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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义的现象学思潮是现代西方文化中最富创新力和影响力的哲学运动。

本书所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广义现象学传人中国的历史、途径、成就和问题。
它主要涉及了德国的现象学(胡塞尔、海德格尔)、法国存在主义(萨特、加缪、梅洛。
庞蒂)和解释学(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利科尔、哈贝马斯、贝蒂、赫施)，此书
分三编对此分别加以详细阐述。
其中每一编都要介绍每种学说的基本特征，它进人中国的历史和方式以及在这种传播中起过作用的人
物、译作、论著和文章。
此外，还做了一些评论。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大部分是由从事于现象学研究的人士撰写的。
这样，一方面，此书不止于外在的介绍，而是带有作者的研究体验；另一方面，它必然带有比较强的
个人色彩或作者自己的学术视野的局限和影响；再有，此书所及范围只限于中国大陆的学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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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德里达指责海德格尔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的做法仍然囿于西方传统的“逻格斯中心主义”之
中，仍然处于在场的形而上学之内，应该抛弃任何对本源和中心的探求，在理解问题上“怎么都行”
。
而伽达默尔则极力表明德里达虽然在某方面是正确的，但在某种意义上还是误解了海德格尔哲学，从
而表明伽达默尔本人由海德格尔路线发展出的解释学也是反本质主义的，只不过，解释学问题上的反
本质主义并非主张“怎么理解都行”，而是主张理解的开放性。
严平还着重指出，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导致的是对存在、意义、真理等等的全面消解，从而走向了彻底
的虚无主义，“伽达默尔虽然也被人指责为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之嫌，但与德里达相比，他还是有
一个坚实的基础。
传统、形而上学、真理、语言，这些都在他身上有着非常深厚的基础和力量，这都是与德里达的虚无
主义有天壤之别的”。
这些讲法大致都是符合实际的。
除了以上三方面的论争外，伽达默尔解释学还激发了其他方面的解释学探索，其中最著名的有保罗·
利科尔、理查·罗蒂、卡尔·奥托·阿贝尔等人的解释学及其对伽达默尔的批评。
中国学者在谈及伽达默尔解释学所引起的反响和争鸣时，往往也要谈到它们。
由于我们觉得伽达默尔对这些解释学没有直接的回应，而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学者对那些明确回应的研
究情况，再加上我们在下一章中还要涉及解释学之争，所以，我们对这些方面就不便多作说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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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浙史:现象学思潮在中国》：从各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文化的发展大体上是通
过“认同”与“离异”两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的。
“认同”表现为与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阐释，“离异”则表现为对原有主流文化的批判和扬弃。
《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丛书希望能把这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冲击下，如何创立、冲突
、发展以及其走向作一较客观的（当然也会带有各位作者主观性）的描述、评论和展望。
本丛书共14卷，首卷为导论，其余13卷，大体按传入时间先后，每卷描述和评论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
西方哲学派别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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