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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理解生活:基于现象学和生命哲学的视角》的指导思想或学术旨趣，首先在于推出学术精品。
通过资助出版学术精品，形成精品学术成果的园地，培育精品意识和精品氛围，提高学术成果的质量
和水平，为繁荣国家财经、政法、管理以及人文科学研究，解决党和国家面临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
，作出我校应有的贡献。
其次，培养学术队伍，特别是通过对一批处在“成长期”的中青年学术骨干的成果予以资助推出，促
进学术梯队的建设，提高学术队伍的实力与水平。
再次，培育学术特色。
通过资助在学术思想、学术方法以及学术见解等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的成果，培育科研特色，力争
通过努力，形成有我校特色的学术流派与学术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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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松峰，1976年生于山东乐陵，200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
学院副教授。
在《国外社会科学》、《世界哲学》、《哲学动态》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并出版有译著《
哈贝马斯：关键概念》（与杨礼银合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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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 本书的研究对象和思路二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现状三 本书的写作意义和创新之处四 本书的内容
结构第一章 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第一节 “实际生活经验”的“前理论”特征一 生活自
身携带着自己的“动机”和“倾向二 自足性三 倾向的多样性四 世界性五 显明性六 浮雕性七 向自我世
界的聚焦八 不触目性九 意蕴性十 境域性十一 历史性十二 实际性小结第二节 “实际生活经验”的“动
荡”特征一 对“实际生活经验”之“动荡”的指示二 “实际生活经验”之“动荡”的基本意义三 “
没落”运动的四个特征四 “动荡不安”是“实际生活经验”的本质小结第三节 通达“实际生活经验
”的哲学方法——形式指引第二章 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第一节 
狄尔泰论“生命一 从生命体验出发二 未经任何删节的经验三 生命体验之流四 生命把握生命第二节 狄
尔泰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一 狄尔泰为海德格尔指引了一个新的出发点二 狄尔泰为海德格尔指
示了一个前理论的生活经验领域三 狄尔泰为海德格尔显摆了生活经验的历史性、时间性及其运动特征
四 狄尔泰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第三节 狄尔泰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差异一 “作为意识
事实的心理生命”与“前理论的实际生活经验”二 “作为一束欲望的心理过程之流”与“实际生活经
验自身的动荡”三 “认识论的、追复体验的解释学”与“与生活同行的解释学”四 “永恒的形而上
学意识”与“警醒的动荡不安”小结第三章 西美尔的“生命”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
”第一节 西美尔论“生命”一 作为超越自身之运动的生命二 生命与形式的冲突三 作为形式的世界四 
现实的个体第二节 西美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第三节 西美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差异小结
第四章 胡塞尔的“意识生活”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实际生活经验”思想第一节 胡塞尔论“意识生
活”一 “意向性”理论二 “自然态度的世界”理论三 “范畴直观”理论四 “边缘域”思想五 “内在
时间意识”现象学六 “意识流”理论七 “表述”理论第二节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关联一 胡
塞尔为海德格尔摆明了一个前理论的生活体验世界的可能性二 胡塞尔为海德格尔非理论地探讨“存在
问题指出了方向”三 胡塞尔为海德格尔摆明了一种“流动的存在”以及言说它的方式第三节 胡塞尔
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思想差异一 “纯粹意识自我”与“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二 “反思”与“形式指线
的解释学”三 “对永恒的不懈追求”与“时刻警醒的动荡不安”小结总结参考文献一 外文部分二中
文部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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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四狄尔泰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引在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要解决的一个主要
问题就是寻找通达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的哲学方法。
在战时亟须学期讲座中，他就明确地洞见到：“基本问题很清楚，即对体验自身的方法论上的把握问
题”，或者说“如何在生活和世界的持续流动的充盈中建立起一种严格的科学”的问题②。
而且，他看到，以生命的概念化来解决这个问题是狄尔泰的基本主题，即“赢得通达生活的原初方式
，以便概念地把握它”。
他也明确意识到了与狄尔泰同样的困难：普遍的理性概念必然僵死前理论的、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经
验。
他也同样极力反对以科学的普遍理论认知的方式来理解生活，认为这是“一种理论的构造，一种对不
可中介化的直接之物的逻辑地被引导的中介化，或者说是一种对非理性的理性化，一种在作为构造自
身的手段和结果的概念图式中，对生活的破坏和静止化”。
像狄尔泰一样，他也要求从生活自身之中塑造理解生活的方法。
也正因此，胡塞尔以绝对普遍本质为目的的还原方法，以及黑格尔概念综合意义上的辩证法，一再被
海德格尔所诟病。
不过，他和狄尔泰一样，也发现了黑格尔对历史的强调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正是由于辩证法蕴涵着强烈的历史运动意味，海德格尔认为，可以把哲学理解为“辩证解释学”意义
上的辩证法。
在以上这些方面，狄尔泰应该说都可以为海德格尔提供有益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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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理解生活:基于现象学和生命哲学的视角》：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青年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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