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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一、 今日地胡赛尔现象学
二、 生平与著作
三、 现象学地基本问题
四、 对心理主义的反驳
五、 现象学作为本质论
六、 世界信仰和悬搁
七、 现象学的还原
八、 通向还原之路

对心理主义的反驳
一、 心理主义、它的论据以及他对通常的反对论据的表态
二、 心理主义的成见

事实和本质
一、 自然的认识与经验
二、 事实。事实与本质的不可分割性
三、 本质直观和个体直观
四、 本质直观与想象。本质认识独立于所有事实认识
五、 关于本质的判断和具有本质普遍有效性的判断
六、 几个基本概念。普遍性和必然性
七、 事实科学和本质科学
八、 事实科学与本质科学之间的依赖关系
九、 区域和区域本质论
十、 区域和范畴。分析的区域和他们的范畴
十一、 句法的对象性和最后的基础。句法的范畴
十二、 属和种
十三、 总体化和形式化
十四、 基础范畴。基础本质和此物
十五、 独立的和不独立的对象。具体和个体
十六、 包含事实的领域中的区域和范畴。先天综合认识
十七、 逻辑考察的结论 现象学的考察
一、 自然观点的命题以及对自然观点的排斥
二、 意识和自然现实
三、 纯粹意识的领域

《不列颠百科全书》条目
一、 纯粹心理学，它的经验领域，它的方法，它的作用
二、 现象学的心理学和先验的现象学
三、 先验现象学和绝对地建立起来的作为普通科学的哲学
心理主义和逻辑学的先验基础
一、 逻辑的双重性；逻辑问题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
二、 心理主义指责任何对逻辑构成物的主观朝向的考察
三、 逻辑心理主义和逻辑观念主义
四、 观念对象的明见性相似与个体对象的明见性
五、 关于作为自身给予的明见性的一般问题
六、 意向性的基本规律性和明见性的一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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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在所有的、无论是实在的还是非实在的、作为综合统一的对象所具有的作用中的明见性一般
八、 相对于构造意识而言，对象的所有种类所具有的观念性。实证主义对子人的错误解释是一种心理
主义
九、 原初创造性的主动性作为逻辑构成物的自身给予以及关于对这些构成物创造的谈论的意义
十、 实在对象相对于非实在对象所具有的存在优先性
十一、 关于心理主义的一个更普遍的概念
十二、 心理逻辑主义的和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对认识的分析和先验的批判
十三、 心理主义的指责是对先验认识批判的必然逻辑作用的不理解
通过本质变更进行的本质直观
一、 经验一般性的偶然性和先天必然性
二、 本质直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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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2016-11-21
2、记忆深刻的版本。
3、当时读的一头雾水，现在再读一遍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4、当年帮朋友写论文，拿到题目是关于现象学的冲进图书馆拜见胡塞尔，非常清楚那时候的痛苦，
简直看不下去的痛苦，现象学漏洞太多了
5、还需花时间再读
6、: �
B516.52/4632-15
7、倪梁康的翻译优于李幼蒸
8、看不懂,不看了,哼
9、對胡塞爾和現象學的經年迷夢至此破滅。
10、如果说《现象学的观念》是难懂的话，那《现象学的方法》就是真的他妈难懂了。然后我便开始
对倪梁康之简化胡塞尔的“用心”产生同情之理解了，不论其前缀是“良苦”抑或“别有”，在大全
现象学中，本质直观后都一样，扎哈维不是如此？我和善超说就算我完全了然了倪梁康与扎哈维我也
看不懂胡塞尔说什么，他说还是能看懂一点的。我将信将疑，回头又重翻胡塞尔，天之撸，我真悟了
不止一点了。虽说依然难懂，但逐渐可以捉摸其意味了，《现象学的观念》似乎预示着先验还原工作
的展开，然而倪氏于此用尚未用“先验”而征用“超越论”一词，真很伤神，试问不通笛卡尔者，又
如何将内在、超越与超越论相区分？而《现象学的方法》则更质朴而偏逻辑，揭示心理主义是认识行
为而非知识对象，并不能笼罩一切知识的绝对真理性，哪怕世界毁灭。然后具体讲的本质直观到先验
11、最早的现象学接触~
12、非书差，己不能得也！
13、在这篇文选中汇集了胡塞尔思想发展早到中期的几篇重要导论，致力于澄清现象学与既有哲学传
统的联系与区别，并突出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哲学的独特性、先验性。其中，胡塞尔为不列颠百科全
书撰写的“现象学”条目可以看作是他的一篇较全面的思想自述。
14、完了完了, 虽然还算比较认真的第一次记了笔记, 还是迷迷糊糊的..
15、哎~总觉得翻译哲学书的人说的不是汉语
16、导言
17、太哲学理论了，完全看不懂，没完全看完，这算看过么。。。。
18、黑尔德的导言和百科全书条目是极好的现象学导引，胡赛尔的原文就难懂多了。对逻辑学心理主
义的反驳与弗雷格有颇多相似之处，胡赛尔发展了源于康德先验逻辑学的哲学逻辑，但也借鉴了集合
论的一些思想。现象学一般方法:1.现象学还原:以中止判断而进行现象学悬搁；2.本质还原:用本质变更
的技术手段完成本质直观。其中很多技术性讨论，因为胡赛尔行文之晦涩和思想之艰深未能理解
19、很好的讲解。
20、晦涩难懂 语言发挥的极致
21、翻译不咋地，都不契合下汉语的语境和思维习惯吗？除此之外，书还是好书，值得看
22、配着译者的另一本《现象学的观念》一起就能略体验到胡思维的精妙。并且07年译者还有本大部
头的《现象学概念通释》，译者的现象学普及工作real棒！
23、自己看不就知道了。。。
24、比对解析,没有那么难懂,翻译得很好
25、内外之分如何沟通的问题勉强看懂，后面就不用说了
26、此书乃未竟之业——读到一半时，就被老板喊去听《真理与方法》
27、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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