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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现象学影响不大，研究也不多。
尽管在建国前有人曾介绍过现象学，但没有形成气候。
建国后，研究也很少，特别是在“文革”中，西方哲学统统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而被排除在科学
之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一批科研成果，但就总体而
言，研究的广度不宽，深度不够，特别是对现象学的研究，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还没有获得
应有的说明和系统的成果，也没有对它作出符合其本来面貌的评说，因此，涂成林同志《现象学的使
命——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到萨特》一书的出版，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突破，不能说不是一项重大
的成果，这样系统深刻研究现象学的专著在我国还见之不多。
　  涂成林同志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具体分析，有新的创见
。
  　第一，思路新。
胡塞尔是现象学的创始人，而海德格尔、萨特则属于现象学中的存在主义，从广泛的意义上说，现象
学包括了存在主义，但它们又不是一回事。
它们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
涂成林同志抓住它们相互联系的方面进行了研究，理出一条发展线索，并将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
作为现象学的统一体进行了研究，这是一条研究现象学的新思路，过去在这方面研究得较少，更没有
形成这样系统的专门著作。
　  第二，观点新。
过去研究现象学很少从本体论方面着手。
涂成林同志着眼于本体论，并以本体论为中心，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展开。
在历时性方面以本体论为主线，具体考察了现象学发生发展过程，特别是：考察了从胡塞尔、海德格
尔到萨特的发展过程。
在共时性方面，以本体论为中心，对同本体论有关的其他现象学观点进行了分析研究，既有历史发展
的纵向分析，又有横断切面的横向研究，纵横交错，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新观点。
　  第三，材料新。
旧的材料经过新的重构也可以形成新的观点和新的思路。
涂成林同志没有停留和满足于旧的材料上，他既运用了旧的材料，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挖掘和
运用了大量的新材料，因而给人一种面目一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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