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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

内容概要

北大、人大、复旦、武大等校30名师联名推荐，哲学专业学生、文科大学生及哲学爱好者的必读书。
一本书读通现象学之父胡塞尔：现象学为何是对意识本质结构的科学研究？

Page 2



《胡塞尔》

作者简介

译者杨富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著有《现代西方哲
学方法论》，译有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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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

书籍目录

序
1 哲学发展
1．形成年代
2． 逻辑主义时期
3． 现象学的成熟
4． 胡塞尔哲学的最后阶段
5． 现象学观念
2 意向分析
1． 引论
2． 算术哲学
3． 对心理主义和纯粹逻辑的批评
4． 意向性分析
3 现象学方法
1． 现象学的根本: 排除假定
2． 本质还原
3． 现象学还原
4 超验现象学
1． 超验还原
2． 精神过程的基本要素: 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
3． 意向活动和意向对象结构中的内在性和超验性
4． 关于对象的现象学构成概念
5． 形式逻辑和超验逻辑
6． 关于自我的理论: 自我论
7． 唯我论与主体间性
8． 生活世界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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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传记哲学。
2、胡塞尔一生的哲学路径由开始的心理主义到《逻辑研究》时期的逻辑本质主义、再到现象学时期
的超验观念论再到最后的回归生活世界的现象学。很多学者强调胡塞尔早期心理主义与现象学的断裂
，其实其中已经有了现象学分析的诸多萌芽。胡塞尔开创现象学可谓是对英国经验主义和德国理性主
义的一种折中，用“回到事物本身”也就是现象本身，通过悬置的方法、本质还原的方法，来达到对
知识或认知的确定。难怪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从分析胡塞尔开始，因为胡塞尔的哲学中还是存留这样
的观念，即仍有一个确定无疑的中心。胡塞尔对后来的梅洛-庞蒂，德里达等哲学大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
3、原文和译文质量都不错
4、看不懂瞎看
5、20160625
看得云里雾里⋯⋯
6、从来没想过会读胡塞尔。胡塞尔好难好难好难啊。
7、心理主义 逻辑本质主义 超验观念论 生活世界
8、对胡塞尔现象学进行的概括性的介绍，但许多点阐释得太笼统晦涩，不易理解。本人觉得英译本
比中译本更容易懂。要系统理解现象学还是要读胡塞尔本人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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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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