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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 !

我们已经出版了大量翻译和研
究著作!在现象学领域内!经典
类和介绍类的译著日渐增多 "

现象学的导论性书籍也已出
版过若干本 !不仅有较早的施
皮格伯格的 #现象学运动 $

!

#$%#

年第二版 " 和施太格缪
勒的 #现代哲学主流 $!而且也
包括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现
象学家索柯洛夫斯基的 #现象
学导论$%那么我为什么如今起
意要再译出一本

#&

年前出版的
书呢&

固然 !

!"

年来西方现象学
研究! 特别是胡塞尔研究的成
果!与以上两书写出的时期相
比 ! 又有了丰富的发展 '固
然 ! 当代欧美国家的现象学
研究所根据的原始资料 !随
着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两全集
的编辑出版 !较前续有增加 %

而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 !

!"

年来西方新一代现象学研究
者也同样在逐年增加 ! 他们
的学术思想背景与在战前或
战后初期受教育的老一代学
人已经颇为不同 ! 特别是其
中很多人都是在对分析哲学
和现象学哲学这两大潮流同
时研习后转而专攻某派哲学
的 ! 其资讯范围和方法论角
度的扩大 ! 遂使其研究特点
不同于以往 ! 因而值得我们
特别加以关注 % 另一方面 !他
们的哲学史范围内的研究成
果 !毕竟都是在前辈哲学家工
作的基础上完成的 !具有文献
学处理方面的优越性 % 此外 !

应当说 ! 他们的共同特点还
有 !在分析派 (科学派哲学的
影响下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
迅速更新的环境里 !以及在进
一步消化了前辈学者的研究
成果后 !纷纷强化了哲学思考
的多面性和表述方式的清晰
性 % 过去

!"

年间 !西方现象学
运动内部似乎出现了海德格
尔的影响逐渐削弱而胡塞尔
的影响逐渐增强之势 ! 甚至

)胡塞尔现象学 * 也渐渐成为
了一个哲学界内的独立专业 %

于是在欧美各国新一代现象学
研究者中间! 出现了不少新型
)胡塞尔学*专家% 他们往往兼
通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 并亟
思对现象学运动的百年成果 !

根据当代新的研究和思想条
件!重新进行理解和评估%

+现象学 , 一部历史的和
批判的导论$ 作者( 爱尔兰现
代 哲 学 史 家 德 尔 默-莫 兰
.

'()*+ ,*-./

/ ! 就是这样一
位早年在美国同时研究欧陆哲
学( 分析哲学和哲学史! 而后
专研现象学和胡塞尔学的哲学
史家 % 由于他具有分析哲学 (

欧陆哲学( 哲学史等不同哲学
方向的多元化学术背景! 所以
能够比纯粹的欧陆派哲学家更
全面( 更客观地清晰评述欧陆
现象学问题% 这本书与美国现
象学家索柯洛夫斯基的书相
比! 各有短长000莫兰的书不
仅较索氏的书多出约一倍篇
幅! 而且由于二人不属同一时
代! 莫兰的书提供了更多的背
景思考和批评性比较% 而作为
)教科书 1 而言 ! 莫兰书的第
一价值在于其相关资料处理得
繁简合宜000从如此大量的资
料中! 按不同的层次和角度搜
集( 安排材料! 以提供多层次
的相关知识! 这在技术上是非
常不容易做到的 ! 颇见功力 %

然而! 我认为本书值得在以上
几部相关于现象学导论式著作
之后再加以推介的其他重要原
因还在于,

与同类书相比 !本书还别
开生面地增加了相关现象学
家的学术思想与个人社会活
动 (与学界和社会影响的互动
关系等方面的报道 !特别包括
其中显露出自我矛盾和言行错
误的方面% 与许多同类书籍对
学者生活与社会活动方面往往
语焉不详的写法不同! 作者特
意不放过负面细节! 以期呈现
相关学者哲学生涯和思想效
果的复杂性和真实性 % 例如 !

甚至连不是本书主角的 )斗
士 * 型批判派哲学家阿多诺 !

作者都不忘 )顺便扫及 *!如谈
到他在纳粹上台之初如何表
达了个人向纳粹讨好的隐蔽
资料 '再如对法国哲学家们战
后加以反复宣扬的占领期间

的)抵抗运动 *之实情 !也加以
描述!甚至不遗漏关于萨特从
纳粹俘虏营被释放时 )原因不
详 *一事 '甚至对并无 )污点 *

的伽达默尔在战争期间作为
哲学家而毫无 )哲人 *义勇表
现的懦弱性格也加以分析 '如
此等等众多引人入胜的行为
细节 !在我看来 !都非随意为
之 !而是作者特意要加以披露
的方面% 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
解西方哲学家思想活动的里
里外外(方方面面 !颇有助益 !

且这一部分正是增加本书阅读
兴味的一大原因%

应该提及! 正是本书这一
部分与历来的同类著作不同 !

也招致一些专业人士的批评 !

认为他不该将 )与哲学无关的
方面* 带进哲学殿堂% 甚至有
人认为本书由于涉及哲学家的
政治操守方面而 )损及* 了哲
学的声誉 % 还有人评论说 !莫
兰根本在)反哲学*2这大概指,

一些专业)哲学工作者1正要通
过渲染相关哲学家的)伟大1以
抬高自身专业价值时! 却看到
了这些令人)扫兴1的)不体面1

细节2

当然! 本书最重要的独特
贡献在于坚持哲学论述本身的
一种批评精神! 不吝挖掘重要
西方哲学思想的学理缺欠 !通
过不同学派的相互评论! 呈现
了不同的评价角度! 以期多方
面地反映其学术意义( 价值和
效果%

本书一共介绍了九位哲学
家!其中五位是德语学者!另外
四位是法语学者% 通过有关法
国现象学家们的论述! 我们可
以看到他们更偏重于非理性主
义! 根源其实存在于法国哲学
和德国哲学的关系方面% 一方
面! 法国哲学家表现出他们的
德国哲学素养其实并不充分 '

另一方面! 他们又突如其来地
自大战之前起一股脑地都对黑
格尔的辩证法思维产生了特殊
兴趣 .启发他们此类兴趣的前
有战前流亡巴黎的白俄哲学家
科耶夫! 后有战后越南裔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陈德草/%

最后!并非不重要的是!我
发觉本书对于中国读者的另一
种附带效用是, 通过本书论述
中显示出来的作者本人的认识
论局限! 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今
西方思想优缺点的进一步把
握% 在我看来!大体而言!作者
作为现象学特别是胡塞尔学的
专家和现代哲学史家! 仍然在
三个方面显露其认知方面的局
限性, 在维持分析哲学和欧陆
哲学的互动关系方面 .这是他
的专长部分! 但这一部分恰恰
不能满足于仅在二者之间作技
术性的处理/'在西方哲学史和
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方面 '在
当代人文科学理论和当代哲学
的关系方面% 因此!我认为!作
者对相关讨论文本的内部分析
方面! 要比在对其进行全面思
想总结和总评方面!更为确当%

前者仅需涉及哲学专业内部的
技术性层次! 后者则超越了哲
学专业而须进入人类思想世界
的全局%

由于这种认知上的局限 !

作者在一些总结性判断方面出
现了明显值得进一步商榷的认
识% 例如关于黑格尔哲学和德
法现象学思想的关系问题 !作
者的分析不免失之表面化 !而
对于胡塞尔晚年哲学和黑格尔
哲学的关系方面的推论! 则应
该说是失实的.顺便指出!如果
研究者不注意胡塞尔毕生不喜
读黑格尔的事实! 就会从根本
上误解胡塞尔学的哲学精神/%

另外一个十分引起我好奇的部
分是, 按照作者几处对罗蒂评
论的正面引述! 罗蒂似乎成了
美国重要的德里达批评者% 而
实际上罗蒂对德里达推崇备
至!甚至称其为新时代之尼采%

深通分析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的罗蒂与其心仪的法国哲学家
德里达在认识论立场方面的关
系 .两人都是反对时人加于其
)后现代主义1标签的后现代主
义理论家/!本应成为认识德里
达的另一绝佳途径% 同样了解
分析哲学( 实用主义和欧陆哲
学的本书作者! 按理也是承担
当代西方哲学思想界此一极重
要的认识论 )公案1 的适当人
选! 而结果作者却在本书中错
过了予以深入比较评论的机
会% 不知何故&

德国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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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的现象学导论一共介绍了九位哲学家!其中五位是德语学者!另外四位是法语学者" 就#现象学
运动$全体而论!作者没有采取施皮格伯格那种过于宽泛的选择标准!而对于此一德法哲学运动的
四大中心人物%胡塞尔&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的认真处理!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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