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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尔克的诗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
!

---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例

艾士薇

摘
!

要!里尔克的现代派诗学对
!"

世纪存在主义哲学思潮有着重大影响"里尔克的诗

学直接促成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发生诗性思维的转向%同时它也间接地影响了萨

特的文学创作和前期存在主义思想"不过%海德格尔与萨特在接受里尔克诗学的方式上

有所差异"

关键词!里尔克'现代派诗学'海德格尔'萨特'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作为
!"

世纪最重要的非理性思潮之一%其特征不可能用寥寥数语加以概

括"一般认为%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存在主义的哲学先驱%而在笔者看来%里尔克可以被

认为是存在主义的诗性先驱%他对生命真实与存在感悟的阐述不依靠逻辑性的语言进行

言说%而是采用诗意的方式加以表述"在考夫曼编写的*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

萨特+中谈到了里尔克%他说!(下面选入的一些新近翻译的*马尔特手记+%不仅仅是因为

*马尔特手记+影响了萨特的*恶心+%也不是海德格尔曾经就里尔克写在此书抄本上的一

首诗歌写过一则长篇论著%而是由于此书中道出了许多存在主义的要旨!尤其是%对真实

存在的寻求%对非真实的嘲笑%如何面临死亡的问题%以及带我们走进死亡的时间经

验")

!由此可见%里尔克对两位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和萨特都有着不可置疑的影

响力"然而%目前国内尚未有专文对这种影响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关于里尔克

对萨特的创作和前期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更是一个盲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认识与重视"

而实际上%里尔克的诗学的确是萨特前期思想与创作的重要源泉"因此%本文将比较系统

和深入地证明及阐释里尔克的诗学对海德格尔与萨特的影响%并揭示出两位存在主义大

师对里尔克诗学的不同接受方式"

一&里尔克与海德格尔!顺向接受与借鉴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经历过一次重大的转变%学界称之为(转向)"在第二阶段%(海

德格尔不再试图从理解存在现象的预备性分析出发%去把握存在或存在的意义%而是直接

地转向存在去思考存在或存在的真理%转向了0诗意地运思1%转向天&地&人&神0四重奏1%

转向0艺术与澄明1%转向0语言与思1")

"谈到海德格尔诗意思考的转向%就不能不提及荷

尔德林和里尔克这两位伟大的德语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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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士薇!里尔克的诗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

#一$*诗人何为+中里尔克的诗意启示

在传记*里尔克+中%霍尔特胡森写道!里尔克(有些部分则超前道出了海德格尔的观点%后者也在其

#&)"

年问世的*林中路+中根据里尔克的一首诗对里尔克做出了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最精彩&最深刻的

一种阐释")

!的确%若不是惺惺相惜%思想上有不谋而合之处%海德格尔不可能做出如此深刻的评论"

熟知海德格尔的读者%是通过*诗人何为+认识里尔克的"海德格尔并不只是对里尔克的诗歌做出普遍

意义上的解读%而是深入到(思)与(诗)层面进行深度的精神探寻"

在*诗人何为+中%海德格尔先通过荷尔德林的哀歌*面包与酒+提出问题!(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

为/)如果说荷尔德林是问题的提出者%那么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则是通过里尔克的诗作与诗学所展开"

海德格尔在思索!(里尔克是一位贫困时代的诗人吗/ 他的诗与这时代的贫困有着何种关系/ 他的诗达

乎深渊有多深/ 假如这位诗人走向他能达到的地方%那么%他去往何处/)

"通过里尔克的诗歌创作道

路%海德格尔确认他体会到了时代的贫困%并从他的思考与诗歌中%得出了世界贫困的根源"(时代之所

以贫困不光是因为上帝之死%而是因为%终有一死的人甚至连他们本身的终有一死也不能认识和承受

了"终有一死的人还没有具有他们的本质"死亡遁入谜团之中"痛苦的秘密被掩蔽起来了"人们还没

有学会爱情"但终有一死的人存在着")

$上帝之死%我们对死亡的无知&恐惧以及不能承受之感%构成

了这个世界贫困的根源"人本向死而生%却一直无法正视死的存在"(时代之所以贫困乃由于它缺乏痛

苦&死亡和爱情之本质的无蔽"这种贫困本身之贫困是由于痛苦&死亡和爱情所共属的那个本质领域自

行隐匿了"只要它们所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在之深渊%那么就有遮蔽")

%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痛苦&

死亡和爱情的本质都被遮蔽了%可供它们敞开的领域也被遮蔽了"所谓(共属一体的领域是存在之深

渊)%就是指生命存在之深渊%毕竟痛苦&死亡&爱情等都必须依托生命而存在"这里的生命是广义的%如

同里尔克所认为的生与死的同一体"海德格尔此时要表达的是%生命存在的本质隐匿了%它的现象也就

被遮蔽了%进而人们无法认识世界%也不能感受生命"

如果说里尔克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个时代为何贫困%那么%在这个贫困的时代里%诗人何为/ 海德格

尔援引里克尔在
#&!)

年
##

月
#$

日给
]H,/B1Lf

的信件里面的话说!(我们的任务是使这一短暂易逝的

大地如此深刻&如此痛苦和如此热情地依存于我们自身%从而使它的本质重新在我们身上0不可见地1产

生")

&这里的(大地)%与其理解为土地%不如理解为天地之道"诗人要做的就是%将这种天地之道以一

种(不可见)的方式%敞开在艺术作品中"海德格尔曾说%(诗的本质对他们来说是大可追问的%因为他们

诗意地追踪着他们必须道说的东西"在对美妙事情的追踪中%里尔克得以达到诗人的问题!何时才有本

质性的歌唱/ 这个问题并不在诗人道路的开端处%而是在里尔克的道说达到诗人总体的诗人天职之

际---这个诗人总体应合着后继的世界时代"这个世界时代既非一种沉沦%亦非一种没落"作为命运

#

X/-L.1LN

$%这个世界时代基于存在中%并且要求着人类")

'显然%里尔克是贫困时代的诗人%他的歌唱

是本质性的%在作品中实现了世界时代的要求%促成大地本质的敞开"毫无疑问%海德格尔受到了里尔

克的影响%他找出了里尔克诗作中的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借鉴和化用"海德格尔认为!(这些基本

词语只有在它们被说出的那些领域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此领域就是存在者之真理"自从尼采完成

了西方形而上学以来%这个领域获得了展开"里尔克以他自己的方式%诗意地经验并承受了那种由形而

上学之完成而形成的存在者之无蔽状态")

(海德格尔以此为突破口%深入地探究了存在本身在里尔克

身上的显现"

德里达在研究胡塞尔著作的过程中%发现哲学家在讨论言而未明的论断时%不会用语言去直接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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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通常会使用隐喻%用一些带有隐含意的词汇%曲折地表达个人看法%隐晦但无懈可击"同样%海德格

尔在其论著中也常常使用诗意般的词汇和言语%他对里尔克诗歌中关键词的挖掘和借鉴就是最好的佐

证"事实上%读者可以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频频地发现这些关键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德格尔与里

尔克在同一个词汇中找到了属于他们二人共有的精神契合点%当然%这是哲性与诗性的契合"

被海德格尔放在第一位的是(自然)%他指出!(里尔克所谓的0自然1并不对立于历史"首先%它并不

是指自然科学的对象领域"0自然1也并非对立于艺术"0自然1乃是历史&艺术和狭义的自然的基

础")

!海氏发现了里尔克所谓自然的独特之处%既有古典意味%它相当于一些古希腊词汇%与生命类似%

但又有现代成分%因为(里尔克称自然为原始基础#

SJ

@

JH>F

$"这表明%人比其它存在者更深地进入到

存在者的基础中)

"

%并在存在者的基础中衍生出来了冒险"人类渴望自由与安全%但畏惧冒险%这乍一

看合情合理%而实际上是一个悖论"人只有在冒险的过程中%才是无蔽&敞开的朝向自然%成就原始的基

础%这种无蔽的敞开%让人拥有自由感%自由的人没有忧愁%没有现实世界的存在之烦%他们无忧无虑%进

而也是安全的"没有胆量冒险%只能呆在社会的窠臼与枷锁中%体验存在之烦%(享受)失去原始基础的

生活"最终%海德格尔结合里尔克的诗歌%给(自然)做出了尽量忠实于里尔克原意的解释!(0生命1在此

意味着!在其存在中的存在者%即自然")

$此后%我们在海氏给恩斯特.荣格尔的纪念文章*面向存在问

题+#原名*论(线)+$中%又一次看到了自然的影子%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海氏只要提及

存在就不可避免会点明或者暗含自然这个关键词%它意味着生命%也意味着存在者的基础"

其次%海氏发现了里尔克诗歌中的(敞开者)"用里尔克的话来说%(0敞开1就是那个没有锁闭的东

西"它没有锁闭%因为它没有设立界限"它没有设立界限%是因为它本身摆脱了所有界限"敞开着乃是

那一切没有界限的东西的伟大整体")

%它指代了一种牵引%一种未被照亮的东西%在无界限的东西中吸

引%是一种容许进入的状态"随后%(敞开)一词%频繁出现在海德格尔的著作中%有时候也会用(无蔽)来

代替"考夫曼在*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中指出海德格尔写作中的一个现象!在他后

期的著作中%他对语言的暴力%暗示了他想用里尔克喜欢的词汇之一%敞开%来表达一些新的&极端以及

不可言说的事物给新的一代"

& 一般读者得知(敞开)一词是来自海氏的著作%而事实上%(0敞开1这个

词是海德格尔借用里尔克的")

'这个词汇比(自然)频率更高地出现在海氏的著述中%如在*阿纳克西曼

德之箴言+中%由这一箴言出发探讨万物的产生和消灭%由此引发了关于存在基本特征的思考%(遮蔽)和

(无蔽)作为其特征在文中被大量阐述"在*艺术与空间+中%海德格尔也强调了艺术和存在的本质状态

就是一种无蔽状态"

里尔克作品中关键词还有很多%尽管当时(能指滑动)这样的概念并不为人所知"然而%词汇与词汇

指向的相互指涉的丰富性%不论是里尔克还是海氏都充分的体会到了"正是这种继承和变形或置换的

使用%促成海氏著作的深邃性和丰富性%也使得里尔克的作品能够被源源不断地被解读和被挖掘"

#二$海德格尔死亡哲学中里尔克的影子

*当代哲学主流+的编写者施太格缪勒认为%海德格尔死亡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于里尔克"在编写

海德格尔这一章时%他指出%海氏有些观点应该加以强调%而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观点是(走向死亡的存

在)"施太格缪勒认为这个观点(建立了与诗人哲学家李尔克#即里尔克$的某些方面的联系")

(

(在李尔克那里%死亡是作为把人引导到生命的最高峰%并使生命第一次具有充分意义的东西出现

的"这种死亡并不是0有人1死去的那种0渺小的死亡1%不是在大城市里0成批地1生产出来的0渺小的死

亡1'这乃是一种0伟大的死亡1%它是具有不可代替的个体性的人作为不可剥夺的真正自己的成就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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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士薇!里尔克的诗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

成%0作出的1"而在李尔克后期的诗作中%人不断地受到死亡的威胁这一问题越来越具有核心的意义"

在李尔克那里还有形而上学的解释掺入其中%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则是按照内在的思想%只是就死亡在生

命本身的功能#以及就死亡对于认知死亡&想到死亡的人的现存在的意识所起的作用$对死亡加以解释"

一方面%死亡被用作获得本然的实存这一概念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被用来制定有限性这一实存主义

本体论的概念")

!

笔者认为%海德格尔所受到的里尔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诗人的后期%就*诗人何为+一文看来%海氏

所引用的诗歌和信件均为里尔克后期所作"文中%海氏引用了里尔克信件中的一句话!(死亡乃生命的

一面%它规避我们%被我们所遮蔽")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判断%海氏接受了里尔克的看法!(不带否

定意味地来读解0死亡1这个词语")因为%海氏认为(死亡乃是触及终有一死的人的本质的东西'死亡因

而把终有一死的人投入通往生命之另一面的途中%从而把他们设入纯粹牵引的整体之中"死亡由此把

终有一死者聚集入于已经被设定的东西的整体之中%入于整体牵引之实在#

G+-1AH2

$中")

$这直接表明

海德格尔接受了里尔克的观点!死亡是生命的另一面%被遮蔽的一面%它与生是合一的%是一个整体"只

是海德格尔更注重时间的体验性%于是产生了(向死而生)%即(走向死亡的存在)"

里尔克不仅给了(贫困时代)一个完满的解释%也回答了(贫困时代诗人何为)的问题"他的诗歌思

想深深地影响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诗学"不论是其关键词---(自然)&(敞开)&(存在)%还是

他的死亡观念%都对海德格尔转向诗意思考的哲学之路有着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

判定%与荷尔德林一样%里尔克同样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诗性先驱"而且与
#&

世纪的荷尔德林相比%已经

跨入到
!"

世纪的里尔克%其现代诗歌思想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更为深邃"

二&里尔克与萨特!逆向承继与升华

提及存在主义%萨特是另一位不可避开的重要哲学家"与海德格尔类似%萨特的哲学思想也非一以

贯之"萨特说!(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同样%其哲学思想也由于二战分成两个阶段%萨特说

(战争向我披露了我自己和世界的某些面貌"比如说%我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被囚禁这一深刻的异化%

我也是在战争中才体会到与人的关系%体会到敌人")

%此后的萨特积极投入社会活动%由此出现了哲学

转向"如前所述%考夫曼认为里尔克的*马尔特手记+对萨特的*厌恶+产生了影响"然而%与海德格尔顺

向接受的方式不同%萨特对里尔克的接受更多体现为逆向的承继与升华"不论是小说*厌恶+%抑或其前

期存在主义思想%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里尔克的思想精髓"

#一$*厌恶+对*马尔特手记+中时间意识的反向接受

*马尔特手记+由两个部分组成%共
(#

个片段%讲述的是一位丹麦贵族青年马尔特的游记和思考"

如该书译者所说!(这些断片因为共同的主题---孤独&恐惧&疾病&死亡&爱&上帝等%在精神暗流上构成

了一个特殊的有机整体%并且因此成为现代存在主义文学最重要的先驱作品之一")

&而*厌恶+由一个

名叫洛根丁的知识分子的日记所组成%没有完整的情节%没有特定的故事%讲的是洛根丁在为一位侯爵

写传记的过程中的所见所闻"这一切让洛根丁深刻地体验到了存在的困境---恶心感"

两部作品的叙述形式&精神内核%皆是一脉相承的"比如都采用日记体的形式写作%虚无是写作的

主旨"不过萨特在里尔克作品的基础上做了一定的修正%例如%与里尔克在日记中淡化时间的态度不

同%萨特刻意追求了时间的精准'他将里尔克作品中带有距离的恐惧感%升华为无距离的恶心感'萨特还

尽量地抛弃了里尔克作品中常用的(回忆)叙述模式%转而直面现时&此在的世界"里尔克的作品虽以

(手记)的形式展示于读者面前%然而更多的则是他个人的生命体验%而萨特的作品虽然以(恶心)这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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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验性的词语作为标题%但整个作品的重点则是对现代人类生命困境的哲思"叶廷芳先生对*马尔特

手记+的定位是%这是一部(具有存在主义哲学释义的日记体长篇小说")

!在笔者看来%作为日记体小

说%*厌恶+似乎更为标准%它也具有浓厚的存在主义意识%虽说作者并没有刻意在小说中宣扬这种思想%

但是%关于(自由选择)和(偶然性)的主题%却先于哲学巨著*存在与虚无+展示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同是

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小说%同样是采用日记体%我们发现%两部作品对时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就*马尔特手记+而言%(从所描写的内容上看%全书主要由三种笔记组成"第一种笔记是现时的马

尔特叙说他在巴黎&哥本哈根&威尼斯等地的见闻&遭遇和体验%这类笔记又以马尔特在巴黎的遭遇&体

验为重中之重'第二种笔记是马尔特对童年时期生活&经历的回忆'第三种笔记是马尔特对他所阅读过

的书籍中的历史人物&文学女性的沉思%对曾经观赏过的艺术作品&建筑古迹的缅想")

"

*恶心+的内容

则没有次序%各种描述在小说中混为一团%既有日常生活的描述%也有对学术研究的探讨%还有对人文主

义自学者等人物的观察等等%而事实上%这一切就是生活的常态"这种有序与无序的叙述形式%给读者

的时间概念自然也是全然不同的"里尔克作品中的有序内容以无时间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厌恶+中

无序性的内容则是以一种类似精准的时间观念传达给读者"这种叙述时间的差异是意味深长的"

*马尔特手记+中只出现过一个时间标志%第一个断片---(九月十一日%图利耶街)"其他的断片均

用阿拉伯数字编号%毫无时间的痕迹"里尔克将个人对现实的体验和属于自己的回忆混杂起来%交错放

置在作品中"作品中没有直接对外部事件的描述%只有外部事件在内心的显现%显然%这里的时间被忽

略掉了"里尔克觉得时间与人的关系非常微妙%在给
GJ1>L/--?=J1/

的信中%他说!(我不知道人们能够

做什么%做多少%但大部分时间%他们看起来很忙%或者至少喜欢忙碌%他们忙个不停%我确信他们正在完

成各种事情%扮演自己的角色%写信%但仍旧有时间留下来%难以打发的时间%那些时间凌驾于嘈杂%就像

凌驾于小丑%只能放弃"每件事情抓住我%时间不断的偷走我的征程%我像一个流浪汉%掠夺者%魔鬼%从

背后看着它%何时能让时间停止/)

$生活在人们毫无知觉的忙碌中被时间偷走"时间强暴了生活%它敦

促人们一直忙碌%却如同走马观花%最终什么都没能留下"因此%里尔克希望时间能够停止"在创作中%

他所宣扬的理念便是如此%他主张写带有普遍性的内容和内心的状态%只有这样%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内心的东西%是一种向内转的结果%它与生命融为一体"与空间的三维性不同%时间是一维的%它只有

(过去)&(现在)和(将来)%走向也非常明确%只是向前%不可逆转"然而%在里尔克后期的作品*马尔特手

记+&*杜伊诺哀歌+以及*奥尔普斯十四行诗+中%却宣告了时间向度已然失效的空间世界观念!(我们这

些生活在此岸此时的人%一分一秒没有在时间世界里得到满足%也不受时间世界的约束"我们不断地走

去%走去%走向畴昔%走向我们的深渊%走向表面看来还会在我们身后出现的未来"一切都存在于那种绝

顶伟大的%0敞开1的世界中%不能说0同时1存在%因为正是由于取消了时间%一切才存在"无论何处%倏

忽流变性都跌进了一种深刻的存在")

%在*马尔特手记+中%里尔克贯彻了这一理念%淡化时间%强调存

在%将每个断片以自己独特的形式展开"

然而%在萨特的日记体小说*厌恶+中%时间的影子无处不在%从年代到星期到具体的时间段%无一不

清晰地介绍给读者"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曾借用胡塞尔现象学里对时间(过去&现在&将来)的划分方

式%加入(自在&自为)的因素%并将时间性划分为(时间化时间性)和(心理的时间性)"*厌恶+则是(时间

化时间性)和(心理的时间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心理的时间性既显现为与我们的存在方式不能并存%

又同时显现为一种主体间的存在%科学的对象%人类行动的目的",,至于心理时间性%则不能被构成%

因为它只是一些行为的连续次序"此外%心理的时间性只能为未被反思的自为显现%这未被反思的自为

是对世界的出神的纯粹在场!它在反思中被揭示%证实反思应该构成它")

&如果说每篇日记标题上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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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士薇!里尔克的诗学对存在主义的影响

间属于(时间化时间性)%这些时间作为一种坐标系相对客观%不由人的意志而更改%那么%日记的内容则

是属于(心理时间性)%这些描述的存在滞后于我们实际的存在%而非同步进行"然而%即便如此%作为

(心理时间性)的描述行为的可信度仍旧是受到质疑的"如!(一月三十日星期二"今日无事可记",,

这真是奇怪!我已经写满了十页%却还没有说出真话---最低限度没有把全部真话说出来"我在日期下

面写上0今日无事可记1的时候%我是昧着良心写的")日记里的时间%有的甚至精确到了小时%如(星期五

三点钟)%(五点半)等"巴雷特曾指出!(海德格尔说%历史的这种意义其实源出一个更加基本的意义!人

是时间性的%简单地是由于人是这样一个生物%他的存在本身是在时间中展开的")

!这就是说%时间是

人存在的充分条件%然而并不是说我们处在时间中&感受到时间的流动%我们就是存在的"在谎言和虚

伪的生活中%尽管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却无法证明存在"反而%时间越是精确%越证明人存在的(虚妄)"

在时间意识上%萨特与里尔克一致%但在表现方式上%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时间的故意淡化转变为刻

意精确"他在*厌恶+中说%(把存在驱逐出我以外%把时间的脂肪抽空%把它们绞扭%弄干%净化我自己%

使我变成坚硬%以便最后发出萨克管的那种清晰而准确的乐声")这意味着%时间和存在两个因素%并没

有让人感觉踏实%反而使生命肮脏&模糊"当存在占据主体%人反而无处可逃"如果说%里尔克在*马尔

特手记+中%淡化时间是为了表达时间对于整个世界和人来说是失效的%那么%萨特在*厌恶+中精确地强

调时间%则是为了说明即便是人在时间中行走&占有时间%也并不能证明人是存在着的"在萨特看来%不

仅仅是时间失效%连存在也是失效的%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就是虚无"

#二$萨特前期存在主义思想对*马尔特手记+精神内核的升华

*马尔特手记+不仅对*厌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它也影响了萨特的前期存在主义思想"萨特的哲

学思想以二战为界分为两个阶段%从*存在与虚无+中极为尖锐&纯粹的个人主义思想%到后来的*存在主

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强调文学应该(介入)社会%呼吁人们进行(自由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

任"纵观萨特前期的存在主义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马尔特手记+的影子"

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是其前期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品"存在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思想%不如

说是一种伦理学思想%它探讨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里尔克在*马尔特手记+中%谈到了他

者%既有对他人形象的描述%也有自我对他人的感知"里尔克在*手记+中充分地运用自己的观察力和想

象力%真切地描述了主人公的生命存在体验"如!(这里有很多人%但是这里的面孔更多%因为每一个人

就有许多面孔"有一些人长年累月总是戴着同一张面孔---它会自然地变旧%变脏%在起皱纹的地方皴

裂'它会拉长%就像一个人在旅途中戴破的手套,,)再如!(这样的邻人跟所有的同类生物共同拥有一

个特性是!他们的存在全都可以根据他们所制造的一系列骚乱来描述",,在我遇到的邻人中%有行为

离奇古怪的%也有极度刻板的"我曾经长时间地坐在房间里%绞尽脑汁想搞明白前者行为做事的规律

,,)里尔克努力地观察他人%却又总是活在对他人的恐惧中%一如他在生活中%对一个人独处持有一份

恐惧%希望有人可以介入自己的生活%然而%一旦有人真正开始进入%他又觉得万分恐惧%希望能够逃离"

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专门讨论了与他者的关系"只是一开始%萨特的设定便有些耸人听闻!(冲

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始意义")

"一旦有人了解自己%这就说明(他人掌握了一个秘密%我所是的东西的

秘密"他使我存在%并且正是因此占有了我,,)

$人正是在这种了解和反了解的过程中不断地保全自

己%守住自己的存在%这似乎已经成了每个人都要坚守的阵营"(我努力把我从他人的支配中解放出来%

反过来力图控制他人%而他人也同时力图控制我")

%于是自我与他人的关系变成了交互审视的过程!

(我是他人注视和评判的对象%他人也是我注视和评判的对象"然而我不知道他人如何审视我%同时他

人也不知道我如何审视他"故而他人的存在于我是一种永久的危险%反之亦然"因此%人与人之间是互

相审视&互相逃避&互相排斥的关系%但也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便是萨特在剧本*隔离审讯+中所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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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的主要思想!(他人即地狱")而里尔克在*马尔特手记+中通过主人公表示自己在学习观察%实际上%也

就是对他人的审视%同样的道理%这个时候必然也有人在对主人公进行观察和审视%在这种交互的观察

与审视的过滤中%沉淀下来的便只有(恐惧)"当然%里尔克也并不否定所有的人%比如他对不求回报&全

心爱着的女性便赞赏有加"

刘小枫在其*诗化哲学+中提到!(在里尔克前期所著的长篇小说*布里格随笔+#即*马尔特手记+$

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0我是虚无"1)他认为!(在里尔克看来%人们对外在时间的东西知道得越多%

对自己的内在&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归宿就知道得越少%这必然会带来人的虚空感")

!笔者认为%与其说

*马尔特手记+的命题是(我是虚无)%不如说(存在是虚无)"不难看出%马尔特的恐惧更多的是来自内

心%这些看似来自外界事物的恐惧%实际是莫须有的%应该说这是内心世界的映射"不仅仅对于存在%人

最终的感受会是虚无%就连存在本身%其本质最终也只能是虚无"这也就应了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对

虚无的界定!(虚无只有在被明确地虚无化为世界的虚无时才能成为虚无'即%只有当它在虚无化中明确

地指向这个世界以把他自己确立为对这个世界的否定时%才能成为虚无"虚无把存在带到它的中

心")

"同样的道理%这种走向虚无感的恐惧感%最终的目标是将人的视线从外部移向人自身内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里尔克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萨特的创作及其前期存在主义哲学

有着极大的影响%但这两位大师几乎是采用了完全相反的方式对里尔克的现代派诗学进行承继与接受"

海德格尔对里尔克采用了顺向接受的方式%他借鉴并且沿用了里尔克诗作中的关键词%如(自然)&(敞

开)&(大地)&(死亡)等等%它们不仅成为了海德格尔著作中的高频词汇%而且也是理解海德格尔存在主

义哲学的关键"相比起海德格尔的顺向接受%萨特则采用了逆向继承与升华的方式%尽管萨特和里尔克

的作品都表达了对现代人类生命困境的思考%但萨特在其小说创作中采用了与里尔克淡化时间相反的

方式%即有意识地将时间刻意精准化%以表达他对里尔克的敬意'而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进一步升华

了里尔克关于人与人之间异化关系的思考并强化了(虚无)的根本命题"总之%诗人里尔克以自己独特

的思想和艺术魅力%不仅影响了海德格尔哲学的诗性转向%而且触发了萨特的小说创作与前期存在主义

思想%所以他确实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诗学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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