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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于1900／1901年发表的《逻辑研究》两卷本，是一个“长达十年之久的
努力的结果”。
胡塞尔本人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后曾对这个努力言简意赅地回顾说：“这个努力的目标在于：通过
向在逻辑意识中、在逻辑思维的体验联系中进行的意义给予或认识成就的回复，澄清纯粹的逻辑学观
念。
”当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来考察胡塞尔的这个努力及其结果时，我们可以确定，《逻辑研究》
具有两个公认的特点。
首先是它被普遍视作现象学或现象学运动的“突破性著作”。
不仅胡塞尔本人如此说，其他的当代重要思想家如M.海德格尔、M.舍勒、M.梅洛一庞蒂、P.利科、E.
莱维纳斯、J.德里达和M.福柯也都持这样的看法。
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从胡塞尔现象学的源泉中溢出之泉水的饮客，即使他们最终并没有停留在胡
塞尔在《逻辑研究》中首次得到指明的那个现象学领域中。
思想史的记录一再表明，《逻辑研究》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宝库，它的影响几乎是无法界定的。
可以说它提供了理解20世纪西方哲学与西方思维的一个基本前提。
无论是十多年前出版的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文本，还是新近出版的德里达《声音与现象》的中
文本，都已经为下述事实提供了具体的例证：当代一些重要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在许多方面是在与胡塞
尔《逻辑研究》的对话和论辩中形成的。
同时，《逻辑研究》也被公认为一部难以理解的书。
连现象学的第二位重要人物海德格尔在初读时也未能幸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象学的始基>>

内容概要

本书带有导读性质，是作者在对《逻辑研究》的多年接触、阅读、研究、翻译过程中积累下来的一些
心得体会。
本书的出版，主要是为了与现象学研究的同道者交流，也是希望通过对胡塞尔《逻辑研究》的展示，
能够不仅使哲学一现象学的研究者，而且还使心理学研究者、逻辑学研究者有所收获：可以通过《逻
辑研究》，通过它所提倡的对观念对象的直观把握和认识论证明，较为明确地看到，被视为客观的逻
辑学究竟是否有可能奠基子—门被视为主观的认识行为的现象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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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倪梁康，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研究方向主要偏重于西方哲学，尤其是近现代哲学以及其中的现象学传统。
近年来关注范围有所扩大，涉及中西方思想史上主要意识哲学（包括现象学、心智哲学、唯识学、心
学、心性论等）。

    主要著述有：《现象学及其效应——胡塞尔与当代德国哲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存在信仰》（
德文版）、《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
主要译著有：胡塞尔《逻辑研究》，两卷三册；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两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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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反心理主义观点的基本缺陷然而逻辑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规律呢？
如果反心理主义者不想仅仅扮演反对党的角色，那么他们如何能够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呢？
观念主义（Idealismus，或译：观念论）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即是说，可以对逻辑规律进行客观的论证，把逻辑规律看做是客观观念的规律。
胡塞尔已经发现：“反心理主义者们率先看到了观念规律，我们在前面将它们描述为纯粹逻辑学规律
，心理主义者们则率先看到了方法论规则，我们将它们描述为人类学规则。
因此，两派不能相互理解。
”（《逻辑研究》I，A 164／B 164）对逻辑规律本质的不同理解，构成了心理主义和反心理主义争论
问题的焦点。
当我们说某个逻辑命题为真的时候，在逻辑规律与真理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当然还有，这个真理是什么意义上的真理，自在的（an sich）
还是为我们的。
这显然不仅仅是逻辑学的问题，而且已经涉及了认识论的问题。
胡塞尔认为，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心理主义的确占有上风，因为在反心理主义的具体论据中，有
许多观点是可以被心理主义接受的，例如反心理主义也接受了传统的逻辑学定义，即逻辑学是一种工
艺论，因此反心理主义者也把逻辑规律看做是认识的规则或思维的规则，即对思维进行规范的规则，
如此等等。
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康德和赫巴特，他们主张：“心理学对思维的考察在于研究：思维是怎样的；而
逻辑学对思维的考察则在于研究：思维应当怎样。
所以，心理学所研究的是思维的自然规律，逻辑学所研究的是思维的规范规律。
”（《逻辑研究》I，A 53／B 53）反心理主义者进一步认为，逻辑学和伦理学一样具有规范的性质，
因此，它们都无法从人类的自然生活和心理状况中推导出来。
在此意义上，逻辑学不能从心理学中推导出来，不能以心理学为理论基础，这似乎与从实然中不能推
导出应然是一个道理。
但这并不足以使心理主义陷入窘境。
心理主义者会认为，心理学探讨的是思维的自然的、一般的规律，逻辑学探讨的则是思维的正确判断
的、特殊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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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象学的始基:胡塞尔释要(内外编)》：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象学的始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