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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胡塞尔1917～1918年在贝尔瑙沉思时间意识难题的速记手稿所组成，前承《内时间意识现象学
（1893～1917）》，后启《关于时间构造的后期文字（1929～1934）》，构成了胡塞尔时间意识现象学
思想“三部曲”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通过贝尔瑙手稿，有兴趣的读者会发现：胡塞尔新的时间意识
现象学与早期时间观相比取得哪些最本质的进展；胡塞尔为何且如何回到“布伦塔诺-亚里斯多德学说
”的近处；在通向“超越论逻辑”难题的深化个体化问题域的研究中，胡塞尔又如何阐发时间性和观
念对象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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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者引论
第一编论原初时间意识的基本结构：原体现、滞留和前摄的流动关联
第一篇原初时间意识中滞留与前摄的交织·原体现与新奇之物的意识
第1节原体现的意向性·注意的朝向一个当下新物、过去之物或者将来之物
第2节原过程流逝中滞留性意向性与前摄性意向性的编结
第3节现象学时间构造中“期待”（前摄）的作用·前摄性充实过程与滞留性脱实过程中双重意向性
的连续变异
第4节现象学时间对象性构造与时间构造中滞留和前摄的交织，现在意识和一个新事件的原体现难题
附录1（关于第一篇文字第4节）：用图表展示滞留与前摄交织的几个尝试
第二篇滞留与前摄的组合·充实等级性与当下意识·原过程图示
第1节滞留中的前摄——前摄中的滞留·一个新图表
第2节作为充实过程的滞留与前摄的交织
第3节滞留性与前摄性的充实过程包含一个无限后退？时间意识诸阶段
第4节原进程：按步骤考察
第5节原河流中关于进展的充实与脱实关联的新图示·滞留性与前摄性变异关联中体验时间的构造
第6节最后构造的意识在每一个相位具有肯定与否定趋向·切身的当下作为变异的零点
第7节关于诸时间对象的意识与关于河流的意识
第8节关于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的当下意识·最后的与神的意识
第9节在其现实化与脱现实化的连续变化中河流的自身意识
第10节诸增补性问题·河流中的间断性
第三篇原现前滞留性与再造性的当下化
第1节感知、滞留、再回忆与想象中同一对象立义那里的明白性交异
第2节滞留与当下化·有别于想象与图像意识的滞留不是再造，而是一个印象意识的要素·原现前与
消退
第3节再造和滞留·原现前与滞留性过去被给予性中的立义与立义内容
第四篇关于消退现象的现象学
第1节基本概念的引入：一个当下被给予性的连续消退，诸直观被充实与空泛的消退形式，一个活的
或者无生气的延续统一性的消退
第2节消退与滞留的连续统一体中直观贫乏化（变暗）和透视变小的难题·空间定位与时间定位之间
的类似
第3节一个无成效的解决办法尝试：在时间域中渐渐消逝或者透视变小期间可能涉及感性融合中的一
个强度区别
第4节一个新的解决方法尝试：时间透视可以理解成渐渐消逝事件的一个或多或少迅速的进一步缩拢
·关于直观性和细微差别零点的确定
附录2（关于第四篇文字）：直观消退和原声响与消退的滞留的关联的疑难理解样式
a）假定：有别于滞留的消退是实项的当下性，因而像“原声响”一样
b）把刚刚过去之物的直观意识设想成图像性的尝试·兼论再回忆现象学
附录3（关于第四篇文字）：如果消退被确定为一个感觉素材，那么还如何区分感知、滞留与想象？
第二编论原过程与其中被构造的带刚性时间秩序及流淌时间样式的时间对象性的被给予性
第五篇直观的时间样式的河流与关于流淌的意识
第1节引论：刚性的时间秩序与时间样式的河流·唯我论的与交互主体的时间·客观时间的构造·“
现前时间”·时间与空间
第2节一个关于流逝现前的流淌意识如何可能？瞬间素材的河流及其诸时间样式的河流·现象学的本
质规律
第3节现前域中流动的感知与关于流淌的活的意识，流淌现前的梯级排列
第4节河流原事实的不同阶段，河流中当下的出现与过去·河流描述中不同的反思视向
第六篇行为作为“现象学时间”中的对象·时间对象性与构造的原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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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内在素材的感知如何有别于这个感知的内意识？
第2节原河流的被给予性与行为的被给予性以及行为相关项作为内在时间对象，内在感知的不同概念
第3节内在时间对象的流逝与构造其进程的流逝平行，但并不真正同时发生
第4节关于同时性概念：时间流逝的不同层面与时间秩序的统一性.《观念Ⅰ》学说
第5节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的时间性
第七篇关于诸时间样式的学说
第1节感觉对象那里的原初时间构造·关于一个延续声音的新现在与过去现在的意识的关联
第2节一个新现在何以有别于另一个相同内容的现在？意识的流动与关于一个对象的延续的意识
第3节过程的时间形式与被构造的对象的时间形式·时间秩序与诸时间样式
第4节几个时间与这一时间·主体的与交互主体的时间
第5节延续作为客观时间片段与主观被给予性
第6节时间作为全面的刚性形式与流淌的现在·诸时间样式与时间的被给予性方式
第7节补遗：内感知与外感知、再回忆与想象中的时间样式
第8节活的当下、滞留与再回忆中时间样式的时间性
第八篇从意向相关项方面描述诸时间样式
第1节过去与将来中现在的变异阶段—关于时间变异的两个概念·一个时间对象的流动意识与流动的
意识
第2节河流和时间对象与时间片段的映射形式·时间与空间（关于术语）
第3节进一步研究时间对象性与时间范式视角之意向相关项与意向活动结构·适合时间构造的立义与
被立义内容的样式同样恰当地适合空间对象的构造？
附录4（关于第八篇文字第3节）：当下原本被给予的声音点是一个实项的意识内容？关于意向相关项
的时间对象及时间意识中立义的问题域
⋯⋯
第三编论原初时间意识分析中内容与立义模式的使用及无限后退的危险
第四编发生考察中自我性的与原素的时间性
第五编论个体化现象学：诸经验对象、想象对象与观念对象的时间性
第六编论再回忆现象学
人名译名索引
概念译名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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