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象学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现象学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307069398

10位ISBN编号：7307069393

出版时间：2009-10

出版时间：武汉大学出版社

作者：[美] 罗伯特·索科拉夫斯基

页数：265

译者：高秉江,张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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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象学导论>>

内容概要

　　《现象学导论》一书简洁明快，论理深入浅出，就如同索科拉夫斯基教授讲课的风格一样。
追求思想的清晰性一直是哲学乃至现象学的最高境界，胡塞尔曾说过没有思维的明晰性，他就没法活
下去；把哲学从黑格尔式的繁琐概念思辨返回到思维的自明呈现，原本是胡塞尔创立“直面实事本身
”的现象学方法的主旨。
就这一点而言，索科拉夫斯基教授恰恰是顺应了现象学的原初精义。
索科拉夫斯基教授一直在天主教大学开讲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笛卡尔沉思》，对胡塞尔及现象
学本文数十年的教学与研究，成为这本导论性著作的自然朴实之风的前提和基础。
这本《导论》梳理和诠释了现象学的主题，诸如“意向性”、“形式结构”、“自我”、“时间性”
、“生活世界”、“主体间性”和“本质直观”等等，将纷繁复杂的现象学思想系统地纳入到这些主
题之中，思想深刻而又条理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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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索科拉夫斯基（Robert Sokolowski）教授祖籍波兰，在比利时卢汶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现任美
国天主教大学哲学教授。
他是英美世界的著名现象学家。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的“现象学”和“胡塞尔”条目列举了有限的英文参考书籍，其中就包括他
的几本著作：《现象学导论》（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胡塞尔构造观念的形成》（海牙，尼伊
霍夫出版社1970年）、《胡塞尔与现象学传统》（华盛顿，1988年）、《胡塞尔式的沉思：语言如何
呈现事物》（西北大学出版社，1974年）以及《胡塞尔逻辑研究的结构与内容》和《胡塞尔与弗雷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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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什么是意向性?它为什么重要?第二章 意识经验的一个范例：对一个立方体的知觉第三章 现
象学中的三个形式结构第四章 现象学是什么：一个初步陈述第五章 知觉、记忆和想象第六章 语词、
图像和象征第七章 范畴意向和范畴对象第八章 自我的现象学第九章 时间性第十章 生活世界与主体间
性第十一章 理性、真理和明见性第十二章 本质直观第十三章 对现象学的界定第十四章 当前历史语境
中的现象学附录 现象学百年选读书目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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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然，“人人都知道”知觉包含着这样的混合，但是并非人人都知道它们的哲学影响和哲学范围
。
所有的经验都包含着在场与缺席的混合，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这种混合的
话，可能在哲学上会有所启发。
例如，当我们听一位说话者说出一句话，我们的倾听涉及这句话的一个部分的在场，它的前后伴随着
已经说出和将要说出的那些部分的缺席。
这句话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在沉寂和噪音以及先行和后继的或者与之伴随的句子组成的背景上突出
出来。
在我们对于一句话的经验中所存在的缺席与在场的混合，不同于有关立方体的知觉中涉及的在场与缺
席的混合，但是它们都有在场与缺席的混合，都有充实意向和空虚意向的混合。
其他类型的对象也会有其他类型的混合，但它们都会是在场与缺席的混合。
　　让我们返回到对于立方体的经验。
在某个特定时刻，只有立方体的某些侧面被呈现给我，其他侧面都是缺席的。
但是我知道我可以围绕立方体走一圈，或者把立方体拿来转一圈，随着在场的侧面走出视野，缺席的
侧面将会进入视野。
我的知觉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即使我只盯着立方体的一个侧面，我的双眼的扫视也在引导着一种
我自己甚至没有觉察到的搜寻活动。
当我转动立方体或者围绕它行走的时候，潜在知觉到的东西就转变成实际知觉到的东西，原来实际知
觉到的东西则悄悄滑入人缺席状态；它变成曾经被看到的东西，成为只是潜在地被再次看到的东西。
而在主观方面，空虚的意向变成了充实的意向，充实的意向则变成空虚的意向。
　　此外，其他的知觉样态（modality）也参与到活动中来。
我不仅能够观看立方体，还能够触摸它，我可以敲敲它，看看它会发出什么声音，我可以尝尝它的味
道（对婴儿来说，嘴巴是首要的触觉器官），我甚至还可以用鼻子闻闻它，看看它是用什么做的。
这些都是潜在的呈现，与我对立方体的任何呈现相伴而来，它们可以被激活并被带入直接的在场。
甚至在立方体只是被给予我的观看的时候，所有这些潜在的呈现也都围绕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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