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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象学自始创至今方百年有余。
与历史上的大哲学家们相比，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1938年）还算是年轻的。
哲学史家们似乎还在为他的最终定位犯难。
胡塞尔在世时，他的妻子便禁不住地要向朋友的圈子询问：胡塞尔在哲学史上究竟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地位，类似于柏拉图的，抑或是康德的？
而胡塞尔本人在他极少间断的哲学思考中却似乎从未关心过这个问题。
使他殚精竭虑的更多是大思想家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可能解决方案。
因而他思考的常常是这样的问题：伟大的天才们曾在这里或那里失败过，如果不想沉湎于无尽的绝望
，我该怎样做？
我该如何重新开始？
正是这种在忘我和献身的精神中严格地直面问题本身的做法，赋予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以一种特殊的气
质：“面对实事本身”的治学态度和“工作哲学”的操作方法。
以后的一大批研究者们之所以会如痴如醉地继续献身于它，主要是受这种研究风格和思维方式的吸引
。
它也被看做是哲学的基本思想或基本态度，即：不断地从头开始，追问最原本的问题，尝试最直接的
回答。
他的确可以说是一个类似于苏格拉底、笛卡尔、康德或尼采的哲学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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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文集包含了胡塞尔从1911年至1921年的文章与讲演，仁因此而与《胡塞尔全集》第二十二卷《文
章与书评（1890-1910年）》①衔接起来。
在“文章”的标题下所集聚的是胡塞尔在此期玎的所有短篇文字，它们已经在海尔曼·列奥·梵·布
雷达（Her．man Leo Van Bredas）编撰的胡塞尔文献目录②中列出。
此外，在主一卷中还纳入了胡塞尔打算发表在一个杂志上但却没有出版的乙篇自成一体的论文，以及
他的所有那些不是在通常教学义务中斤作的讲演。
还有一卷《胡塞尔全集》正在准备之中，它会使《胡塞尔全集》中的文章与讲演部分得以完备。
③胡塞尔于1911年至921年期间撰写的这些短篇文章和讲演，彼此间差异极大。
因而下面的说明将首先集中在对其产生过程的追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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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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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自然主义哲学自然主义是对自然之发现的结果现象，自然在这里是指一个按照精确的自然规律而
在时空存在的统一之意义上的自然。
随着这个观念在不断更新的自然科学中、在奠基于大量严格认识上的自然科学中逐步得到实现，自然
主义也一再地得到扩展。
与此完全相似，在此之后，作为“历史的发现”和不断更新的精神科学之建立的结果现象，历史主义
也得以形成。
与流行的理解习惯相符，自然科学家趋向于将一切都看做自然，精神科学家将一切都看做精神，看做
历史构成物，并且据此来误释那些不能被如此看待的东西。
因此，就我们这里尤其所要关注的自然主义者而言，他所看到的只是自然并且首先是物理的自然。
一切存在的东西，或者本身是物理的，隶属于物理自然的统一联系，或者虽是心理因素，但却只是依
赖于物理因素而发生变化的东西，至多是一种派生的“平行的伴随事物”。
所有存在者都具有心理物理的自然，这是根据确定的规律而被明确规定了的。
即使是在实证主义的意义上（无论这是一种借助于受到自然主义解释的康德的实证主义，还是一种对
休谟进行改造和贯彻的实证主义），物理的自然以感觉主义的方式消融在感觉复合之中，消融在颜色
、声音、压迫等之中，而且与此相同，即使所谓心理因素也消融在同样的或其他的“感觉”之补充复
合之中，以上所说的这种观点也不会发生对我们来说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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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按照惯例，译者在这里可以而且也应该写一些自己的东西。
不过每次在译出一部著作之后，撰写自己文字的想法会一下子变得如此遥远。
这大概就是在理解伟大的和创造渺小的这两种思维活动之间的切换困难。
我十分清楚一些做翻译的同行为何几乎全然放弃了自己的书写。
但我自己还是想努力克服这种困难。
关于这部书的大致内容组成和产生背景等等，“编者引论”已经做了充分的说明。
没有必要再做论述，因为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这里的“译后记”，也只想记录译者在翻译过程同时也是仔细阅读过程中的主要感想。
这部文集所提供的是胡塞尔从1911年至1921年的文章与讲演的文稿，有的在胡塞尔身前或身后已经得
到发表，有的则在全集本出版前从未以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形式公开过。
若说1911年至192l的这段时间是胡塞尔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只会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
因为胡塞尔在其学者生涯的每个十年中都有重要的成就与贡献。
说这个阶段重要，主要是对我自己而言。
可以看出，从《逻辑研究》（1900／01），到“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1905），再到“现象学的
观念（五篇讲座稿）”（1906），以及“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1）的文章，加上这里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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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为胡塞尔文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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