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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世界”一词是由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的。
胡塞尔最初提出生活世界是要为科学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解决欧洲科学的危机问题。
但是，生活世界也可以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域。
而正是许菠把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转换为日常生活世界。
我们在日常生活世界的自然态度下生活，我们与他人的沟通就发生在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固此，日常
生活才是所有意义的真正出生地。
许菠认为，胡塞尔纯粹静思的理论态度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态度，并不能代表日常生活的全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经验，许茨把我们各种经验的意义看做实在，我们生活在社
会中，这就意味着一种双重的超越，一是超越7物质的自然界，二是超越了与他人直接接触的鲜活经
验，而这是通过符号化才能移完成的。
因此，许菠把符号的意义看做社会实在。
符号其实是一种文化客体，或者说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人正是通过文化的作用，才超越了直接面对的
日常生活，从而进人了社会世界的广阔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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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胡塞尔相信，主体间性问题包含着理解客观实在和超越者的构成的关键。
主体间性是一个交互主体性的概念，即主体间的关系，它意味着考察移情问题，即我怎样才能经验另
外一个主体，现象学必须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回答人的经验性构成。
他认为，对他者的具体经验总是一个对于他者的身体显现的经验，具体的主体问性必须被理解为肉身
化的主体之间的关系，正如上面对移情（同感）的他我的复杂结构所进行的分析，移情预设了我所遇
到的相异主体与我之间的某些相似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对他者的经验实际上是一个类比性的推论。
胡塞尔认为这并不是任何推论，而是我的实际经验，因此他反对舍勒等人站在哲学人类学的立场认为
对于他者的经验是某种基本的不可被分析的事实，相反，胡塞尔认为对这一经验的发生和具体的预设
必须被阐明，即必须要阐明移情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
正如胡塞尔所说，正是我的身体的主客体地位，才使我将另一个身体确认为相异的被体现的主体性。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就是，当我的左手触摸到右手时，我以如此亲身的方式经验到了自身，既预期到他
者经验我的方式，也预期到我经验他者的方式。
当胡塞尔写到，对身体的经验构成了所有对他者经验的基础和准则时，身体的重要性就表现出来了。
这说明，并非我从对一个物理对象的经验达到一个相异的主体的经验，而是恰恰相反，我是从对肉身
化的主体的经验，而达到纯粹外界的客观对象的经验的，我自己的和他人的身体经验是认识对象的条
件。
我对他者有一个实际的经验，这并不需要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经验到他者，也
不意味着他人能够以同样的方式经验我。
正如胡塞尔所说，我如果能够以通达自己意识的同样方式认识他人，那么我将不是我，而成为他自身
，他者的自我给予性是我所不能通达和超越的，这正是我经验的界限。
他人逃避了我的直接经验，这一方面表明胡塞尔对他者超越性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明这里存在着的
不对称性。
经验的主体与被经验的主体是不同的，但是这一不对称性是对主体的任何正确而如实的现象学描述的
一部分，如果没有这种不对称性，就没有主体问性，而只存在一个没有任何区分的匿名集体。
除非他者出现，否则就不可能遭遇他者，尊重他者这一不可还原的他者性，只有他者以一个方式作为
现象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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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先验的生活世界走向文化的日常生活:许茨与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比较研究》共分四章。
第一章是对生活世界理论的总体概述，指出生活世界理论是胡塞尔首先提出来的，它是20世纪最具影
响力的哲学理论之一，对20世纪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二章“从先验的生活世界到日常生活世界”，进入到《从先验的生活世界走向文化的日常生活:许茨
与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比较研究》的核心部分。
本章指出了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内容和生活世界的多重含义，同时指出什么是符合胡塞尔最本
真意图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接着指出了许茨在日常生活这个层面来定义“生活世界”这个概念。
本第三章也是《从先验的生活世界走向文化的日常生活:许茨与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比较研究》的核心
部分，针对生活世界与主体间性的关系问题来展开对许茨与胡塞尔的比较研究。
第四章进入《从先验的生活世界走向文化的日常生活:许茨与胡塞尔生活世界理论比较研究》的创新和
收尾部分。
本章首先阐明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到许茨的日常生活世界转换的内在逻辑，并从总体上对许茨与胡塞
尔的生活世界理论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指出胡塞尔和许茨生活世界理论的理论贡献、根本差异和共
同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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