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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自2002年出版这套“纯粹哲学丛书”已有五年，共出书12本，如今归入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凤凰文库”继续出版，趁改版机会，关于“纯粹哲学”还有一些话要说。
　　“纯粹哲学”的理念不只是从“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摆脱私利”、“摆脱低级趣味”
这些意思引申出来的，而是将这个意思与专业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结合起来思
考，提出“纯粹哲学”也是希望“哲学”“把握住”“自己”。
　　这个提法，也有人善意地提出质询，谓世上并无“纯粹”的东西，事物都是“复杂”的，“纯粹
哲学”总给人以“脱离实际”的感觉。
这种感觉以我们这个年龄段或更年长些的人为甚。
当我的学生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有所疑虑，消除这个疑虑的理路，已经在2002年的“序”中说了，
过了这几年，这个理路倒是还有一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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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塞尔的直观概念是其现象学“一切原则的原则”。
而以意向构成机制为主线，探究它的最初发生轨迹是《胡塞尔直观概念的起源：以意向性为线索的早
期文本研究》的主要任务。
历史的追溯总是以意向性和直观概念问的关系为焦点，并凭之拨开笼罩在胡塞尔早期思想上的重重迷
雾。
另一方面，文本的结构分析关注胡塞尔直观难题中的教个自相矛盾之处，从而揭示问题背后的形式一
内容模式之限度和该模式之外的可能解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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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外感知的对象是物理现象，而物理现象本质上被理解为心理内容。
布伦塔诺的外感知因此是心理现象，具有意向的“内存在”特征，它的对象是物理现象。
对“颜色”、“声音”、“温暖”、“气味”等物理现象的感知是典型的外感知的例子，“物理现象
的例子，在另一方面，是我看到的颜色、形状、风景、我听到的和声、我所感觉到的冷热、嗅到的气
味，以及出现在想象中的各种相似图像”①。
布伦塔诺对外感知的理解看来受到_了=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这些例子是洛克所说的“第二性质”，
是不存在着外在相关对象之“原型”的主观感觉。
他对“风景”的理解有些奇怪，根据克劳斯的解释，很明显布伦塔诺认为的是，人们不能看见“风景
”，除了一个有颜色和广延的集合体之外（广延不是物理现象的必然规定性）。
②　　布伦塔诺认为外感知的对象是“假象”，这与他认为外感知的现象仅“现象”地存在有关。
他认为，洛克已经证明冷和热是对自己的双手而非对水而言的，压迫眼睛会出现与有色物体所发的光
芒相同的现象，而物理学则向自己证明颜色无非是分子或以太的颤动。
布伦塔诺因此认为人们的外感知是可错的，因为现象不能告诉自己外部世界的真相。
　　布伦塔诺的内感知是与传统心理学的“内观察”相对的概念，准确理解它，首先就必须把它和“
内观察”区分开来。
内观察是使心理现象成为注意力的对象，布伦塔诺指出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真正的内观察严格
说来只有在记忆中才成为可能，而当人们集中注意力关注某一心理现象时，它已经过去了。
例如，当我开始关注愤怒时，它已经不再存在了。
这样的情况对内感知不会发生，它是在心理现象发生的同时对心理现象的感知行为，是伴随性意识。
布伦塔诺说：　　每一个心理行为都是被意识的；它包含一个对它自身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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