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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距今一百年前，胡塞尔通过研习逻辑学和心理学走上了哲学基础探索之路，嗣后他所创立的现象学成
为本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
整整五十年前，当这位本世纪西方最坚定的理想主义哲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离世时，他自
信已在乱世之中为一个关系到人类永恒福祉的崇高目标指明了方向，并坚信理性最终应当战胜非理性
。
五十年后的今天，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和逻辑基础主义，在当前各种相对主义盛行的西方思想世界中
显然越来越不合时宜，然而其人及其学说反倒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毕竟这个人为世人留下了大量
值得考察的思想遗产，留下了一幅幅不容轻忽的&ldquo;心路勘测图&rdquo;。
于是，西方学者在一个注重外部观察的自然实证主义时代深感胡塞尔所创的心理&ldquo;实证主
义&rdquo;（按胡塞尔本人对此词的解释）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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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国）胡塞尔（Husserl E.） 译者：李幼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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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实事物，即使当我未注意着他们时。
但是他们以及其他东西并不必然正好在我的知觉场中。
作为确定的、作为多多少少已知的现实的东西对我存在着，它们与现时被知觉的东西结成一体，而它
们本身无须被知觉，甚至无须乎直观地呈现。
我可让我的注意力离开刚被看见和注意的写字台，通过在我背后房间的未被看见的部分而移向阳台，
朝向花园亭子里的孩童们等等，移向一切在我也直接意识到的周围某处存在的、我直接知道的东西—
—一种不涉及概念思想的知识，而且只由于投以注意才变成一种清晰直观，管这种直观还只是局部的
，而且往往很不完全”。
 但是所有这些在直观上清晰地或晦暗地、明显地或不明显地共同呈现的东西（它们构成了实际知觉场
的一个常在的边缘域），并未穷尽一个在我觉醒时被我意识到“在身边”的世界。
相反，在其存在的固定秩序中，它伸向无限。
现时被知觉的东西，多多少少清晰地共在的和确定的（或至少某种程度上确定的）东西，被不确定现
实的被模糊意识到的边缘域部分地穿越和部分地环绕着。
我可以将注意之光有某种成效地投入这个边缘域。
在确定先是模糊的，然后变为鲜明的再现时100，从我之中引出了某些东西，形成了一条记忆的链带，
确定物的范围越来越广，直到与作为我的中心环境的现时知觉域联系起来。
但一般而言具有另一种结果：模糊的不确定性的空洞雾霭笼罩着各种直观事物或假想，而被显示出来
的只是作为“世界”的世界的“形式”。
此外，我的不确定环境是无限的。
这个模糊的、永远也不会完全确定的边缘域必然存在着。
 到此为止我所论述的空间现前存在秩序中的世界，与时间序列中存在秩序的世界十分类似。
这个在现在中，而且显然在每一醒觉时刻的现在中对我存在的世界，具有其双向无限的时间延展域，
即它的已知的和未知的、直接现存的和非现存的过去和未来101。
经验的自由活动使现存物被我直觉到，它可使我追溯直接包围着我的这个现实关联体。
我可以改变我的时空观点，使我的目光转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在时间中向前或向后，我可以获得永
远50新的、具有某种清晰度的和内容丰富的知觉物和再现物，或者具有某种清晰度的图像，我借此图
像可直观地向我自己说明在固定的时空世界形式中可能的事物或似乎可能的事物。
 我在清醒的意识中始终以这一方式102，而且不再可能对其有所改变地处于和世界的关系中，这个世
界始终是同一的世界，尽管由于其内容组成的不同而改变着。
它不断地对我“在身边”，而且我是它的一员。
此外，这个对我存在的世界不只是纯事物世界103，而且也以同样的直接性是价值世界、善的世界和实
践的世界。
我直接发现物质物在我之前，既充满了物的性质又充满了价值特性，如美与丑，令人愉快和令人不快
，可爱和不可爱等等。
物质物作为被使用的对象直接地在那儿，摆着“书籍”的“桌子”、“酒杯”、“花瓶”、“钢琴”
等等。
同样，那些价值特性和实践特性也在结构上属于“在身边的”对象本身，不论我是否朝向这些特性或
朝向一般对象。
自然，这不只适用于“纯物质物”，而且也适用于我的环境中的人和动物。
他们是我的“朋友”或“敌人”，我的“仆人”或“上级”、“陌生人”或“亲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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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译者序距今一百年前，胡塞尔通过研习逻辑学和心理学走上了哲学基础探索之路，嗣后他所创立的
现象学成为本世纪西方影响最大的哲学流派之一。
整整五十年前，当这位本世纪西方最坚定的理想主义哲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离世时，他自
信已在乱世之中为一个关系到人类永恒福祉的崇高目标指明了方向，并坚信理性最终应当战胜非理性
。
五十年后的今天，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和逻辑基础主义，在当前各种相对主义盛行的西方思想世界中
显然越来越不合时宜，然而其人及其学说反倒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毕竟这个人为世人留下了大量
值得考察的思想遗产，留下了一幅幅不容轻忽的“心路勘测图”。
于是，西方学者在一个注重外部观察的自然实证主义时代深感胡塞尔所创的心理“实证主义”(按胡塞
尔本人对此词的解释)也自有其独特的价值。
    早先由于反对以冯特为代表的实验心理学方向而被同事目为“心理学之敌”的胡塞尔，毕生却与心
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以致他常常把现象学称作“描述心理学”、“本质心理学”或“理性心理学”
。
1925年当他开设“现象学心理学”讲座时曾回顾和阐述了现象学与心理学间的内在关联。
我们不妨说，胡塞尔的思想方式是传统内省心理学在新时代的继续和发展，胡塞尔一生丰富的著述足
以显示这一思想方式至今仍有其生命力。
    胡塞尔的现象学并非仅只是一种“逻辑心理认识论”。
正象两百年来其他德国哲学家一样，他也梦想过建立一座哲学大厦，可是他后来认识到自己有生之年
仅足以为这座大厦量测地基。
不过他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永久性目标而言，最重要者莫过于确定工作方向本身。
于是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向，他既不与自然实证论同道，也不赞成反自然实证论的新康德主义和生命哲
学观点。
他确信，为解决人生与价值问题必须首先寻求坚实的理性基础，而后两种思潮并不关心基础问题的探
讨。
但是另一方面，在一般追求方向和研究风格上，胡塞尔哲学与康德哲学却又颇多一致之处。
胡塞尔一生尊奉康德的理性批判精神，并以康德当世传人自居。
如果说康德哲学是一种“自然理性批判”，狄尔泰哲学是一种“历史理性批判”，那么就不妨把胡塞
尔哲学称作是一种“意识理性批判”。
在这里意识不仅是与客体相对的主体实在和功能，它本身也已成为一种重要的分析对象。
尽管康德和胡塞尔各自对理性范畴的理解和研究方面很不一样，但都将理性视为处世为学之根本。
    今天，西方的现象学研究已成为人文科学界涉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的广泛研究领域
。
八十多年来胡塞尔本人的学说始终是这一思潮的中心，随着战后胡塞尔遗著的陆续发表，胡塞尔研究
正在朝向专深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六十年代以来现象学已成为一个日益开放的国际性学术领域，由于与其它学科和流派交叉
研究的加强而具备了更为综合的性格。
显然，多数西方研究者都会认为现象学并不能成为其创始人所期许的那样一门作为众学唯一基础的科
学，不过它仍将在新时期的人文学术共同体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实际上，现象学所主张的“绝对严格性”正须为当今人文科学所要求的“相对适切性”所中和；现象
学的教条主义正象一切哲学教条主义一样是不可取的。
现象学是极端唯理主义的产物，当前胡塞尔思想研究日趋活跃，这一现象也深刻反映了今天西方思想
世界中理性观念与非理性观念之间的消长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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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纯粹现象学通论》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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