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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自2002年出版这套“纯粹哲学丛书”已有五年，共出书12本，如今归入凤凰出版传媒
集团“凤凰文库”继续出版，趁改版机会，关于“纯粹哲学”还有一些话要说。
“纯粹哲学”的理念不只是从“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摆脱私利”、“摆脱低级趣味”这些
意思引申出来的，而是将这个意思与专业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结合起来思考，
提出“纯粹哲学”也是希望“哲学”“把握住”“自己”。
这个提法，也有人善意地提出质询，谓世上并无“纯粹”的东西，事物都是“复杂”的，“纯粹哲学
”总给人以“脱离实际”的感觉。
这种感觉以我们这个年龄段或更年长些的人为甚。
当我的学生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有所疑虑，消除这个疑虑的理路，已经在2002年的“序”中说了，
过了这几年，这个理路倒是还有一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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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的法国哲学使我们重新审视意志、直觉、想象的价值，那些被传统理性排挤到异域中的东西，
那些冲动、激动人心的欲望。
使思想具有趣味性，20世纪的法国人功不可没。
从柏格森到德里达，思的感性特征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以至于它透过每个词语的毛孔向我们发出会
心的微笑：思想不是由枯燥乏味的概念组成的，思是情、梦、疯，是诗、史、字，乃至死。
 　　本书从第一哲学的视野，把20世纪法国哲学，特别是在中国有重大影响的后现代哲学放在现象学
背景下进行深入探讨，揭示了后现代哲学的核心精神就是追寻“归隐之路”，亦即通过显现达到非显
现之路，并由此展现了后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的断裂及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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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尚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著有《语言、心灵与意义分析》（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德里达》（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
版）、《解构的文本：读书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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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生活世界”　第二章  断裂或在时间之外：重新发现柏格森　  一  创造生命　  二  意识的直接
性或“爱的姿态”　  三  流淌出来的时间：记忆　第三章  寻找失去的时间之一：柏格森与普鲁斯特　
 一  感受：在习惯之外　  二  情感的缺失与增补之链　  三  普鲁斯特作品中的当代法国哲学问题　第四
章  寻找失去的时间之二：海德格尔从“死”出发的时间　  一  死或时间　  二  消失的路：艺术之死　 
三  万物本源下篇  异域：20世纪法国哲学的踪迹　第五章  萨特与梅洛-庞蒂：虚无或看不见的　  一  存
在即虚无　  二  陌生与过去的距离　  三  身体与知觉　  四  可见的与不可见的　第六章  列维纳斯：异
域、时间、死亡、它者　  一  异域中的时间与死　  二  时间与它者　第七章  福柯：独断与断裂　  一  
精神病、恶或原始身体活动的空间　  二  福柯与德里达：说话与沉默　  三  模仿与相似　第八章  德勒
兹的一千个平台　  一  盘根错节　  二  分叉、突变、根状物、褶皱  　  1.平台之一：狼迹　    2.平台之
二：“物质的沉醉”　    3.平台之三：语言的乌托邦　    4.平台之四：如何形成“无器官体”？
　    5.平台之五：面貌或长相　    6.平台之六：在不察觉中成为动物　第九章  米歇尔-塞尔：后现代艺
术与科学　  一  混沌、躁动、喧闹——繁多性的效果　  二  科学四步曲　    1.交流　    2.干扰　    3.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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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另一个发明　  三  误解的历史/翻译/隐喻跋  隐显之道——从道家看20世纪后期法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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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缘起与过渡第一章 引子：胡塞尔的感悟三 新的色彩1．直觉与顿悟19世纪中后期以来，德国哲学
暗流涌动，叔本华特别是尼采袭击了康德、黑格尔的营地，他们高度评价直觉、意志之类纯粹感性的
因素，逐渐抛弃了纯逻辑思辨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
这里我们不称这种新倾向是一种进步，它只是一种潮流。
新思潮的意义随着20世纪初胡塞尔现象学和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问世渐渐明朗起栗，并从德国流向法国
：德国人出思想，法国人出情趣，两者结合起来，就有了今天的法国哲学。
直觉的感受更接近纯粹的生命。
尽管胡塞尔很少提到他的德国同胞叔本华和尼采，但他所诉诸的直觉性描述不可能完全脱离这股暗流
。
胡塞尔写了《逻辑研究》，但读者切不可以为这是一本讲逻辑的书，相反，现象学精髓与传统逻辑背
道而驰，“知不可能从逻辑的还原中得出”。
他并不研究所谓正确思维应该遵守的规范，而只相信现象学描述的真实性，哪怕它是“圆的正方形”
和“金山”，只要它们可以在直觉中加以领悟，就是有意义的。
《逻辑研究》中的“逻辑”，乃现象学的“纯粹”之意，纯粹的描述。
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直觉的内容。
与纯粹的思辨不同，纯粹的描述（或直觉）的立足点不是“理解”，而是“看见”：“直接地‘见到
’，不只是可见的经验材料，而是一般性地看到，它可以是任何一种意识种类的原始质料，它是一切
合理性陈述最终的缘由，这只是因为就其给予的对象而言它是原生的（primordial，译成汉语还有‘原
始的’、‘最初的’之意：译者注），然后，如果我们看见（作为一种新的‘看见’方式：胡氏原注
）对象是如何构成的，那么它就是真实表达这种构成的陈述之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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