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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所关涉的不可能是某些可以从定义上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的术语，而只是一些用来进行描述
和对比的手段，它们的意义必须根据具体的人析状况而从每一个个别情况中得到原初的、新的吸取。
　　胡塞尔始终是一个描述性的哲学家，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即使在他思想发而展的后期，当胡塞尔偏重于发生现象学的研究并因此而或多或少地进行解释性的操
作时，他的总体研究风格也仍然只能用来描述来概括。
而描述-尤其是现象学的描述-具体有两方面的依赖性：一方面是它对直观的依赖性：它仅仅描述在直
观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试图对非直观的背景因素做因果的解释或思辩的揣，另一方面，描述必须
依赖于语词概念：在直观中所看到的图像越是丰富，对它们的描述所需要的词汇也就是繁多。
胡塞尔因此在他一生的操学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现有哲学术语，并且自己同时还生造了众多的专用词
汇供作描述用。
很可能在哲学史上没有另一个哲学家会像胡塞尔那样需要诉诸于如此之多的概念表述。
　　概念是思维的细胞。
每个想学点胡塞尔现象学的人都应首先完全理解其哲学概念。
　　胡塞尔现象学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汉语学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影响，但随着胡塞尔现象学文献的
大量翻译和出版，现象学概念的中文译名问题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混乱，而胡塞尔的严格描述性理想
偏偏又使他或挪用或生造了数目繁多的名词术语，这就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译名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胡塞尔的同一个概念被译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中文名称，如“
先验的”和“超验的”源于同一个概念“transzendental”，“透视变形”和“射映”译自
“Abschattung”，“当下拥有”、“呈现”、“现前化”和“当前化”其实都指“Gegenwaertigung”
，等等不一而足；其二，看似相近却具有本质差异的概念只有一个中文译名，例如“original”和
“originaer”涵义不同，却同被译为“原本”，“Aktualitaet”和“Wirklichkeit”被笼统译作“现实性
”，“urspruenglich”、“primordial”和“primaer”被平均化为“原初的”等等（若单纯根据语言词
典的释义，上面的译名并不算错）。
　　这一问题不仅让初入现象学之门的人容易误入歧途，而且给现象学在汉语言空间内的探讨和交流
带来重重困难，不止如此，这一问题还影响到应用现象学的健康发展，现在已有学者尝试把传统文化
和现、当代历史置于现象学视域之中进行观照，但这一视域中的“路标”却依然模棱两可！
在这样的时候，倪梁康先生的著作《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以下简称《通释》）的出版可以说是
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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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梁康，1956年生于南京。
除去两年的农村插队劳动以外，始终在学校读书、教书、研究。
在南京大学获硕士学位，弗莱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卡塞尔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乌泊塔尔大学做洪堡项
目研究。
发表著述有：《胡塞尔：通向先验本质现象学之路》（硕士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
（博士论文，德文）、《现象学及其效应》等论著，以及“胡塞尔哲学中的‘原意识’与‘后反思’
”等论文，《逻辑研究》等译著。
并参与编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等国内外期刊和丛书。
现任教于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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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为教育部留学归国人员研究基金项目资助，同时也是德国洪堡基金会
的研究项目。
　　　　撰写《通释》的意向主要由胡塞尔的特殊哲学风格引发。
胡塞尔始终是一个描述性的哲学家，而描述――尤其是现象学的描述――具有两方面的依赖性：一方
面是它对直观的依赖性：它仅仅描述在直观中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试图对非直观的背景因素做因果
的解释或思辨的揣测；另一方面，描述必须依赖于语词概念：在直观中所看到图像的越是丰富，对它
们的描述所需要的词汇也就越是繁多。
胡塞尔因此在他一生的哲学研究中使用了大量的现有哲学术语，并且自己同时还生造了众多的专用词
汇供作描述用。
很可能在哲学史上没有另一个哲学家会像胡塞尔那样需要诉诸于如此之多的概念表述。
除此之外，在胡塞尔现象术语方面还有两个特征引人注意：其一，胡塞尔是一个极为严肃的、视哲学
事业为生命的哲学家。
他在其一生的思想发展中不断地修改和纠正他自己的思想，而作为这些思想长河之水滴的概念范畴也
自然也就处在不断的变化流动之中。
其二：撇开他自己生造的哲学术语不论，胡塞尔还常常有意无意地在他的描述中有区别地使用一些日
常生活中的同义词，这些区别虽然细微，但清晰可见，而且往往具有本质差异。
　　　　撰写《通释》的一个主要意图或奢望便在于用一种积极的态度来面对并克服这里汉语领域胡
塞尔研究中出现的术语问题。
近年来大陆和台港地区现象学研究日趋增强，有关的著述与翻译不断问世，《通释》试图在某种程度
上对胡塞尔概念的概念术语作出初步的确定，以便能为尽早形成在这些术语之中文翻译上的统一创造
条件。
另一方面，《通释》不仅想面对阅读、研究和翻译胡塞尔原文的专业研究者，而且也想服务于更为宽
泛的读者群，即服务于那些无法接触胡塞尔原文、只能阅读和诉诸其中译文的读者。
《通释》的一个重要意图就在于，为这些读者进入胡塞尔的巨大思维视域提供一条可能的通道；一个
哲学读者，即使他在胡塞尔现象学方面无所准备，也应当可以借助于《通释》而获得对胡塞尔思想的
初步理解，甚至可以具体地通过在《通释》中对胡塞尔现象学一、二手资料的介绍而获得对胡塞尔文
字风格以及对由一些中心概念所标识的现象学基本问题的初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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