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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于20世纪最重要的德国思想家之一、现象学运动的开创者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而言，在其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总有一个问题，或者说“现象”，始终或隐或显地处于他
的现象学研究视域之内，这就是时间。
本书将以《胡塞尔全集） 第X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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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紧紧围绕胡塞尔全集第十卷《内时间意识现象学(1893—1917)》展开研究，并结合相应时期胡塞
尔生前已发表著作和身后被整理出版的讲座手稿与研究手稿，从文本细读与分析入手，对胡塞尔内时
间意识现象学进行历史性的考察与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现象学的分析与释义。
最终“还原”出一条胡塞尔时间思想的发生、发展脉络，并在胡塞尔现象学思想发展的大背景下批判
性地考察其时间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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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攻读德国哲学，200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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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试着用一句话来概括胡塞尔现象学思想的精神风貌，在我看来，“面向实事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这一略微带有宣言色彩的短语应是最恰如其分的。
胡塞尔本人对它的完整表述最先见于1911年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胡塞尔《
科学》，第69-70页）。
质言之，它意味着“ 始终进行纯粹直观的把握，永不进行源自概念的构造”。
只有这样“面向⋯⋯本身”，才能够在意识领域获得“绝对自身被给予性”(absolute Selbstgegebenheit)
，亦即“明见性”( Evidenz)，它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根本要求，也正是这种对“无前提性”(
Voraussetzungslosigkeit)的要求，胡塞尔能够细致人微地考察种种内在于意识的“实事”，胡塞是那些
一般不为人注意、“非课题性”(untematisch)地尔的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意识样式，本书所要研究的时
间意识内时其中之一。
从某种程度上讲，胡塞尔的哲学观念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观的一种“复兴”(“revival")，亦即
将哲学视为一种与“自身知识”(“self-knowledge”)相关联的 “绝对知识”(“absolute knowledge”)。
因此，正如芬克(E．Fink)所言，“面向实事本身”绝不是单纯描述那些直接被发现、自在存在之物的
所谓“实证主义”态度。
不仅如此，“面向实事本身”所蕴涵的精神实质可以说为现象学研究创造了一种终极意义，这一思想
精髓深深影响了胡塞尔之后的许多思想家。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面向时间本身>>

编辑推荐

《面向时间本身: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1893-1917研究》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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