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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三地）现象学和哲学研究界第一次合作努力的成果。它致为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机来进
行现象学的探讨。它主要回答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什么是现象学精神？它能否以及如何与中国人文精
神相结合？《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已出版三辑，第四葺由倪梁康等编著，主要研究现象学与社会
理论。该书有较高的学著价值，它的出版能为中国现象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与深化创造条件和提供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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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沉思》在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E·施特勒克
论海德格尔哲学中的社会存在论——从“谁之在”分析中的“共在”概念谈起 王庆节
肉身、空间性与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肉身主体的地位问题及其引起的 困难 刘国
英
生活世界与更高的人性 张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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