创作是最重要的筑造，它创建

了一个世界、一个家，夯实了人类生存的基地，

开启了人类诗意栖居的历史。这里的“诗”

（ｐｏｉēｓｉｓ）不是文学的一部分，也不是诗学和文艺

理论的研究对象。“诗”（ｐｏｉēｓｉｓ）在古希腊的原

初意义是指把自行涌现出来的存在者从遮蔽状

态带到澄明状态中，以便让其被看见的“带上前

来”的活动。诗人荷尔德林认为，诗的本质就是

创建存在者的存在。创建就是命名，命名即命

令。通过命名，诗人创建存在，道说神圣的召

唤。诗人用语言、词语命名了存在者的存在，让

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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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疏异者的存在显现出来，并将其带到人们

的面前，让人们倾听本有的回家呼唤。特拉克

尔《冬夜》诗没有描写某个真实的冬夜景象，它

却将“存在之真理”带到读者面前。诗的第一节

描写了冬夜户外的景象：

雪花在窗外轻轻拂扬，

晚祷的钟声轻轻鸣响。

屋子已准备完好，

餐桌上为众人摆下盛筵。①

诗人命名了雪花、窗外、钟声、屋子、晚风、餐桌、

盛宴等物，诗召唤物，把物带上前来。物牵涉

人，为人的出现做铺垫。

第二节描写了与第一节相反的情形：

只有少量漫游者，

从幽暗路径走向大门。

金光闪烁的恩惠之树，

吮吸着大地中的寒露。②

诗人命名了漫游者，树木，把树木赖以扎根的大

地和向上伸展的天空带上前。

第三节描写了漫游者找到了家：

漫游者静静地跨进

痛苦已把门槛化成石头。

在清澄光华的照映中，

是桌上的面包和美酒。③

诗人命名了恩赐面包和美酒的神，把终有一死

者带到了神的面前。这样，诗人以词语命名的

方式筑造、创作了名诗《冬夜》，把天、地、神、人

四重整体召唤到读者的近处，也让所有被命名

的事物具有了物性，亦即被物化：“物化之际，物

展开着世界；物在世界中逗留，因而向来就是逗

留之物。”④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

《冬夜》是一首“归家诗”，它开启了人们的回家

路，呼唤着漂泊的游子“返乡”，返回到天、地、

神、人四重整体的本真家园。

海德格尔提出的“栖居”、“筑造”概念看似

抽象思辨，其实不然。他用语言解释学的方式

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生产、实践概念，实现了改造

世界与解释世界的完美结合，把人从单纯的生

产主体变为栖居者、筑造者。

“建设美丽家园”是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时代

任务。这一任务，从后期海德格尔生存空间哲

学上来说，就是：爱护、保养意义上的美丽家园

建设，创新创建意义上的美丽家园建设，作诗意

义上的美丽家园建设。而美丽家园的建设者不

再是处于异化状态的单纯生产者，而是共享生

产成果的诗意栖居者。在这里，“建设”概念超

越了僵化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摆脱了生产主

义的桎梏，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丰富和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

三、“筑造”美丽中国：借鉴后期

海德格尔生存空间思想开发国土

　 　 将前期的思想———即“海德格尔Ⅰ”转向后

期的思想———即“海德格尔Ⅱ”后，海德格尔将

空间与时间置于同样的本源地位，并强调空间

的优先性，认为三维时间栖息于前空间，三维时

间与一维空间嬉戏为一体，构成了人的本真生

存空间———先验时空境域。在先验时空境域

中，天、地、神、人四重整体和谐相处，人是自然

界的守护者、保养者，人们按照先验时空境域的

闭合规律进行筑造活动，虽然充满劳绩，但是诗

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虽然从本质上看，后

期海德格尔的生存空间思想是唯心主义现象

学，但是其中一些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值得

我们借鉴和吸收，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建设美丽

家园的时空节点上。后期海德格尔生存空间思

想的中国意蕴表现在：

第一，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主体

功能区战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这里的“开发”不是制造，而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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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和保养意义的筑造，即科学发展。我国幅员

辽阔，国土空间性质各异，具有不同的生长本性

和空间闭合规律，因此必须合理规划，因地制

宜。２０１２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

划》深刻地体现了后期海德格尔的“筑造”思想。

它把我国国土空间划分为四类，即重点开发区、

优化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重点

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的主体功能是工业化、城

市化，限制开发区的主体功能是农业生产，禁止

开发区的主体功能是生态安全。对经济基础较

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工

业化、城市化地区，也要适度开发，控制强度。

一些生态脆弱的地区，比如山地、高原草场以及

沙漠、沙地等不适宜农牧业开发，必须封山育

林、育草，对其有效地保护、保养，以增强其生态

产品的生产能力。封山育林、育草是当代典型

的筑造形式，它是封与育的有机结合。所谓

“封”就是封禁、保护，要根据地形特点设置界

桩、围栏，树立禁止标牌；要封山禁牧，让牛羊下

山，让鸡兔上山，平衡生态系统。所谓“育”就是

培育、保养，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用飞机播树种、

草种，在苗出土后，专业看护人员要及时松土、

除草、灭虫，定期抚育、补植。多年来，各地封山

育林、育草成效显著。贾福功的调查研究报告

表明：山东省蒙山北坡的封山育林、育草区，封

育十年，形成了乔、灌、草、鸟、兽、虫等 ８００ 多个

种类共生共存、生态稳定的生态区，林区被誉为

“天然氧吧”、“一年七十二场浇花雨”，吸引了大

批游客，产生了显著的生态经济效益。①

第二，“以人为本”，培育“美丽中国”建设的

新人。在海德格尔那里，“筑造”的实践者、践行

者是“终有一死”的“守护者”，而不是现代意义

上致力于征服、改造客体的主体。主客二分条

件下的实践主体把自己作为世界的中心，把自

然界作为征服的对象，导致了生产主义极致和

生态环境危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先进

的国土空间开发理念若被有效贯彻实施，需要

培养具有生态文明觉悟、超越主客二分的“守护

者”。为此，十八大报告强调：“加强生态文明宣

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

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

境的良好风气。”②也就是说，凭借广播、电视、报

纸、互联网等宣传手段，使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

心，抵制消费主义思潮，形成勤俭节约、绿色消

费的良好风尚、氛围，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态文

明、美丽中国的建设者、守护者。可以预见，到

２０２０ 年全国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之时，我

们的家园将呈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

舒适宜居，生态空间山清水秀，人口、经济、资源

环境相协调的美好情景。

第三，依据空间闭合规律，建设美丽中国。

人类的生存空间、美好家园，不仅需要保护、保

养，而且还需要建立、建设，即建立意义上的筑

造。海德格尔“小桥”的例子是他空间化思想的

精髓。他认为空间化不是按照事先规划好的图

纸、设计进行的，生存空间不是理性的、可复制

的产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而是顺应空间闭合规律而

创造的具有美学意义的作品（ｗｏｒｋ）。如果海德

格尔的“小桥”能把天地神人四重整体汇聚在一

起，那么一条水渠又会怎样呢？我们设想，有朝

一日人们按照水的运行规律，开凿一条水渠，非

常廉价地将南方多余的水引到西部的戈壁滩、

沙漠。首先，水渠聚集了大地。按照海德格尔，

大地是承受者，开花结果者，它伸展为岩石和水

流，涌现为植物和动物。大地的本性是生长，沙

漠有了水，就变成了适合动植物生长的绿洲，就

成为人们诗意栖居的大地。其次，水渠聚集了

天空。在水的滋润下，胡杨林枝繁叶茂、防风固

沙，绿草如茵，繁花似锦，气候宜人。海德格尔

认为，“天空是日月运行，群星闪烁，四季轮转，

是昼夜之光明和隐晦，是夜之暗沉和启明，是节

气的温寒，是白云的飘忽、天穹的湛蓝和深

远”③，天空不是飞沙走石，更不是漫天雾霾。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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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水渠聚集了人。水渠聚集了建设者、环保志

愿者、观光客等。他们扮演看护者的角色，守护

着各种自然存在物按其自身规律“生长”。人与

空间的关系从传统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外在关

系，转变为相互缘起的、分不清你我界限的构成

域式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

是人的无机的身体”。① 末了，水渠聚集了神秘

和美。围绕水渠而筑造的生存空间包含着神

性、神秘，人们的理性不能将其破解。神秘出诱

惑，神秘创造了人们的诗意生存空间。概而言

之，一条水渠能美化、空间化一片荒漠，众多水

渠就能筑造出一个美丽中国。

第四，用美丽文化筑造人民群众的精神家

园。人类的生存空间、美好家园，不仅是物质

的，而且也是精神的。诗人、思想家等文化工作

者聆听、应答本有的召唤，即“寂静之音”，筑造

文化家园，让人们诗意地栖居。十八大报告指

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

园。”②这里的“文化”，不是落后文化、腐朽文

化，而是“道说”（Ｓａｇｅｎ）美丽中国的本真文化、

美丽文化。美丽中国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本真家

园，它与海德格尔的“本有”（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同义，它

居有万物，容纳天、地、神、人四重整体。“美丽

中国”会说话，它有自己的无声道说：“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

地的话语是方言、乡音，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民族韵味。文化工作者聆听道说而有所说，化

无声为有声，变道说为人言，筑造、创建出民族

的文化。美丽中国有其深藏在表象之下的、被

遮蔽的运行规律，即“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美丽中国赖以生长的沃土，因而必须反对走

“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美丽中国的栖居

者是“人”，即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有自己

生动活泼的个性化语言，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

验，也有自己的理想和诉求。文化工作者要深

入实际、深入生活，倾听群众的呼声，筑造出来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

生动活泼的大众文化。总之，美丽文化是未受

污染的、非异化的文化，是人民群众的精神食

粮，为他们诗意栖居提供了一方文化净土、美丽

的精神家园，它召唤那些迷途的、大地上的异乡

者回到自己本真的家———美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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