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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目前享誉英美和欧洲的中青年现象学家丹扎哈维关于主体性和自身性研究的最新力作。
在本书中，作者没有将目光仅局限于现象学内部，而是试图通过多学科（分析哲学、认知科学、发展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讨论将现象学置于真正的对话之中。
这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在追随现象学传统的同时也将其所面对的问题放置在了当代学术探讨的
背景下，加入当前有关自身、意识、主体性、自身觉知等问题的讨论，使得现象学的思考得以展现其
持久的生命力以及在当代的适用性。
　　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推动对主体性和自身性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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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扎哈维（Danzahavi，1967－），目前享誉英美和欧洲的中青年现象学家，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哲学教授，主体性研究中心主任。
著有《胡塞尔现象学》、《自身觉知和他异性》、《主体性和自身性——对第一人称视角的探究》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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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自身觉知和现象意识：　　1.自身觉知的多样性：　　第一人称的可通达性和自身觉知有
何关联？
“自身觉知”这一术语已是出了名地模棱两可；在哲学、心理学以及神经科学的文献中充斥着相争、
冲突抑或互补的定义。
让我们迅速浏览一下其中若干主要的选项。
　　·在哲学领域中，许多人寻求着自身觉知与思考“我”（I—thottghts）之能力间的关联。
新近对这一路径的辩护可见于贝克（Baker）的论述之中，他主张所有具有感知力的存在者都是体验的
主体，他们都具有视角态度（perspectival attitLtdes）并且通讨自我中心的视角体验着世界。
借此他们表明自身拥有着贝克所说的弱第一人称现象（Baker，2000，60，67）。
然而仅仅具有丰体的观念并不足以拥有自身觉知。
为了能够获得被贝克称为强第一人称现象的自身觉知，某人必须能够将自身作为自身来，恩考。
具有欲望和信仰、具备一种视角态度或能够在自身和非自身之间作出区分都还不够，他还必须能够概
念化这一区分。
贝克因而论证，自身觉知是以具有第一人称概念为其前提的。
只有当一个人能够将自身作为自身来思考并且具有使用第一人称代词来指涉自身的语言能力时，他／
她才是有自身意识的（Baker，2000，67—68；也可参见Block，1997，389）。
根据这一定义，自身觉知显然被视为在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某物并且依赖于概念和语言的最终习得。
　　·另外一种流行的相关哲学思路认为：自身意识，在一种恰当的意义上，要求对一个自身的意识
。
换言之，能够在个人的基础上对体验进行自身归因，但却无法识别出那个将体验归于其上者的身份，
这对于一个具有自身意识的生物而言是不充分的。
这一生物必须能够将归因于自身的体验认做属于这同一个自身的体验。
因此，真正的自身意识要求这一生物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作为主体、承载者或不同体验的拥有
者（参见Cassam，1997，117一119）。
　　·如若转向社会心理学领域，我们将迅速遭遇米德（Mead）的著名论断：自身意识是一个通过某
人与他人之社会关联而成为自身对象的问题，即，自身意识是通过对自己采用他人的视角而被构成的
（Mead，1962，164，172）。
依据这一阐释，自身觉知本质上就是一种社会现象。
它不是你可以通过自身而获得的某物。
正如米德所写道的：“意识，正如通常所使用的那般，仅涉及体验的领域，而自身意识则涉及在我们
自身中唤起一系列特定反应的能力，这些反应属于群体中的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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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更为主题化同时也更富时代感的方式系统地译介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的代表性成果。
一方面旨在围绕关于遵守规则和私人语言、自然主义与反自然主义的争论，集中展示语言分析传统对
于价值与规范的理性和形而上学基础的探讨，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重视把分析传统与现象学传统
结合在一起的哲学家的著作；另一方面试图较为全面地呈现“实践哲学复兴”中道德哲学方面的优秀
成果，并同时关注当代欧陆哲学中对古典哲学的根本问题和现代性的根本内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
的统一性的探讨，还涉及当代政治哲学的一些有影响的作品。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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