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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文库”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
面的优秀著作。
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
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名著。
大凡名著，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启迪民智的典籍、打动心灵的作品，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
瑰宝，均应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传之久远。
“中国文库”收集百余年来的名著分类出版，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对20世纪出版业
绩的宏观回顾，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
出贡献。
大凡名著，总是生命不老，且历久弥新、常温常新的好书。
中国人有“万卷藏书宜子弟”的优良传统，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中华大地读书热潮
空前高涨。
“中国文库”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心和历史使命感，帮助更多读
者坐拥百城，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以此获得丰富学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此.我们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贯彻“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以登高望远、
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披沙拣金、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精益求精、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投入到这
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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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由近代转向现代，这是一般史家的概念，这个概念当然并不是完全按照外在的
计时方法来区分的，近代和现代之间，在哲学上不像在现实的历史中有一条明确的时限可划。
哲学之所以能划分为近代和现代，是因为在这两个时期中，哲学有各自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问题，虽
然这些问题之间也不是可以完全分割开来的。
以问题来分，我们也许可以用“古典”和“现代”这两个概念来概括这两个时期的问题特点更为清楚
一点，这就是说，哲学问题中，有“古典的”问题，也就有“现代的”问题。
这样，在哲学里，时间的划分并不是绝对的，时间较早，也可能出现思想较新的哲学家，如基尔克特
，与其说他是“古典的”，不如说他是“现代的”；而休谟，莱布尼兹，从另一个系统的眼光来看，
则似乎要比康德更具有现代意义。
因此，“古典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划分，自有其哲学理论上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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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叶秀山（1935～ ），江苏扬中人。
当代著名学者。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分别探讨了卡西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杜弗朗等西方著名哲学家有关现象学
的哲学思想，分析了现代现象学与哲学、美学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关系。
全书语言流畅，析理深刻，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
本书使用的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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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解释世界的“形式”　二、艺术与神话　三、艺术作为一种符号形式　四、艺术与历史第三部
分心理（精神）世界的探索——胡塞尔的现象学　一、反对心理主义——严格划分逻辑、心理、物理
的界限　二、观念（理念）的世界　三、“人文科学”之建立第四部分现代现象学思潮与黑格尔哲学
·　一、“绝对的精神”与“纯粹的心理”  　二、理智的直观与本质的显现　三、辩证思维与精神
现象学  第五部分海德格尔在“思想”的道路上　一、海德格尔的哲学的“变革”　二、“Dasein”与
本源的时间性　三、语言、诗和思想第六部分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的危机　一、西方哲学之“危机”
感与“无”的意识  　二、“形而上学”的否定与“哲学”之终结　三、存在性的思想与对存在的思
想　附：在“交往”的路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老子的“道”第七部分哲学之辩护——雅斯贝
斯的“奋争”和“奉献”　一、雅斯贝斯哲学思想之渊源　二、哲学作为科学之超越　三、哲学作
为Existenz之澄明　四、哲学作为形而上学之“密码”第八部分萨特的“有”“无”之辩　一、萨特与
他的前人　二、萨特的基本问题：（空）无　三、萨特论“他人”　四、萨特的存在论和存在的心理
分析学第九部分杜弗朗和现象学美学　一、现象学基本原则与美学观念之变化　二、艺术世界之起源
及其特点　三、审美知觉之分析　四、审美经验之普遍性作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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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性（偶性），如“花是红的”、“桌子是方的”等等，“红”、“方”是花、桌子的属性。
这种命题本身蕴含着一个否定的方面，说“花是红的”，就意味着“花不是绿的”，说“桌子是方的
”，就意味着“桌子不是圆的”，但却没有任何理由说“花”一定不是“绿”的和“桌子”一定不是
“圆”的。
胡塞尔说，“圆的四方形”在“意义”上并无矛盾，“方”、“圆”、“红”、“绿”，按胡塞尔的
说法，都是可以独立的性质和语词，因而自身有独立的特性。
然而哲学的命题则显然有另一种面貌，以黑格尔的例子说，“上帝是存在”，这里的“存在”就不是
“上帝”的偶性，而是“上帝”的本质，在这里，宾词与主词是同一的，“存在”实际上又由宾词的
地位回到了主词的地位，所以黑格尔经常强调“绝对”、“真理”、“精神”是“主词”，用命题形
式来对这些最本源性的概念作出进一步的规定性，并不是指证它们的具体的偶性，而是揭示、陈述它
们的本质；思辨的命题使“绝对”的本质显现出来。
这样，黑格尔在谈到“思辨的思维”时指出：“在科学研究里，重要的是把概念的思维努力担负起来
。
概念的思维努力要求我们注意概念本身，注意单纯的规定，注意像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自身同
一性等等规定”因而，所谓“思辨命题”，实际上是“同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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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1986年8月的全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上解释了我为什么开始研究现代哲学，这个发言后
来整理了一下，发表在《哲学研究》1986年第11期上。
那里发表的是从学理来说的，还有一个实际的原因我在这里补充一下。
1980-1982年我在美国进修时与一些朋友多次谈到，我（以及和我差不多情况的同行）对西方哲学的了
解，主要限于马克思主义以前，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后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所知甚少，更谈不到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作出自己的分析、判断和研究，这方面的工作，即使是研究哲学史
的，也应该做一做。
当时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因为在与这些朋友讨论中，往往因为不太了解他们所受教育背景，而缺
乏“共同语言”。
因为这此朋友多半是在两方近几十年哲学思潮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
我很抱歉地说，他们当中某些学者对于西方古典哲学的了解是不很够的，但我也并不隐讳自己的缺点
，承认自己应对当代的西方哲学思潮有所了解，才能使我们的对话和讨论更有益处。
所以，我利用在美国进修的机会，了解了一些基本的情况，收集了一点材料，回国后，除完成我的古
希腊哲学研究的第二本书——《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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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为中国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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