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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里达的发生现象学研究正是这无数可能性中最为独特的一种，这是因为德里达在最彻底的意义
上背叛了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宗旨。
德里达的现象学研究从一开始就与胡塞尔现象学相“偏离”，或者更准确地说，从现象学奠基的本源
处就已经背离了先验现象学的纯粹性。
德里达所有的现象学研究都试图解构胡塞尔现象学作为“一切原则之原则”的“本质直观”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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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庆丰男，汉族，河南林州人，出生于1978年10月10日。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7年入吉林大哲学基地班学习，2006年获吉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
2006年9月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流动站。
主要研究方向为辩证法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德法现象学等。
在《哲学动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天津社会科学》、《光明日报》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三
十余篇。
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哲
学原理》、《外国哲学》、《哲学文摘》等摘编、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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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发生现象学的观念
　一胡塞尔现象学的先验“发生”
　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发生”
　三德里达与发生现象学
第一章　发生(上)
　一无限的目的论理念
　二主动发生的两个困难
　三被动发生的悖论
第二章　发生(下)
 一心理学主义与逻辑主义：胡塞尔的平行性观念
 二辩证法：发生与结构的共源
 三激活发生：哲学的第一任务
第三章　历史
　一“历史一目的论”的途径
　二原历史：起源的思义
　三历史的现象学生成
第四章　回问
 一“回问”与几何学的起源
 二“回问”的目的
 三“回问”与现象学的双重还原
第五章　语言
　一语言与观念对象性
　二语言与三种观念性
 三现象学的语言还原
第六章　书写
 一书写与先验的发生
 二书写的单义性与两可性
 三单义性与康德意义上的理念
第七章　延异
 一延异的语义分析
 二延异与符号
 三延异与存在论差异
第八章　时间(上)
 一亚里士多德与传统时问概念的绝境
 二黑格尔与时间的两种观念
 三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概念
第九章　时间(中)
 一“现在”的优先特权
 二原印象的“彗星之尾”
 三感知到想象的延异
第十章　时间(下)
 一解构“时问注释”的方法与目的
 二注释本身及其“被回避”的问题
 三线的终结与差异的踪迹
第十一章　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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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胡塞尔的“事情本身”
 二海德格尔的“事情本身”
 三德里达与现象学的“事情本身”
结语解构与现象学
 一解构与现象学的方法
 二解构与现象学的问题
 三解构与现象学的精神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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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 主动发生的两个困难 我们之所以认为胡塞尔走的是笛卡尔的“我思”之路，就在于其把
“无限的—目的论”理念（即绝对科学的观念的发生）诉诸作为主体性的“先验自我”。
胡塞尔指出：“我们现在追随笛卡尔来一次伟大的转折。
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用一种正确的方式实现转折的话，我们就会转向先验主体性——转向作为确然
确定和最终基础的自我我思。
在这个基础上，一切彻底的哲学将会得以建立。
”“先验主体性”就是作为确然性的明证性的“我思”，这成为了建构普遍科学亦即一切彻底的哲学
的基础。
在胡塞尔看来，任何属于世界的东西，任何时空中的存在，都是为我的。
就是说，对于我才有效——我在其中经验它、感知它、回忆它，以某种方式来思考它、判断它、评价
它、渴望它，等等。
众所周知，笛卡尔用我思来表明这一切。
世界对于我来说绝对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恰好就是在这样一种我思中所意识到的存在者，为我所接
受的有效的东西。
只有从这样的我思活动出发，世界才获得了它的整个普遍的和特殊的意义，才是有效的。
在这些我思活动中，我的整个世俗生活以及我在科学上的研究和奠基活动继续进行着。
通过我的生活，通过我的经验、思维、评价和操作，我能够进入的正是那个在我本身中，或从我自己
得到其意义和有效性的世界。
“所以，事实上，纯粹自我和他的我思活动的存在，作为一种自在地在先的存在，是先于那个我一向
在谈论而且能够谈论的世界的自然存在的。
自然的存在基础从它存在的有效性来说，属于第二性的东西。
它常常要以先验的存在作为前提。
先验悬搁这样一种现象学的根本方法要把人们引回到这种先验的存在，所以我把它称之为现象学的还
原。
”现象学的还原就是还原到先验主体性上去，从而为真正的、绝对的科学进行奠基。
这样，“先验自我本身构造”（亦即先验自我的发生）的问题就被提上了日程。
 德里达指出：“既然目的论被体验为意向相关项，假定了在发生中被构成的主体，我们就只是研究这
一发生，即整个‘第四沉思’的主题。
”发生中被构成的主体就是先验自我，因此“第四沉思”中的主题就是先验自我本身的构造问题，即
先验自我的发生。
胡塞尔的“发生”概念虽然有多重意义，但是最本质的意义是与先验自我本身的构造问题联系在一起
的。
胡塞尔认为：“如果我们首先追问对于我们——与世界有着各种可能关系的主体——具有普遍意义的
构造发生的原则，那么，它们就可以按照两种根本的形式划分为主动发生的原则和被动发生的原则。
”根据胡塞尔“第四沉思”中的这段文字，先验自我的构造有两种先验发生的原则：主动发生与被动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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