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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人物划线，分上、中、下三篇。
上篇：胡塞尔、舍勒；中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下篇：列维纳斯、德里达。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中间有众多重要的哲学家，这场声势浩大的现象学运动完全是开放性质的，也
许它的结果已经脱离了胡塞尔的初衷，但是，在我们追溯起源的时候，还是要说，是胡塞尔和他所提
出的众多现象学问题，给了后来的哲学家新鲜的灵感，至于这些哲学家自己贴上解构主义、后结构主
义以至于后现代主义的标签，都是不重要的。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这条精神线索之所以重要。
在于只有从胡塞尔出发，我们才能恰如其分地解释在他之后的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哲学标签。
这条精神线索不仅主导了整个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的基本走向，而且它就像一台精神上的发动机。
在21世纪来临后的几年，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目前方兴未艾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运动也是现象学
运动的一个精神成果，以至于我们甚至可以说，这场运动早已超越了哲学本身，正在更加广泛的人文
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着目前尚无法估量的重要影响。
它有些类似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或者说是新启蒙运动，它的精神结果不仅将重新解释历史
文明，也在创造未曾有过的当代和未来的人类精神文明。
但是，所有这些创造都来源于对精神的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本书试图以一种未曾有过的独特视角，为
读者提供一把理解它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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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胡塞尔一 新问题现象学是20世纪最大的哲学之谜。
胡塞尔依靠想象搭建现象学之门。
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一再声称自己只是一个“开始者”。
胡塞尔的一生，就是不断开启现象学之门的一生。
为什么要“不断”呢？
因为有不同角度的“开始”，胡塞尔在尝试着变化观察的角度。
直到今天，对国内研究者来说，现象学仍然是十分困难的。
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的哲学工作者最熟悉的西方哲学家只有两个，一个是黑格尔，另一个是马克思
。
从近现代西方哲学理路而言，不能说黑格尔与马克思两人的想法与现象学毫无关系。
但是，很遗憾，我们的研究者所理解的黑格尔和马克思，多多少少已经列宁化了，中国化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进不了现象学艰巨的大门，与我们十分僵化的哲学背景有关，按照那样的理解套
路，现象学简直就是匪夷所思。
我们必须放弃在哲学上已经知道的一切，胡塞尔在著作中反复这样说。
从1984年到l989年，我几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阅读胡塞尔的著作（并写了一本《胡塞尔》，正式出版
时，书名改为《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辽-7教育出版社l989年版），之后我对他的阅读是零散的
。
今年为了写这本与现象学有关的书，我重新阅读胡塞尔，有很多新的发现：1．胡塞尔的思想一向以
严谨著称，他被称为“哲学家中的哲学家”。
阅读这些给哲学家们阅读的哲学时，我惊奇地发现，胡塞尔很少直接或间接地引用其他哲学家的思想
。
在胡塞尔很少的引用中，大多数又是批评性质的，就是说，胡塞尔不同意他引用的内容。
这是一种不太惹人注意的哲学写作方式，其中已经酝酿着哲学巨大变革。
我近年来十分注意哲学文体问题，从文体变化开拓新的哲学。
粗看起来，胡塞尔的著作多为大部头，但是我们忽略了一个细节，这些著作也是“作品”，是描述性
质的作品。
让哲学成为描述性的而不是推论性质的语言，这是哲学思考方式的巨大变化。
2．现象学之谜：现象学最大的精神拐点，也是怪点，在于非人类学的思维——破除人类中心论，认
为人本身（更不用说个别的人了）不是万物的尺度。
由此，一切以往的哲学乃至文明都是成问题的，因为几乎所有过去的文化形态，都是围绕着人，以人
作为中心。
文艺复兴、人道主义、人权的观念，难道不都是这样吗？
现象学的精神拐点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强调不断超越的思维，也就是说，虽然思维是在人的心理活
动中构成的，但是胡塞尔坚持说，思、概念、意义本身不应该以人的标准为标准，是在人的想象能力
和范围之外的东西。
明明是我在想问题，但是，我不是一个“人”。
3．现象学的理解拐点：我把现象学的“现象”理解为“隐”，而不是“显”。
胡塞尔反复提到现象学的纯粹性和无前提性。
现象学是一门绝对“不切合实际”的学问，这来自它对“自然态度”中的世界，也就是对“显现”的
世界持一种加括号的态度。
也就是说，眼前的世界当然还是这个世界，但是，因为我坚持现象学还原的态度，我所看见和想到的
一切，意义便大不一样了。
这里的意义，就属于我这里所说的“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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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里翁与现象学马里翁（Jean-Luc.Marion）是继德里达之后法国新一代现象学家，他于1989年出版的
《还原与获赠——胡塞尔、海德格尔及其现象学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现象学的新思路。
现象学把康德提出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变换为“事物是如何出场的”。
从胡塞尔到马里翁，围绕着这个“如何”，留给我们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中对精神本身的扭
转，令人震惊。
康德曾经说过，自己的批判哲学，是哲学领域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
那么，现在康德本人成了革命的对象。
思维的太阳，那个所谓“绝对的主体性”，已经过分成熟了，衰老了，正在走向死亡。
这是一个十分艰难和费解的过程，精神在克服自己的习惯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
这场新的哲学革命的变化，在于把深度的哲学思维“扯成”平面，或“竖”的精神连接变为“横向”
的连接。
让事物以后一种方式出场，让精神和世界都成为“平”的。
理解现象学的钥匙是懂得精神的“还原”。
“还原”有一条特殊的路径，它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发明的？
应该说，是被发明的，因为从前没有人像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样，精细而彻底地思考过这条路径，是
在没有路的地方开辟新路，是沿着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的沉思”。
从这一“沉思”的中途，转到一条尚没有人走过的岔路。
。
“还原”或者“隔离”是可以不断进行的。
马里翁把“还原”变化为“Ladonation”，德里达曾经多次在“礼物”的含义上使用过这个法文词，
现在马里翁进一步把它置于现象学的一般背景下，赋予它更普遍的意义。
从各个角度都可以观察到“礼物”现象，比如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伦理学、政治学等等。
哲学家的目光有什么不一样吗？
哲学家有“纯粹的思想”，“礼物”没有什么深度的含义。
礼物就是礼物本身，礼物与任何功利性交换目的无关。
在礼物现象中，真正的流通并没有发生，不需要付钱，也不必背负精神和感情的债务。
礼物就像无条件获得的赠品，蓦然回首，得来全不费工夫。
与礼物连接的是纯粹的个别性、独一无二性、瞬间一现在。
马里翁说，这些因素与现象学的“还原”有密切关系。
现象学还原，就是意向性的非自然方向。
现象学还原的要害，在于它的方向性而不在于其对象性。
“方向性”与“如何”在一起，是精神如何连线的问题：有直线、间断的线、间接的线。
精神是如何活动的呢？
是处于某种时间与空间坐标系之中的活动。
精神的时间与精神的空间，都在或简单或复杂的精神连线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连线中，使深度思维模式中的不可能性变得可能——这样的可能性意味着笛卡尔和康德
意义上的“纯粹主体性”的消失，也就是“主体”再不按照从前的样子发挥作用。
以往的哲学认为，事物的出场是有条件的。
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开始，试图为事物“松绑”，摆脱事物出场的前提条件。
“摆脱”的方式就是现象学还原，对依赖于以往任何一种理论而存在的事物视而不见。
精神的念头寻我新的连线。
现象学是一种“精神断线”的艺术，它在人们认为“同一”的地方，不断地实施现象学还原，即对被
还原了的现象还要继续还原，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精神断线的艺术。
一个微妙的精神划分的过程，是在精神分子或基本粒子基础上的哲学能力。
在连线的地方看到断线，也就是说，要重新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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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存在，不说being，不是非此即彼。
在说being之前，除了being，还有其他的说话方式吗？
方式、隐“显”的方式，但不是把being显现出来的方式，有很多未曾知道的方式。
用祈祷的语言，呼唤不是我的⋯⋯好像不是我在说话。
我不再显现，“这里涉及的不再是根据或利用先验的我，去重复经验之我（je）／对象之我（moi）的
古典批判，无论这样的批判是来自康德的方式，还是早期胡塞尔的方式，或者萨特的方式。
因为这个超越的我越是留下客体的或目的性的（被构成的、经验的）痕迹，就越是建立起彻底的对立
面（批判的或现象学的）即先验的我⋯⋯”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形而上学体制，形而上学的社会制度
，是制度腐败着“我”，使“我”能想到的受到限制，使我的辐射能力有限。
能否不返回这个“我”呢？
能否用别的语言代替“我”呢？
能否抓住一个片刻，就在那个瞬间，“我”感到目瞪口呆，大脑就好像处于休克状态。
我看着“我”，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以唤不来我的方式说话，就像Dasein从来都不会以被命名的形式显形。
从“异在”出发，等于从精神的任何一点出发，从不是出发点的地方出发，到一个不是目的地的“目
的地”。
所以，“出发点”与“目的地”的说法，应该被取消。
Dasein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它激发出一种中性的、不透明的或半透明的思考，飘逸、摆脱、
沉醉、恍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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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胡塞尔到德里达》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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