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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其最基本的精神原则是“回到事情本身”，其核心是本质直观和先验还原的
方法，以及由此所发现的奠定人类知识基础的“纯粹意识”的意向性理论。
把上述精神、方法和理论运用于美学领域，便催生了20世纪西方美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象学美
学。
本书为厘清其学术理论渊源，以现象学方法为经，上溯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下及盖格尔、茵加登和
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力图从深层为现象学哲学和现象学美学作一个贯通，借以揭示现象学哲学与
现象学美学之间、现象学美学诸家之间在方法论方面继承改造发展演变之轨迹。
　　现象学美学是一个由众多美学业家组成的美学流派。
本书从胡塞尔哲学的深奥晦涩、高度思辨，让我们充分领教了现象学哲学的高深莫测，然后是盖格尔
、茵加登，然后是杜夫海纳。
随着课题的逐步拓展，在山重水复、疑惑彷徨的同时，也渐渐感到了柳暗花明的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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