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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
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
的各派代表作品。
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
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
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
又利于文化积累。
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2000年先后分九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六十余种。
现继续编印第十辑。
到2004年底出版至四百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内容概要

　　本书系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的主要著作之一。
1933年，胡塞尔被希特勒政权逐出大学，但仍未放弃和中断研究，1935年之后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有
关现象学的讲演，次年汇集成书。
胡塞尔在书中第一次阐述了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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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胡塞尔 译者：王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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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导言
第二版附言
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
第一部分　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表现的科学危机
1　鉴于科学的不断成功，真的存在着科学危机吗？

2　实证主义将科学的理念还原为纯粹事实的科学。
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其对生活的意义
3　借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理念的新构想，欧洲人的自律性得以奠立
4　新的科学在起初成功之后的失败以及这种失败的未被阐明的原因
5　普遍的哲学之理想及其内在的解体的过程。

6　为了人的意义而斗争的近代哲学史
7　本书的研究计划。

第二部分　澄清近代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
8　科学普遍性的新理念在数学的改造中有其起源
9　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
10　二元论在自然科学之占支配地位的典范作用中的起源。
“几何学式的”世界的合理性。

11　二元论是理性问题不可理解的原因，是科学专门化的前提，是自然主义心理学的基础。

12　近代物理学主义的理性主义之总体特征。

13　心理学中的特理学主义的自然主义之一些最初的困难：有所成就的主观性之不可理解
14　对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特征之预先说明，作为近代思想史意义的这两种理念的斗争。

15　对我们的历史考察方法反思。

16　笛卡儿既是客观主义的理性主义之近代理念的创立者，又是冲破这种理念的超越论动机创立者。

17　笛卡儿的回归到“我思”。
对于笛卡儿的悬搁之意义的说明。

18　笛卡儿对自己的误解：对由悬搁所获得的纯粹自我之心理学主义的歪曲。

19　客观主义的急迫关注是他误解自己的原因。

20　笛卡儿那里的“意向性”。

⋯⋯
第三部分　对于超越论问题的澄清以及与此相关的联系
增补
校勘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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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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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作为欧洲人根本生活危机表现的科学危机§1鉴于科学的不断成功，寞的存在着科学危机吗
？
我必须估计到，在这个致力于科学的场所，“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心理学”这个演讲题目就已经会引起
反对意见了。
我们真的能够谈论我们的科学的危机吗？
现在经常听到的这种说法是不是一种夸张之辞呢？
然而科学危机所指的无非是，科学的真正科学性，即它为自己提出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而制定方
法论的整个方式，成为不可能的了。
这种情况也适合于哲学。
哲学在我们今天正面临被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压倒的危险。
只要心理学还提出哲学的要求，而不只是想成为一门实证科学，它也会处于同样的情况。
但是我们如何能够明确地，十分严肃地谈论一般科学的危机，因此也谈论实证科学，其中包括纯数学
和精密自然科学的危机呢？
对于数学和精密自然科学，我们一直称赞它们是严格的最富有成果的科学学科的典范。
确实，它们在系统理论构造的以及方法论的总的风格方面表明是可以改变的。
只是在最近，它们才打破这个方面在经典物理学名义下出现的构成威胁的僵化状态。
说它们构成威胁，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在几个世纪里经受住考验的风格的尽善尽美的完成。
但是反对经典物理学理想的胜利斗争，同样还有围绕数学的真正适当结构形式而仍在继续进行的争论
，难道就意味着此前的物理学和数学尚不是科学的吗？
或者意味着，它们既然带有某些不明确和暖昧之处，在它们的研究领域中就确实没有取得自明的洞察
吗？
这些洞察，即使对于我们这些消除了这种障眼物的人，难道不也是令人信服的洞察吗？
当我们使自己置身于古典主义者的立场上时，对于由这种态度如何取得全部永远有效的伟大发现，以
及有充分理由令前代人惊叹的大量技术发明，我们不是由此洞察而完全了解了吗？
物理学不论是由牛顿，或普朗克，或爱因斯坦，或未来的任何其他人代表，它过去始终是而且将来仍
然是精密的科学。
尽管那些认为总体理论结构的绝对最终形态是永远期待不到，永远不应去追求的人是有道理的，它仍
然是精密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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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编者导言《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论的现象学》是胡塞尔最后一部重要著作。
基本的手稿写于1935—1936年(1)。
胡塞尔从1934年到1937年在《危机》一书的范围内进行写作。
产生这部著作的外部原因，是维也纳文化协会邀请胡塞尔演讲。
胡塞尔应邀于1935年5月7日在维也纳作了一次演讲，应普遍的要求，5月10日又重作了一次。
维也纳演讲的题目是：《欧洲人危机中的哲学》。
演讲的本文在这里是第一次发表(参看“增补”第314页。
以下)。
胡塞尔在1935年7月10日写给茵加登的信中谈到了他的维也纳演讲：“在维也纳真令人惊奇。
因为应该来这里演讲的决定作得太晚了，而且是在布拉格的演讲拖延以后决定的，另外还由于其它的
干扰，我来到这里其实并没有带着现成的稿子。
我克服了过度的疲劳，于5月7日作了演讲，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
我根据最主要的东西自由发挥。
题目是《哲学与欧洲人的危机》。
前半部分是从目的论的一历史的角度(从哲学上)阐明欧洲人的(或“欧洲文化的”)哲学理念。
  第二部分：阐明从19世纪末开始的危机的原因，哲学或者它的分支，近代的专门科学失败的原因，它
的使命(它的目的论的功能)——即给作为理念应在欧洲历史地生成的更高的人的类型以规范指导——
失败的原因。
第一部分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演讲，它用了整整一个课时。
因此我想就此结束，并为主题压缩得过紧而表示歉意。
但是听众一定要我讲下去，因此在休息之后我继续讲，我发现听众对于第二部分也有非常强烈的兴趣
。
两天以后①，我不得不再一次重复这个演讲(而且又是座无虚席)——虽然是再一次重复，却用了两个
半小时”。
    当年11月，胡塞尔应“布拉格人类知性研究哲学小组”的邀请，在布拉格的德语大学和捷克语大学
分别举行了两次演讲②，后来他将这些演讲扩展为原来的《危机》这一著作。
    胡塞尔在由A．利贝尔特于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哲学》(philos—ophia)杂志第一卷(1936)上发表了《
危机》这部著作的开始的部分(即第一，第二两部分)③。
1937年1月7日，胡塞尔收到校完最后一校的清样。
第三部分，而且实际上是这部书的中心部分(即ⅢA和B)，本来也应发表，然而由于胡塞尔打算重新修
改，将稿子压下了。
直到疾病发作(1937年8月)——这场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一直不倦地从事《危机》的写作。
按照保留下来的手稿，这项工作可以逐月地追寻。
正文仍然是未完成的。
在这几年里，胡塞尔与他当时的助手E．芬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与芬克详细讨论过这部著作，芬克
还将正文的速记手稿誊清。
本书继续写作的x、提纲是由芬克写成的，这个提纲作为附录X础载于本卷中。
正文的速记手稿未能保存下来，也许是在芬克誊清以后，胡塞尔将它销毁了。
甚至正文第一、二部分的打字稿也是残缺不全的，因为这两部分在《哲学》杂志上发表以后，胡塞尔
就将打字稿当草稿纸用了。
    这些写于晚年的，全都这样那样地与《危机》的问题联系着的手稿，在胡塞尔逝世后，由H．I。
．万·布雷达归人到KⅢ类中。
这种编排并没有思想上的连贯性，而只是为了在档案中清楚标明所发现的从1934到1937年的速记手稿
，这些手稿在芬克与兰德格雷贝1935年进行整理时并没有包括进来。
    在这里首先涉及到所谓的研究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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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前的版本中①已经指出，胡塞尔的手稿可以分成三组：胡塞尔本人已经指明要发表的手稿；胡塞
尔当时并没有想直接发表，而归人第三类的手稿，如演讲手稿；最后是工作手稿和研究手稿，那是胡
塞尔为了澄清某个问题为自己而写的，因为我们知道，胡塞尔经常总是将自己的思考用文字记载下来
。
    出于一些很容易想到的理由，卢汶胡塞尔档案馆的领导人决定着手发表第一组手稿。
原来曾计划，接下来发表演讲的手稿，最后发表研究手稿。
发表研究手稿面临着一些特别的任务。
胡塞尔的思想进程有时是跳跃式的。
胡塞尔提出一个问题，然而在准备阐述这个问题时，他却被一个潜在的，而现在成了注意中心的问题
吸引住了；以后他又给出一个很长的概述，其目的只是要在现在将州以前思考过的东西保留下来。
如果他在一个问题上停留下来，那么经常的情况就是，他总是对这个问题一再地重新思考，重复，对
写好的东西修改，批判，或干脆将它搁置起来。
没有人会否认这种手稿对胡塞尔的研究者有用，然而问题是，它们是否直接就适用于提供一种对现象
学的了解；常常是极其错综复杂的道路，各种各样问题的相互交错，离开预告过的主要道路，在常常
是荆棘丛生的歧路上反反复复地思考，这一切是否会使人眼花缭乱，以致使胡塞尔的研究者失去了本
来的方向呢?现在当然有一种可能，即通过编排和选择从研究手稿形成一种新的手稿。
但是这种解决办法被胡塞尔档案馆的领导人拒绝了。
经常与胡塞尔接触的胡塞尔生前的合作者能允许自己做的事情，甚至是应胡塞尔的要求而能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却是不可以做的。
如果研究手稿被发表，就只能按照它们原来的形式发表。
不过有一种可能性，即从研究手稿中进行选择，围绕确定的主题对它们分组。
在当前情况下，就是这么做的。
研究手稿是联系胡塞尔确定发表的正文一起发表的。
正文勾画出在相应时期胡塞尔的问题得以保持的那些方面，而研究手稿则补充和丰富了这种论述，另
一方面，也使他必须克服的那些困难清楚地显露出来。
不过在这里应该明确地说，研究手稿的编排是由编辑者进行的，胡塞尔本人并不曾想直接发表这些研
究手稿。
    因为当前题目中涉及的研究手稿总数非常可观，这里所发表Ⅶ的必须限于一组确定的手稿，即KⅢ
组手稿。
即使是这一组手稿，也必须进行选择(这一组包括32份手稿，其中一些篇幅超过200多页)。
但愿在以后的版本中这一组手稿的其余部分有可能发表。
    毋庸讳言，这种选择仍然是一种冒险的事情，决不是不容批判的。
为了避免在这种选择中过多地表现出编辑者的兴趣，明确规定必须根据正文本身加以选择的原则，并
且对于以附录形式发表的研究手稿的每一本文，都指出可参照与之有关的正文的某个或某些章节。
但是不能将这种参照仅仅理解为，仿佛这个附录只能说明这一确定的章节，而应该说这种参照只起一
种提示作用。
越深入研究胡塞尔的问题，就越能清楚看出问题的繁杂，对于有关章节的这种参照也就越失去效用。
还应该提到，这里选出的手稿中，有一些不仅与《危机》一书的本文有联系，ffffJl~--般地与胡塞尔哲
学研究的发展有联系。
  这一卷分成两个部分：正文和增补。
在增补部分又将独立的文章和附录分开。
文章应对危机问题的形成提供说明，不过在这里发表这些文章时也必须有所节制，以免打乱正文与增
补之间的平衡。
第一篇文章产生于1926--1928年这段时间。
它所探讨的是在《危机》中甚至被赋予了特殊重要性的理念化问题。
第二篇文章大约产生于1930年，也许写于1928年至1930年之间，是用来区分自然科学的态度和精神科
学的态度的，而精神科学的态度恰好是《危机》第二部分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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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文章是维也纳演讲(1935年)。
    一些补充说明应该允许纳入到本书的内容中。
这是首次发表瑚的胡塞尔借以明确表明对历史的态度的，特别是将哲学的历史性当作主题来讨论的著
作。
即使是维也纳演讲就已经以对历史的某种见解为基础了。
在这里，历史被理解为超越于自然的态度(作为自然的一实践的态度)，自然的态度是借助直接给予的
东西进行的说明，哲学的理论(e￡∞pca)——按照胡塞尔的看法，哲学理论是一种对于原初感兴趣的
生活的悬搁——的发展，实际上变成了对于存在者整体的把握。
另外，与这种整体性要求一起，还首次产生了无限东西的理念，这种理念对于西方人是十分重要的。
这种转变——在胡塞尔看来，它同时又是对于神话东西的克服——首先使欧洲科学的形成成为可能，
这种科学后来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对它与哲学的关系产生了错误认识。
    在这里不应企图去批判胡塞尔有关历史或希腊文化的本质的观点，也许更重要的是理解，为什么胡
塞尔必须以这种明确的方式去看待希腊文化，为什么历史的本质会对他如同在《危机》一书中或者在
当时的研究手稿中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那样显露出来。
对于胡塞尔来说，处于问题中心的是：为什么在近代科学取得辉煌进步的同时却产生了科学的危机，
而这种危机同时又是欧洲人的危机呢?因此他特地深入探究了近代科学在伽利略那里的形成。
在  本书第二部分的初稿中，论述伽利略只用了一节篇幅，而在对原稿进行修改时，论述伽利略的部
分扩充了，占了第二部分的一半(参看§9)。
在伽利略之后，胡塞尔详细讨论了笛卡儿，因为他发现在笛卡儿那里有两种方向——即物理学主义的
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主观主义——结合在一起，这两种方向在它们后来的争论中对哲学造成了严重后
果。
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甚至加了这样一个标XIX 题，即：“澄清近代物理学主义的客观主义和超越论的
主观主义之间对立的起源”。
(在附录中胡塞尔的重复阐明，对于解释笛卡儿也是重要的)。
在这里不想详细研究胡塞尔关于欧洲近代哲学的全部叙述(胡塞尔特别注意英国哲学)——我们始终考
虑到胡塞尔关于近代科学受挫折的原因的提示——，因为这里所要做的，只是概述胡塞尔的问题范围
。
在这种考察中，经常指导着胡塞尔的隐蔽的先见的就是，随同希腊哲学一起向欧洲人显现的目标，即
“想要成为由哲学理性造就的人，并且只能成为这样的人”的目标，丧失了，因此哲学作为“人类本
身生而固有的普遍理性显露的历史运动”的意义也丧失了。
通过他指出要取代哲学的科学，如何因为看不到并且肯定看不到哲学的真正的意义的基础，因为哲学
关于说明存在者的整体要求失效了，而必然会失败，通过指出这些，而使上述的目标再度成为可以看
见的，这就是胡塞尔真正根本关心的事情。
    在胡塞尔思想的这个时期，一再使他思考的，是生活世界的存在论问题，所谓生活世界，即在一切
科学之前总是已经能够达到的世界，以至科学本身只有从生活世界的变化(在理念化的意义上)才能理
解。
在“生活世界”与“自在的真的世界”(科学的世界)之间的对立中，重心必然会从对作为所谓真的世
界的诸存在者的科学把握向生活世界转移。
但这并不是为了简单地停留在指出“生活世界，，的结构上，而是因为只有在生活世界的实现中，超
越论的自我的发挥功能的成就才能被认识。
这种成就本来应该由心理学揭示出来，并变成可以理解的。
但是心理学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它过于被按照自然科学模式理解了，因此它完全不能真正领悟
主观的本质。
    胡塞尔确信，这种正是在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分裂中才获xx得其表现的本质上的缺点，只有借助
超越论的现象学揭示出原初的目标才能克服，而这个目标则是通过揭示出超越论的自我而变成可以看
得见的。
根据他的看法，近代形而上学的发展，只有作为向现象学的发展才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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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危机》这部著作——它因此应指出欧洲的真正生活危机的原因——同时应被认为是超越论现象
学的导论。
从对这整个问题的讨论中，现象学应该真正证明是基础的哲学，即是实现普遍认识的要求的学问——
是普遍的科学。
    这部著作的导引的功能在第三部分A和B的标题中明确地表达出来了：“从生活世界出发通向超越论
现象学的道路”和“从心理学出发通向超越论现象学的道路”。
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能直截了当地从生活世界或心理学出发描述出来，而是说，现象学首先使生
活世界所表明的东西，心理学本来应该是的东西，成为可以理解的。
然后才有一条从这样理解的生活世界和心理学出发通向现象学的自然的道路。
因此，为了按原来的样子把握生活世界和心理学，然后由它们出发能看到这个基础(即现象学)本身，
我们必须站在现象学的基础上。
随着对生活世界的真正理解，同时也就揭示出科学始终已经站立于其上却没有看到的基础。
因此，现象学使科学对自身理解成为可能；随着对于心理学的真正理解——这种理解就在于揭示出超
越论的主观性——，现象学提供了重新理解主观与存在者的关系，和消除带来严重后果的客观主义与
主观主义之间的断裂的可能性。
按照胡塞尔的意图，所有这些最后一定会导致使对人的理性的信仰——这种信仰在希腊人那里第一次
显示出来，在文艺复兴时期支配了人类——重新确立起来，由ⅪⅡ此，对作为理性自身实现场所的哲
学的信仰，也会重新确立起来。
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哲学在历史上就是人的理性向自身的复归，在哲学中，人类实现了对自身的辨明
。
由此也产生出一种哲学的伦。
理学功能：指导人类成为它必须成为的东西。
    《危机》这部著作并没有完成。
在芬克的提纲中提到的第四部分，即“将全部科学都收回到超越论哲学的统一之中的思想”并没有论
述过。
但是找到了一些笔记，在其中胡塞尔正是与历史相关联概述了哲学的本质。
这些笔记之一——它同时提供一种全面的概观——被置于本书的结尾(§73)，另外一些稿件则作为附
录提供出来。
即使《危机》一书是以一些使胡塞尔作为伟大的理性主义者的继承人出现的论述结束的，这也不应诱
使人们以一种片面的观点去理解他。
这里需要做的，宁可说正是领会和理解他的思想的潜藏的多样性——他的思想常常甚至与他自己的表
达相反——，以使他所关心的事情能取得成果。
或许正是发表他的研究手稿——如在这里首次尝试的——能对此有所帮助。
  由于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文化部和科隆大学的慷慨支持，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于1951年秋得以建
立。
这个档案馆是在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建立的。
这样，德国的研究者就可以使用胡塞尔的遗著了。
在科隆胡塞尔档案馆，存有迄今全部胡塞尔速记手稿改写本的副本，未改写的速记稿目录，以及研究
胡塞尔所必需的卡片索引资料。
正在与卢汶胡塞尔档案馆合作出版胡塞尔著作全集。
此外，在胡塞尔档案馆的范围内，定期举xxⅡ行演讲，以及与德国和外国哲学家的讨论。
胡塞尔档案馆的馆长是K．H．福尔克曼一施鲁克教授。
  在这里应该向所有为科隆胡塞尔档案馆的建立和维持而尽过力并仍在尽力的人士表达衷心的感谢。
特别应该感谢文化部长托伊奇夫人，以及当时的科隆大学校长J．克罗尔教授，当时哲学系主任J．科
赫教授，以及行政主管P．施奈德。
  正如在第四卷导言中已经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巴黎召开的第四次会议(1949年)的全体大会决
定，授权总干事促进哲学和精神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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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1年11月的会议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会应国际哲学一人文科学联合会的请求，批准再
一次给予胡塞尔档案馆(卢汶)财政资助，供准备出版胡塞尔手稿之用。
  感谢欧根·芬克教授惠允在《危机》一书中发表他的两个附录。
对于玛利·毕麦尔一魏策尔和鲁道夫·鲍姆在出版工作中的有力帮助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瓦尔特·毕迈尔                                         1953年12月于科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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