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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胡塞尔是对当代大师级哲学家。
有着广泛影响的“书斋里的思想家”。
与苏格拉底、笛卡儿、康德一样，是哲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胡塞尔的现象学。
对意向活动。
尤其是对感知行为和想象行为的细致分析。
首先为欧洲大陆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为梅洛·庞蒂的感知现象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对符号行为、含义理论和判断理论的
独特理解和特别关注。
为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和逻辑哲学指出了新的视野；他的时间意识分析堪称哲学中最抽象、最形而上的
研究课题；他所提出的“生活世界”概念。
比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更为有力地影响着今天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并成为当代哲人思想的核心
成分；而对陌生意识的意向分析，则把意识现象学带入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当代许多重要的哲学家—
—舒茨、莱维纳斯、古尔维奇等都从中获益匪浅。
　　现象学对当代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艺术论、心理学、法哲学、神学、教育学、逻辑学，乃至
经济学都有着广泛的影响。
因此，现象学不是一个哲学学派，它是不时地进行自我改变。
并因此而持存在着的“思”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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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塞尔(1859-1938年)，20世纪最具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现代哲学的开创者。
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伽尔玛思想的出发点都是对胡塞尔哲学的反思。
胡塞尔和康德一样，均为书斋里的大思想家，一生都在哲学领域艰辛探索，并于1900年开始创立现象
学。
胡塞尔是犹太人，曾遭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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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其意识的综合  设定性、信念、综合、主题等第七章 理性和现实诸问题  意向对象的意义、命题等
关系  理性的现象学及其明证  现象学的理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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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自然认识离不开经验　　　人类是怎样认识自然的?它的源头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经验。
事实证明，我们从头至尾都无法逃离这些经验；同时，人们对这一认识的态度，也是按照自然的理论
态度而进行的。
　　我们的视野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就是世界。
这视野包括眼睛所能看到的和思想所能触及到的。
有关世界的任何一门科学，只要你的理论态度是自然的，或自然的态度占绝对支配地位，那么，当你
描述世界的实在事物的存在时，在概念上就不会混淆。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与其相对应的、可供其研究的领域，称之为对象域。
对象域里能够正确陈述的并有其合法性基础的全部知识，其源泉都来自于直观。
这样，直观就变为自身所予的存在，但并不排除其中有一小部分是原初给予(如经验给予。
——译注)的存在。
　　我们可以说：处于首位的自然的认识领域和该领域中这种直观给予的，即是自然的经验；而那部
分原初给予的经验就是知觉。
　　一个实在物的最初呈现，不管你是直观地去注意它或直观地去知觉它，都是同一回事。
　　知觉，藉着自然事物具备了原初的经验；但在我们的记忆中或预期中，并不会出现这种经验。
我们的内知觉(也可叫做自我知觉。
——译注)中有原初经验，一旦产生移情作用，比如，当我们对其他人及其体验进行体验的时候，这种
原初经验就会消失。
这时，我们是根据对某人的外在表现出来的知觉，来试图去把握这个人的体验，所以是经过了移情作
用的。
这时的行为，就不再是原初给予的行为了。
　　可能的经验和经验性认识的对象的总和，就是我们所称为的——世界。
世界也包括那些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并在正确理论思维中可认识的对象的总和。
　　不可分离的本质和事实事实的科学就是经验的科学。
任何实在物被经验的基本认知行为个别地设定着，它们在时空中是具体的存在物，并处于某个时间点
上，其本身具有时间的延续性和实在的内容。
　　这些内容，就本质来说，在任何其他时间点上也可以存在。
当它处于某个位置上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形态(如物理形态等。
——译注)。
但是，按其特有本质进行考察时，同一实在物也可能在其他位置上呈现出另外的形态，即它可以改变
，而不管它实际上是否已经改变，甚至可以用其他方式改变(不同于它应该改变的方式来改变。
——原注)。
　　我们可以说：存在着的每一个“个别存在”都是偶然的。
按照它的本质，它也许不是这样存在，显然有某些自然法则要求它这样存在。
比如，该法则要求它的某种实在状况须事实上存在，那么其确定的结果也必定存在。
　　这就是事实性规则。
但即使是这些规则的本身也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按照可能经验的对象的本质，由法则支配的可
能经验的对象，其本身依然是偶然的。
　　但是，这偶然性的意义，是由于与一种必然性相关而受到了限制。
这一必然性的特性是本质必然性，并同时具备本质一般性的关系。
如果我们按其自身本质表述某件(或任何。
——译注)事实是某种样子时，我们就是在表述：某件(或任何。
——译注)偶然事物的本质已经按其意义被我们纯粹把握了，并具有可以被归入任一种一般性等级的本
质真理。
　　一个本身就存在的存在物，例如声调，它本身具有一个本质(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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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又可被纯粹当做在个别声调中单独提取出来的一个材料性因素。
　　所以，本质是任何物质(或事实。
——译注)的共性，这是物质(或事实。
——译注)的普遍现象；这种普遍也是其最高的本质。
本质包括了一般时间规定、一般时延、一般形象、一般物质性等等。
本质的每种东西都属于该个体，而其他个体只是可能具有。
我们在论述诸个体的区域或范畴时，上述的最高本质普遍性才需要界定。
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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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现象学不是一个哲学学派。
　　现象不意味着一种共同的接近问题的方式。
理解各种人生、社会、世界的现象和本质内涵，以有他们的奠基关系，是现象学的基本任务。
　　感知、想象、图像意识、符号意义、判断、联想、良心、欲望、兴趣是现象学析的具体总题。
　　现象学不关心高高在上的纲领，只在乎接近事实本身的细致入微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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