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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间概念史导论》德文版的主要文本来源是马丁·海德格尔1925年夏季学期的马堡大学讲课稿（由
海德格尔本人手书但尚未按音标抄写）以及经过海德格尔授权同意并增补的西蒙?摩塞尔（SimonMoser
）的听课笔记，由佩特拉·耶格尔（PetraJaeger）负责整理、编辑并于1979年初版问世（本译本所依据
的是1994年的第三版）。
①《时间概念史导论》是海德格尔划时代巨著《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稿②，同时又被认为是海氏的一
部完全独立的代表作。
相对于《存在与时间》而言，《时间概念史导论》具有其独特的重要性。
而该书的最为研究者所看重的特色，就在于其中有五分之二篇幅的内容（即它的”准备性部分”）是
《存在与时间》中所完全没有的。
这部分内容基本上就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若干重要论题的讨论，并从中开掘出了经过海氏重新表达的
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
这是一种以比现象学本身更为现象学的方式来彻底地廓清现象学的内在趋向与问题的探析，而这些探
析向我们显出了海氏本人的”现象学的本体论”得以生成的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准备。
通过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积极推介与辩护，①读者若欲详知有关
《时间概念史导论》的文本来源、编辑与整理以及《时间概念史导论》的主要论题等具体情况，可参
看书末的”编者后记”。
②它的第一稿是1924年的马堡大学讲课稿《时间概念》，终稿即是1927年出版的《存在与时间》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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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德文版的主要文本来源是马丁&#8226;海德格尔1925年夏季学期的马堡大学讲课稿（由海德格尔本
人手书但尚未按音标抄写）以及经过海德格尔授权同意并增补的西蒙&#8226;摩塞尔（Simon Moser）
的听课笔记，由佩特拉&#8226;耶格尔（Petra Jaeger）负责整理、编辑并于1979年初版问世（本译本所
依据的是1994年的第三版）。
本书是海德格尔划时代巨著《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稿，同时又被认为是海氏的一部完全独立的代表作
。
　　1925年夏季学期，马丁&#8226;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开办了一个每周四学时的系列讲座。
在课程预告中，该讲座的标题为“时间概念史”，副标题是“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引论”。
本书就是讲座的主要内容：第一章：现象学研究的兴起与初步突破；第二章：现象学的基本发现，它
的原则和对其名称的阐明；第三章：现象学研究的初步成型和对现象学的一种既深入其里又超出其外
的彻底思考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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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国)马丁海德格尔 译者：欧东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1889.09.26－1976.05.26]，德
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
出生于德国西南巴登邦（Baden）弗赖堡附近的梅斯基尔希（Messkirch）的天主教家庭，逝于德国梅
斯基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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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讲座的课题及其探索方式  第一节  作为科学对象域的自然和历史  第二节  以时间概念史为线索的
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引论  第三节  讲座的大纲准备性部分  现象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　第一章  现
象学研究的兴起与初步突破 　 第四节  十九世纪下半叶哲学的形势。
哲学与科学　　　a）实证主义的立场　　　b）新康德主义——从科学论立场重新发现康德　　　c）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狄尔泰对于人文科学独立方法的探求　　　d）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狄尔泰
问题的肤浅化处理　　　c）哲学作为“科学的哲学”——作为哲学基础科学的心理学（关于意识的
学说）　　　  α）弗兰茨·布伦塔诺　　　  β）埃德蒙德·胡塞尔　第二章  现象学的基本发现，它
的原则和对其名称的阐明 　 第五节  意向性　　　a）作为体验之结构的意向性：对此的揭示和初步阐
明　　　b）李凯尔特对现象学与意向性的误解　　　c）意向性本身的根本枢机　　　  α）感知中的
被感知者：自在自足的存在者（寰世物、自然物、物性）　　　  β）感知中的被感知者：被意向状
态的方式（存在者的被感知状态，亲身具体的一在此之特征）　　　  γ）关于意向性基本性向之
为Intentio（意向行为）与Intentum（意向对象）之共属一体的初步阐明 　 第六节  范畴直观　　　a）
意向式意指与意向式充实　　　  α）自证作为呈示性的充实　　　  β）明见作为自证性的充实　　
　  γ）真理作为呈示性的自证　　　  δ）真理与存在　　　b）直观与表达　　　  α）感知的表达
　　　  β）简捷的和多层的行为　　　c）综合行为　　　d）观念直观行为　　　  α）防止各种误
解　　　  β）这一发现的意义 　 第七节  先天的原初含义 　 第八节  现象学的原则　　　a）“朝向
事情本身”这一座右铭的意义　　　b）现象学自我理解为对先天的意向性的分析性描述  　第九节  对
“现象学”这一名称的阐明　　　a）对这个名称各构成成分源本含义的阐明  ⋯⋯　第三章  现象学研
究的最初成型和对现象学的一种既深入其理又超出其外的彻底思考的必要性主干部分  时间现象的分
析和时间概念的界定　第一部分  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借此显露时间现象　　第一章  植根于存
在追问的现象学　　第二章  通过对此在的初步阐释厘定存在的问题　　第三章  由此在的日常状态出
发对此在进行最切近的阐释　　第四章  对之中-在的更为原始的阐释：此在的存在即为牵挂编者后记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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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准备性部分：现象学研究的意义和任务第一章　现象学研究的兴起与初步突破第四节 十九世纪下半叶
哲学的形势。
哲学与科学我们必须从十九世纪最后十年哲学的历史局面出发，来理清现象学研究兴起的历史。
这种兴起是由十九世纪科学意识的变革所决定的，正如这种科学意识是在唯心主义体系瓦解之后而完
成的一样——科学意识的此一变革不仅触及了哲学本身，而且触及了所有的科学。
由这一变革，我们将可以理解：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以怎样的方式重又尝试让科学的哲学获得一
种自身独具的权利。
这一尝试是在这种趋向中进行的：首先，让各具体的专门科学获得其独立的权利，与此同时又给相对
于这些专门科学的哲学确保一个特有的领地。
由此趋向出发，导向了一种带有科学论、科学的逻辑学这种本质性特征的哲学。
而这个特征就成了十九世纪后半叶哲学革新的标识。
其次，上述哲学革新不是在一种源本地回到被探究的事情中实现的，而是通过返回到一种历史上既有
的哲学，即康德的哲学而实现的。
因而，这种哲学就是传统主义的；它由此而接受了一套与完全确定的提问方式相应的完全确定的体系
，并进而在一种完全确定的立场中走向了具体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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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25年夏季学期，马丁?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开办了一个每周四学时的系列讲座。
在课程预告中，该讲座的标题为”时间概念史”，副标题是”关于历史和自然的现象学引论”。
课程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时间现象的分析和时间概念的界定第二部分：时间概念史的解释第三
部分：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基础上，为一般存在问题以及特别地为历史与自然之存在问题廓清研
究的视域。
但是，该讲座最后所真正完成了的内容，只是置于三个主干部分之前的”引论”以及第一部分。
在出版时，考虑到其篇幅较大，引论部分就被标示为”准备性部分”，它包括了以下三章：第一章：
现象学研究的兴起与初步突破第二章：现象学的基本发现，它的原则和对其名称的阐明第三章：现象
学研究的初步成型和对现象学的一种既深入其里又超出其外的彻底思考的必要性。
在《时间概念史导论》出版时，该讲座的唯一完成了的第一部分被称为”主干部分”。
在其中，又只有头两部形成了文字，而第二部的文字还相当简略：第一部：对研究领域的准备性描述
，借此显露时间现象第二部：解释时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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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间概念史导论》：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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