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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
1994年10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
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
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
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
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
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
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
现象学文库》丛书。
《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
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
《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
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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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的首要问题是一门感知、想象、时间、事物的现象学的问题。
　　这个“加工”的结果应当就是1928年在胡塞尔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刊》（第9卷）中由马丁·
海德格尔编辑、以《埃德蒙德·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为题发表的东西。
这部1928年的著作在内容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1905年关于内时间意识的讲座”，“第二部
分：1905—1910年对时间意识的分析的附加与增补”。
关于这个由十三个附录组成的第二部分，可说的东西不多：一方面是因为，除了唯一的一个附录以外
，所有其他附录的底本都无法找到；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这里看起来的确放弃了任何方式的处理：这
些文字似乎只是被誊写了下来，并且被不连贯地排列在一起。
与此相反，对“第一部分”的内容则可以通过与全面保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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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引论A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第一部分 1905年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引论第1节 对客观时间的排
斥第2节 关于“时间起源”的问题第一章 布伦塔诺的时间起源学说第3节 原初的联想第4节 将来的获得
与无限的时间第5节 由于时间特征而产生的表象变化第6节 批判第二章 时间意识分析第7节 解释：对时
间客体的把握是瞬间的把握和延续的行为第8节 内在时间客体以及它们的显现方式，第9节 关于内在客
体之显现的意识第10节 流逝现象的各个连续统。
时间图式第ll节 原印象与滞留的变异第12节 滞留作为特殊的意向性第13节 一个印象先行于每个滞留的
必然性。
滞留的明见性第14节 时间客体的再造(次生回忆)第15节 再造的进行模式第16节 作为当下拥有的感知对
立于滞留和再回忆第17节 感知作为自身给予的行为对立于再造第18节 对于有关延续与后继之意识的构
造，再回忆所具有的意义第19节 滞留与再造的区别(原生的和次生的回忆或想象)第20节 再造的“自由
第21节 再造的各个清晰陛层次第22节 再造的明见性第23节 被再造的现在与一个过去的相合。
对想象与再回忆的区分第24节 再回忆中的前摄-_第25节 再回忆的双重意向性第26节 回忆与期待的各种
区别第27节 回忆作为关于曾被感知的意识第28节 回忆与图像意识。
回忆作为设定的再造第29节 当下回忆．第30节 在滞留变化中对象意向的保持第31节 原印象与客观的、
个体的时间点__第32节 在对这一个客观时间构建上再造的参与第33节 几个先天的时间规律第三章 时
间与时间客体的构造阶段第34节 构造阶段的划分第35节 被构造的统一与构造着的河流的区别第36节 构
造着时间的河流作为绝对的主体性第37节 超越客体的显现作为被构造的统第38节 意识流的统一与同时
和后继第39节 滞留的双重意向性与意识流的构造第40节 被构造的内在内容第41节 内在内容的明见性。
变化与不变第42节 印象与再造第43节 事物显现与事物的构造。
被构造的立义与原立义第44节 内感知与外感知第45节 非时间的超越之构造第二部分 1905-1910年间对
时间意识分析的续加和补充附录一 原印象及其变异的连续统附录二 当下化与想象。
——印象与想象附录三 回忆与感知的关联意向。
——时间意识的诸样式附录四 再回忆与时间客体和客观时间的构造附录五 感知与被感知之物的同时
性附录六 对绝对河流的把握。
——四重意义上的感知附录七 同时性的构造附录八 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附录九 原意识与反思的可能
性附录十 时间的客体化和在时间中的事物性的东西的客体化附录十一 相即感知与不相即感知附录十
二 内意识和对体验的把握附录十三 作为内在时间客体的自发统一的构造。
——作为时间构形和绝对时间构造意识的判断B 表明此问题发展的增补文字(一引入对“清新”回忆和
“再”回忆的本质区别以及关于时间意识中的内容变化与立义区别)(从大约1893至大约1901年)第1号对
一个持续较长的变化进程之统一的表象是如何成立的?(直观与再现)(约1893年)第2号时间感知的明见性
、回忆等等第3号(相即的期待。
)第4号沉思。
第5号(作为简单行为的持续感知。
)(1898一。
1900年)第6号(布伦塔诺与记忆的明见性问题。
)第7号直观、过去存在的明见性——对过去存在的单纯表象。
(对在原生回忆中的内容变动之假设的虚假必然性。
)第8号通过相似而完成的相即。
——对一个对象的表象与对此对象之感知的表象。
(以“逐渐淡化”的方式还被意识到的东西作为此前被感知之物的图像类似代表。
)第9号争论。
(回忆的当下性，被回忆之物的过去存在。
)第10号在原初的过去意识与再回忆之间有一个本质区别，对此问题的老的和最初的观察第11号就时间
客体的流逝部分 而言，感知的瞬间相位具有想象的特征吗?第12号(时间意识的明见性。
)第13号对一个时间性的东西的感知与对时间性的感知第14号直接回忆是借助于直观变异而从感知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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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是否可以将直观变异理解为体现内容的一种单纯变动。
(布伦塔诺在这里只能当做例子。
)第15号时间与回忆。
(1901年12月20日)第16号(能够作为当下的而在感知中被给予的东西。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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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是在意向方面的一个组成。
这些意向[涉及]在此内容之延续方面的被再造的存在；2）每个延续都有一个内容，或者说，每个延续
的存在都有其延续中的形式，有其延续充盈中的内容一旦这同一个形式和充盈可以在“这个”时间的
联系中具有一个不同的时间位置①。
303在对一个延续着的存在的再造中，除了具有对被充实的延续的再造以外，我们现在还具有、并且是
必然地具有与此位置相关的意向。
倘若一个延续没有在联系中被设定，即是说，倘若联系的意向不在此，一个延续是根本无法被表象的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根本无法被设定的。
而在这里必然的是：这个意向（在回忆和期待的情况中，但这只是特殊的情况）或者具有过去意向的
形式，或者便具有将来意向的形式。
而后，在它的本质便包含着：被设定为与“现在”意识相一致地“在相反的方向上”与此意识相联合
。
但这个联合是一个一般的和非本真的联合。
它不是充实。
就第一点而言的各个意向，即这整个意向复合体，构成了过去延续的客体显现，它们在属于同一个延
续者（同一个延续，为同一个客观规定的内涵所充满）的各个显现之体系中具有其可能的充实。
但所有这些显现都必然具有它们的第二种联系意向。
时间中的联系意向，指向的是完全不同的方向。
这里所涉及的是对直至现时当下的被充实的联系的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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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拖延多年之后，《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翻译总算是完成了。
这本书的翻译实际上要早于舍勒的《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在决定翻译舍勒书时便出于种种考虑而同时决定此后不再翻译胡塞尔的著作①。
其中最主要的考虑是想把目光转向意识哲学的其他向度。
因此，这里对《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的翻译出版，还是对此决定前的一个承诺的兑现。
很欣慰的是：这个计划完成后，胡塞尔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便通过译者的翻译而比较完整地被引入了
汉语学术领域。
这个部分是理解胡塞尔的一个重要视角。
尽管如此，由于胡塞尔的思想资源极为丰富，这个视角也只能提供窥视他的思想大厦的少数几个窗口
。
好在现在有许多致力于胡塞尔翻译的学者而且成果卓著，②因此自己也就偷得借口，不准备再每每攀
上胡塞尔的肩膀，首先借他的高度、从他的视角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是意图沿着自己的问题线索往其
他可能的方向再走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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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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