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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力从现象学美学的方法论特征入手，系统地研究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茵加
登及杜夫海纳等人的美学思想，以及他们在艺术、审美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行文流畅，思路缜密，时
有新解，为一本具有一定价值的学术著作。
    本书是国内目前第一部对现象学美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专著。
全书把现象学美学在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作为全书研究的重心，并且贯穿始终。
作者一方面关注各个现象学美学家在思想上的传承关系，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通过比较揭示他们相互
之间的分歧和差异，并且对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各家学说的
明确判断和独立主张，进而使全书具有了宏观的理论视野和较强的历史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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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接受与改造    尽管胡塞尔对传统思想的批判实际上已经上溯到了由柏拉
图所确立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但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的任务。
与之不同，在他的引导下走上现象学道路的海德格尔，其兴趣却从一开始就集中在本体论方面。
按照他的说法，他最早的哲学兴趣就是由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多种意义》
所唤起的。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曾经区分了“存在(是)”的四种含义：属性、范畴、真假、潜在或现实
。
布伦塔诺通过对这四种含义的讨论，认为范畴意义上的存在乃是存在或是的主要含义。
海德格尔由此而提出这样一个纠缠了他一生的问题：“如果存在者有多重含义，那么哪一种含义是它
的主导的基本含义呢?什么叫做存在?”    海德格尔既然把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彻底改变了，自然也就必
须对现象学的基本内涵进行一番改造。
为此，他对现象学一词的含义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释。
通过词源学的分析，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是说：让人从显现的东西本身那里，如它从其本身所显
现的那样来看它”，而这也就是现象学的座右铭“面向事情本身”所表达的内涵。
这表明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研究不需要拘泥于胡塞尔的看法，只需要符合现象学的精神和原则就
可以了。
按照这种精神，现象学一词所表述的就只是一种通过直接展示和描述的方式来把握对象的方法，至于
究竟把握何种对象则并无具体的要求。
因此，胡塞尔要求现象学必须把纯粹意识或先验自我作为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站不住脚的。
不过，这显然还只是从形式上确定了现象学一词的含义。
深入一步来看，尽管现象学方法在理论上可以用来把握任何对象，但最需要研究的对象则是那些处于
隐蔽状态的、未显现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则只能是存在者的存在，因为存在者总是已经以各种各样
的方式显现出来了，而存在自身则仍处于遮蔽状态，这就需要通过现象学的方法来加以把握。
因此，“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意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式和衍生物。
”如此一来，现象学就成了存在论或本体论的研究方法，而存在问题则成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存
在论与现象学不是两门不同的哲学学科而并列于其他属于哲学的学科。
这两个名称从对象与处理方式两个方面描述哲学本身。
”    在彻底改变了现象学的研究对象之后，海德格尔又对现象学的方法进行了改造，使其转变为一种
存在论意义上的解释学。
在他看来，现象学方法之所以具有诠释学的性质，首先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存在的意义问题所具有
的形式结构所决定的。
这一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存在的意义已经有所领会，或者说我们已经活动在
对存在的某种领悟中了，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有此一追问。
当然，这种领悟仍然处于一种前存在论的状态，因此尚无有关存在意义的明确概念可供利用。
但这无论如何已经表明，我们所是的这种存在者——此在——在存在论上具有某种特殊的优先地位。
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对存在的领悟本身就是此在的存在规定。
”因此，探询存在的意义问题，就必须首先从存在论上澄清此在的存在机制。
如此以来，以对此在的生存论分析为使命的基础存在论就成了现象学的基本任务。
那么，关于此在的现象学分析何以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呢?这是因为，此在对于存在意义的把握并不
是通过现象学的直观活动，而是通过诠释学上的理解和领悟活动来进行的。
“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悟宣告出来。
此在的现象学就是诠释学。
”与这种本源性的领会相比，直观活动的优先地位就被取消了：“‘直观’和‘思维’是领会的两种
远离源头的衍生物。
连现象学的‘本质直观’也植根于生存论的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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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番改造，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就被海德格尔转换成了关于此在的诠释学。
P.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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