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时间性：自身与他者>>

13位ISBN编号：9787214049216

10位ISBN编号：721404921X

出版时间：2008-4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恒

页数：205

字数：1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

内容概要

法国犹太裔哲学家列维纳斯是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伦理学家。
他最为彻底地反对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最激进的真正意义上的“
他者”理论，成为当下几乎所有激进思潮的一个主要的理论资源。
本书就是对这种他者言说的学理性梳理，是国内第一本对作为现象学家的列维纳斯的哲学思想的追溯
性研究著作。
其主要观点是：时间问题是现象学思想传统中一以贯之的根本，胡塞尔的时间意识就是主体性本身，
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性就是存在的境域，而对于列维纳斯，正是在时间中才有真正的他者出现，或者说
与他者的关系才真正有时间的呈现。
时间之谜，就是主体之谜，就是他者之谜，列维纳斯正是基于时间，才另立了“作为他者的主体”这
一后现代伦理之要义。
本书适合于德国和法国哲学、后现代思潮、伦理学等方面的研究者和有兴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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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胡塞尔的直观原则：反思本性与时间一意识“直观”概念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具有中心意义，
甚至可以说，唯一能使所有现象学家联合起来的信念就是“直观”概念。
①胡塞尔在《观念Ⅰ》中称“直观”原则是“一切原则之原则”。
②“直观”的“明见性”所实现的，一方面是自笛卡尔以来整个西方知识论的理想，即对本质和真理
的“相应感知”；另一方面是“赢得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关于‘起源’的领域”③，使20世纪的
哲学得以在一个源始的维度上全面展开。
因此，对“直观”概念进行梳理，就不仅仅是胡塞尔研究的一个课题，也可以说是对整个现象学哲学
进行的一次溯本清源式的工作。
在本书的论域中，它决不仅是构筑了一个进行现象学操作的平台，实际上，就在这个本身似乎就最具
明见性的方法论或操作性概念中，隐藏了现象学奠基者潜在的思维模式和哲学理念。
随着对直观的路径和脉络的溯源式的梳理，我们不仅会发现反思的悖结，还会揭示出作为根基的先验
自我以及（更重要的）先验主体性与时间一意识的那种表面为套接、实际是一体的关系。
这种起源于德国唯心论哲学传统的、作为生命的意识主体性，随着胡塞尔从本质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
的奋进，甚至一直布展到清醒意识的最初和临界状态：再纯粹的被动也仍然是综合的，最微弱的触发
也依然是自身的。
换句话说，被动综合和自身触发都是在胡塞尔的作为绝对主体性本身的时间一意识中进行的。
当然，我们首先必须努力进入具有明见性的现象学直观的领域。
第一节 本质直观：充实与构造鉴于直观问题涉及太多的方面，在工作的开始阶段，本节只力图把直观
概念从自然态度中剥离出来，并清理出一个以后讨论的平台。
对其中的关键问题，我们将以《逻辑研究》中“第六研究”的“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一章为核心展
开论述，以初步清理出胡塞尔“直观”理论所实现的两个方面的理想的内在理路与切实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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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间性:自身与他者(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列维纳斯)》适合于德国和法国哲学、后现代思潮、伦理学
等方面的研究者和有兴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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