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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是对胡塞尔晚期思想的研究。
    本书认为，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并不是一种主张世界虚无化的主观主义哲学，相反，它恰是一种与
世界相关的哲学。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的整个先验现象学体系，就是要通过现象学的方法，从先验主体性出发去构
造一个合理性的经验世界。
尤其是在他的晚期思想中，重建经验世界的问题更加成为了现象学的一个中心问题。
    本书认为，胡塞尔的晚期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自我学、生活世界理论和逻辑谱系学。
通过自我学，胡塞尔首先确立了作为存在意义先验起源的“先验自我”，并以此作为出发点构造起了
“他我”的世界和“交互主体性”的世界；通过生活世界理论，胡塞尔对近代以来的实证的自然科学
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自然科学世界、日常生活世界和原始生活世界作出了进一步的划分；通过逻
辑谱系学，胡塞尔不仅进一步地批判了逻辑的心理主义倾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经验世界的构造
提供了一个纯粹理性的先验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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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廷国，男，1962年11月出生于河南通许，先后就读于兰州大学、河南大学和武汉大学，1999年获哲
学博士学位。
曾先后任教于河南大学政治系和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教于华中科技大
学哲学系。
本人长期一直致力于胡塞尔现象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目前已翻译出版三部胡塞尔的现象学著作，并
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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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然而，胡塞尔所理解的“先验”与康德所说的“先验”毕竟是有区别的。
在康德那里，“先验”一词尽管是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但这种认识的可能性仅仅是指经验的认识的可
能性。
因此在康德那里，“先验的”往往被当做与“经验的(Empirisch)”相对立的概念。
然而，对于胡塞尔来说，“先验的”则是与“世间的(Mundan)”相对立的概念。
因此在胡塞尔那里，认识的可能性并不是单指经验的自然科学的认识的可能性问题，而且还涉及纯数
学、纯逻辑等观念科学的认识的可能性问题。
更进一步说，在康德那里，“先验”相当于认识的先天本质，“经验”则相当于认识对象的经验事实
。
因而这一对概念恰恰与胡塞尔的“本质”和“事实”的概念相对应，这就意味着还停留在本质还原的
阶段，因为本质还原简言之就是指排除事实，还原到本质。
然而对于胡塞尔来说，“先验”则是另一个层次上的东西。
与它相关的并不是“事实”和“本质”，而是“实体之物”和“非实体之物”。
在这里，“先验”就意味着先验还原，即排除实体之物，还原到非实体之物。
如此看来，胡塞尔的“先验”与康德的“先验”之间的区别又可以被看做是本质还原与先验还原的区
别。
总之，康德的先验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先验，而是人类理性这一事实或“实体之物”的“本质”，胡
塞尔的先验却将这一事实也存而不论，达到了真正的纯粹“先验”。
我们在这里切不可将胡塞尔的“先验”混淆于康德的“先验”。
    综上所述，通过狭义的现象学还原，胡塞尔获得了纯粹的思维或意识之流作为整个现象学无可置疑
的出发点，而所谓“先验的还原”，实际上就是使内在的思维或意识流由一种实体的存在“纯化”为
先验的存在的过程或步骤。
在先验的还原中，思维就不再是具体的、现实的。
正如胡塞尔在《观念I》英译本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通过先验的还原，思维就不再是一种“人性的自
我”，即一种在具备了时空性质的实存世界中存在着的身体所拥有的心理意识状况。
我们也可以说，在先验的还原中，我们不仅把外在世界的设定存而不论，而且也把思维所附着的身体
和灵魂存而不论——也就是既不假定其存在，也不否定其存在，而只是使思维保留一种绝无可疑的性
质：一个纯粹认识的主体。
胡塞尔认为，这个纯粹认识的主体，就认识论而言，一方面，它先于宇宙万物而存在，宇宙万物都是
由于它的存在而引伸出来的；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各种各样可能的显现方式。
所以，对于胡塞尔来说，这个主体就是一切存在的先验的基础，而这个世界，所有呈现于我们面前的
存在(也包括我自己的存在，人类的存在)，都是对于这个先验的主体而存在的。
当然，在胡塞尔看来，这种先验主体性的获得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一个上升的过程(即还原的
过程——引者注)中进行的”(1)。
这就意味着，每一次还原都是一次上升或超越，是一种由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由不完备的明证性到
完备的明证性的上升。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的还原过程，本质上也是哲学理性的内在批判的上升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说，胡塞尔对于传统的自然主义、历史主义和世界观哲学的批判恰好正是与他的现象学
的还原过程所暗含的理性批判精神相一致的。
第二节  现象学的描述方法    至此我们可以说，现象学的还原方法无非是一种消极的否定性方法，通过
它可以把不具备“绝无可疑性”的研究材料排除在现象学的研究领域之外。
但是，在运用这种方法达到还原的最顶点——“先验自我”之后，胡塞尔又采取了一种积极的肯定性
方法——现象学的描述方法，来对现象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探讨。
所以，我们要想进一步理解现象学的内容与性质，就必须还得了解现象学的描述方法。
而要了解现象学的描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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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学在什么意义上是“描述性的”科学?现象学描
述方法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它与“还原”和“悬搁”的关系如伺?    通过前面对现象学还原的分析，我
们已经知道，胡塞尔所关心的是“现象学剩余”或纯粹的意识现象，即事物在意识中对我们的显现方
式。
现象学的“面对实事本身”，就是要回溯到这种现象。
为了无成见地回溯到这种现象，首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必须把习以为常的自然态度、生活兴趣、存在信
念悬搁起来。
只有这样，先验的纯粹意识领域才能够向我们敞开，现象才能够如其所是地向我们呈现出来。
对于这种现象，胡塞尔认为，我们“不可能设想将一种确定的概念和术语加于任何一种流动的具体物
上，而且对于它的每一种直接的和同样是流动性的部分和抽象因素而言，情形也是一样”。
相反，我们只能通过“直观”和“看”的方式来把握其本质。
因此，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与这种直观的方式相适应的，绝不可能是非直观的、演绎的理论化的方
法，而只能是描述的方法。
    所谓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就是能够尽其所能地对所探讨的对象进行忠实的描述。
施皮格伯格在(现象学运动)中称这种方法完全不同于“说明性的假设”，它是将自己限制在直观观察
的直接证据之上，因而它具有一种“更为肯定的”特征，即：“它是一种通过揭示出我们经验中迄今
被忽略了的方面的方法丰富我们的经验世界的坚决努力”，其更深刻的动机是“对现象的崇敬”，因
此它也可以被看做是“非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现象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
对于这种现象学的描述，胡塞尔本人在《观念工》中也曾作出过如下说明：“就现象学而言，它的意
图就是要成为关于在现象学态度上的先验的纯粹体验的一门描述性的(bbpdvc)本质学科，并且像任何
其他非基体化的和非理念化的描述性学科一样，它具有其内在的合法性。
无论什么在纯粹直观中可被本质地把握为属于已被还原了的体验的东西，无论是作为真实的组成部分
还是作为意向的相关物，都是属于现象学的，并且对现象学来说这是绝对认识的一大源泉。
”    既然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只有在“直观”和“看”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么，“还原”和“悬搁”
对于现象学描述方法的决定性意义也就不言而喻了。
从根本上说，现象学的描述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描述，它从一开始就不具有精确的概念确定性，它
只能是本质描述，只能在纯粹意识的领域和先验的领域发生，因此它只能通过“还原”和“悬搁”来
进行。
如果脱离开“还原”和“悬搁”，现象学，苗述就无从谈起。
所以，作为对本质的描述，现象学的描述方法必须首先并且始终坚持现象学还原为我们规定的准则。
但这样一来，是否就意味着现象学的描述方法与现象学还原就毫无区别了呢?对此，胡塞尔本人的回答
理所当然地是否定的。
因为在他看来，现象学的还原从消极的方面来说是排除整个自然界和一切超越存在，从积极的方面来
说则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本质认知领域——一个无限的意识先天性领域。
这个领域在一切方面——既包括各种不同种类和形式酌体验，也包括它们的一切真实的和意向性的本
质成分一一都是无限开放的、不可穷尽的。
在现象学分析中确定地区分它们，充分自觉地维护它们的纯粹性，并将它们分析为诸组成部分的本质
，这些正是“作为纯描述性本质学科的现象学”的任务。
②    在胡塞尔那里，这种作为本质描述的现象学描述，同时也意味着是对“意向性”的分析和描述。
作为胡塞尔现象学的首要主题，“意向性是在严格意义上说明意识特性的东西”，或者也可以被理解
为一个体验的特性，即所有意识都是作为“关于某物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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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总序我们华中科技大学创办文科已经20年了，回顾20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是理工科大
学可以办好文科。
20年来，我们l从无到有，引进和培养了一批教师，建立了多种学科、专业，开展了多项学术研究。
现在。
已经拥有2个博士点，14个硕士点，11个本科专业，其中部分学科建设已经走在国内前列。
我们培养了一批教授，其中有几缸在国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较大影响。
我们培养了大批学生，他们在全国各地努力工作，不断受到好评。
    二是在理工科大学办文科十分艰难，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难，主要难在要克服传统的习惯，改变传统的工作方式，创建适合文科发展的氛围。
以工科为主的学校，从上到下，对文科的重要性往往认识不足，因而不容易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套工作方式都是适合工科的，往往用对工科的要求来规范文科。
可喜的是，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这些方面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面向未来，我们应对文科的发展充满信心。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个新水平，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进一步规划文科的发展。
要本着。
均衡发展，重点突破”的方针，在现有格局的基础上，确定三至四个学科作为重点，集中人力、财力
，使这些学科获得优先发展。
同时，其他学科也应制定切实可行的学科建设规划，努力办出。
特色。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引进、培养、壮大教师队伍，提高教师水平则是关键。
办文科主要靠人，靠高水平的教师。
要采取超常规措施，通过多种方式，把国内知名学者吸弓1到我校，从事教学和研究。
    把文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还要大力开展学术研究。
首先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推动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建设。
基础学科的加强，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前提。
同时，要面向社会，大力开展应用研究，组织起来，承担重大课题，从而通过我们的研究，为政府和
社会有关方面决策提供依据，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
要 端正学风，切忌急功近利，要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通过长期的努力。
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为了提高学术水平。
推进文科建设，在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1995年开始，出版了“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多
部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得以问世。
现在，由于院、系调整，文科院(系)目前包括人文学院、经济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社会学系、外
语系、高教所等，因此学校决定出版“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学术丛书”。
这是加强整个文科建设的一个有力举措。
    现在，丛书中的几本专著即将面世，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今后，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文科学术专著源源不断地出版，并将有力地推动文科建设上一个新的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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