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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胡塞尔提出欧洲科学危机是人性危机的显露，且危机揭明了欧洲人对普遍哲学以及理性能力的怀疑。而

本文所持的观点是，实证主义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片面化阐释，不仅瓦解了价值与实在的问题同时也动摇

了形而上学的根基。为了克服科学危机与人性危机对人之生存所带来的影响，胡塞尔认为必须回到先验

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并对形而上学进行革新，即重建先验现象学。在本文中，笔者拟证明胡塞尔对自然

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批判的宗旨在于回归自我意向的生活并重树对人类理性能力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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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sserl proposed that the European scientific crisis is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crisis of huma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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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is crisis reveals the Europeans’ doubts about universal philosophy and rational ability. The 
view held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one-sided interpretation of human rational ability by positivism 
not only disintegrates the problems of value and reality but also shakes the foundation of metaphys-
ic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nfluence of the scientific crisis and the crisis of humanity on human 
existence, Husserl believ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turn to the life-world in the transcendental sense 
and innovate metaphysics, that is, to reconstruct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intends to prove that the purpose of Husserl’s criticism of naturalism and positivism lies in 
returning to the self-intentional life and re-establishing the faith in human ration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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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在现代哲学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帅巍在《源于生活世界的判断：胡塞尔

的判断发生论探微》一文中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探讨胡塞尔的判断发生论。帅巍强调生活世界是判断发生

的源泉。这表明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并非脱离实际生活的抽象理论，而是与人们日常的判断行为有着深

刻的内在联系。窦绪凯则通过文章《“生活世界”与“四重一体世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面对科学

和技术问题所作出的不同思考及比较》指出：在面对科学和技术问题时，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强调生

活世界是科学世界的基础，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远离了生活世界，这与超验现象学中对现代科学危机

的批判相关。胡塞尔认为需要通过先验还原回到生活世界的原初意义，从而克服科学危机带来的人性危

机等问题。张怡怀的文章《普遍人类学的先验构建与实践定向——对胡塞尔晚期“现象学人类学”体系

的重构》关注了胡塞尔晚期的“现象学人类学”体系，探讨其普遍人类学的先验构建与实践定向。在胡

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发展到晚期时，对人类学的关注反映了其思想的进一步拓展。先验构建是超验现象学

的重要方法特征，而实践定向则体现了超验现象学与人类实际生活和行为的联系。谢利民在《超越论现

象学的边界——论胡塞尔的原事实形而上学》中探讨了胡塞尔的原事实形而上学与超越论现象学的边界

问题。原事实形而上学在胡塞尔的思想体系中有其独特的地位，文章分析了它与超验现象学的关系，指

出超验现象学在处理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如存在、事实等)时的局限性以及原事实形而上学对这些问题

的独特思考。这种对边界的探讨有助于更清晰地界定超验现象学的内涵和范围。了解超验现象学的边界，

可以避免对其概念和方法的过度或不当解读。同时，通过与原事实形而上学的对比，能够更深入地挖掘

超验现象学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独特性。 
多篇文献都强调了生活世界在胡塞尔超验现象学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作为判断发生的源泉，还是

与海德格尔概念比较中凸显出的对科学和技术问题思考的基础，生活世界是理解超验现象学的一个重要

切入点。它反映了超验现象学对现代科学发展导致的人类与世界关系异化的反思，以及试图通过回归生

活世界来重新构建这种关系的努力。不同学者从生活世界、现象学人类学、原事实形而上学等多个角度

对其进行研究，不断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超验现象学的理解。同时，这些研究也反映出超验现象学在解决

现代哲学问题中的重要价值以及审视“人性危机”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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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何为“人性危机” 

胡塞尔在他的《危机》一书中谈到了欧洲人所面临的根本的生活危机——即科学危机。而危机之所

以诞生，是因为“它的真正科学的特征，它提出的任务和为之建立的方法论，竟成了问题”[1] (p. 3)。而

这一问题也同样适用于哲学，因为哲学也有屈从于怀疑论、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危险。但精密的实

证科学的不断进步以及具体的精神科学的后进发展，却向世人暗示了科学危机似乎并不存在。可是胡塞

尔认为“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不再与人的生活本身发生关联，恰好是科学

危机的真切表现。现代人的世界观因受实证主义的支配，由此丧失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人生有无意义，

我们能否作为自由主体的人，人能否自由地塑造其自身连同其周遭的世界等等)。所以我们不但要批判科

学的真正意义，同时也要对寓于人之主体的主观性之谜进行追溯。而析明科学危机的意涵势必又导向对

人性危机的审视。就此，胡塞尔指出“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1] (p. 7)。科学危机同时又

关涉着人之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的危机，它们在逻辑理路上依次为：“科学危机、文化危机、哲学危机、

真理危机、人性危机”。因此，“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

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

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1] (p. 16)。欧洲科学实质上是一种以自然主义、客观主义、

实证主义态度为向导的理论体系，其中实证主义又是一种注重事实与试验的工具理性思维。而正是以实

证主义为代表的工具理性思维荡涤了“人应该怎样活”、“人是目的”等形而上学的理论旨趣，并压抑了

人们对于根本问题的思考。 
欧洲科学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也是人性的危机。在当时的欧洲学界，自然科学诉诸于物理现象的

研究，而精神科学则诉诸于心理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它们都在追求一种客观的、实证的

真理。但是，人不能被定义为简单的物或事实，因为人具有形而上学的向度，所以应当被视为“理性的

存在者”。科学无法回答理性的问题，也不能解释我们能否作为自由主体的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

人抛弃了那种中世纪的生存方式，而是延续了古希腊罗马人的根本生存形式——即根据纯粹的理性，根

据哲学，自由地塑造它们自己[1] (p. 10)。那种中世纪的神学认知，是建立在以认识神并荣耀神的基础上

的，神这一绝对者被当作了外在于人的认识客体，世界也因此仅被视为了一团毫无生气的造物。人们依

中世纪的生存方式而生活，就是去摆脱世俗与外在对象的影响，将目光转向独一的真实存在——神。而

胡塞尔所谈到的古希腊罗马人的生存形式则是在世界本身中去发现它的内在理性与绝对原则(神)。在这

一前提下，理论哲学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并且实践的自主性紧跟着这种理论的自主性。同时新的自主

观念要求人按照自由的理性，由一种普遍的哲学观念来塑造人的生活世界、政治与社会的存在。这种普

遍的哲学要求我们去认识真理，并认识到存在与存有者的关联。如此说来，哲学就是究明普遍本性的科

学，而理性是人之本性。所以，在这一维度上，存在论与价值论是统一的，但实证主义认识论使得哲学

的统一性偏狭化了，实证科学成为了研究存有者的学科，人的价值与意义及其精神维度都被清除了。在

胡塞尔心目中，怀疑主义的泛滥造就了理性信仰的崩溃，因此他意图挽救人性的危机并实现普遍哲学的

道路。由于人性是在追求普遍哲学的理想中逐步发展形成的，所以人性的危机实质上就是理性的危机。

理性与一切存在者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本质联系，理性从自身出发赋予存有者的世界以意义；反过来，

世界通过理性而成为存有者的世界[1] (p. 18)。理性精神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在本质上是同一的，所以

我们不能否定人的意义问题。现代人在怀疑论的裹挟中沉沦下去，并因失去对真理的确信，乃至对我们

自身的确信，而陷入到了真正的人性危机之中。故而，近代哲学必须返回开端去追问自身的素朴性，只

有通过说明人性的历史统一性才能获得关于人性的自我理解[1] (p. 19)。在哲学的最初奠基中，古代哲学

将追求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当作自己的任务。可见，欧洲人的人性与存在的意义，本质上根植于哲学

史之中，我们应在哲学史之中找寻其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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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塞尔对“危机”根源的分析 

在古希腊人那里，理性给予了一切存在者以价值、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赋予了世界以意义的“绝

对”理性的信仰。因为人对于理性的信仰是与对自己真正存有的信仰相联系的。人只有在真正为真理而

斗争的过程中，将自己作为真正的人才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存有。胡塞尔是在揭示哲学的存在方式之上来

证明何为欧洲人的人性，可以说欧洲人的存在意义是以理性为基础。实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残缺不全的，

它舍弃了形而上学的最高和最终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及一切被排除在外的问题，都存在着不可分割的

统一性。在胡塞尔看来，理性是真正的认识论，它包含着什么是真正的价值、善的行为。并且，在这里，

理性是“绝对的”、“永恒的”、“超时间的”、“无条件的”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称号[1] (p. 11)。如

果人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或特殊的哲学问题，那么人在其中一定是作为理性的生物，他所涉及的必然

是历史中的意义和理性。世界的起源、自由、不朽等问题都超越了纯粹的事实，它们涉及理性自身的观

念问题，而且一切事实问题的序列都处于它们之下。由此可知，关于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的形而上学应

该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1] (p. 12)，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哲学正是发现了理性能力所能构造的那种真正普遍

的方法，这是推动一切科学事业的原动力。在作为哲学之世纪的十八世纪，人们相信存有的统一性这一

基本观念是不可分的。所有从事哲学或哲学分支的研究的人都在追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并试图

在科学之野中建立稳固的“千年王国”。但到此为止，人们起初进行理论探索，希冀在世界之中发现普

遍原则的动机仍未得到澄清，形而上学的可能性与科学的严格性仍无法确证，包括世界的本质、人生的

意义等在内的问题也仍旧是悬而未决的。 
实证主义解构了哲学的终极诉求，所有关于人性与文化的问题也随之消散。但这种对哲学与形而上

学的怀疑，反倒成了造就人性危机的一大根由。欧洲人性危机的根源就是近代实证科学所坚持的客观主

义与实证主义，它们只将科学的客观“事实”当作真实存在，并且仅从现成之物的角度来思考世界的意

义，这恰恰表现了人们缺乏一种从根本上为世界进行奠基的理性信仰。人从可感知的，极富价值与意义

的生活世界抽身而去，而面对的却是匮乏主体性且毫无生机的实证科学的世界。实证主义所表征的单向

度的理性进一步肢解了哲学的统一性，那在“希罗时代”提倡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重的真正理性精神

被狭隘化为了单一的科学理性，那建立在人之现实生活基础上的科学也演变为了抽象符号的学问。在这

种理性观的影响下，价值与意义被当作“空洞”的问题而加以排除了。人在纯粹事实的生活中丧失了建

构自我目的的能力，在事实世界中丧失了主体性而成为了异化的人，与此相应的是，人在工具的影响下

变为了只见事实的人，世界的直观丰富性被简化为了逻辑抽象性。所以，哲学与科学并未能够揭示出普

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而且一种前后一致，按照必真的认识与方法来为自己制定规

范的普遍哲学也因此被掩盖了。 
近代哲学的斗争是在已崩溃的人性和为寻求新的根基而奋斗的人性之间的斗争。在这之中，经验论

和唯理论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经验论始终会导向怀疑主义，这一点在休谟那里走到了极致，因此胡塞

尔认为经验论并没有实行哲学的任务。而唯理论是在为真正的人性而奋斗，其本身就饱含生命力。只有

通过对理性的探索，理解人类自身的理性，进而理解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才能去判定古希腊哲学所诞生

的“理性人”这一论断是否合法。这是哲学应该做的任务，哲学和科学应该是揭示人类本身与“身俱来

的”普遍理性的历史运动。尽管理性主义本身具有朴素性，它尚有需要检讨反思的地方，但我们绝不能

抛弃理性主义的真正意义。胡塞尔认为伽利略将自然数学化了，自伽利略开始，数学符号的世界就取代

了真实的世界。之前的几何学在应用于世界这方面还是有限的，但到了伽利略这里，他进行定量化，为

运动提供公式。依据于因果性这个原则，感性世界的原因必然能在理念化的世界中找到，两者一定是有

对应的，即便无法直接数学化，仍然可以通过提供新的假说、发现新的公式进行间接的数学化。由此，

伽利略做出了两种划分：一是普遍的和绝对纯粹的物体世界，二是作为数学东西的纯粹思想事物。而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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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二元论的思想根源就由此而来。之后是胡塞尔对笛卡尔及其后面哲学家们的批判思考。笛卡尔和康

德在胡塞尔看来是两个转折点，笛卡尔的哲学思想中包含了“悬搁”这一重要的方法以及没有被明确道

出的“意向性”，虽然笛卡尔把“自我”当成了心灵，导致经验主义，但通过之后的哲学发展，经验主义

必然走向怀疑主义[1] (p. 120)，客观主义一定会被动摇。而同时笛卡尔也开出了另一条道路——理性主

义，也正是在这条路上，胡塞尔看到了深藏在其中的“超越论”，特别是在康德这里，胡塞尔甚至认为康

德体系就是进行真正普遍的超越论哲学的第一个尝试。康德以及其后的德国观念论哲学家们都有一个共

识：即自然科学的自明性是成问题的，而这个自明性其实是建立在主观性根据之上的。康德之所以成为

重要的转折点，我认为主要是康德发动的“哥白尼式革命”，他把有效性的裁决者设定为人自身，设定

为主观性，也就是“人为自然立法”。但康德仍然是有限的，胡塞尔在第三部分从生活世界这一角度会

对其进行详细的阐明。简单来说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康德没有看清自己哲学的前提——即有效的生活

的周围世界；二是缺乏直观显示方法；三是没有区分超越论的主观性与心灵。 
在胡塞尔看来，一切过去的哲学是内在地趋向这种新的哲学的意义的(自明性的哲学传统)，近代心理

学的悲剧性失败就是其一方面通过历史积累而渴望成为哲学的本质科学，另一方却又无法避免“心理主

义”的诟病[1] (p. 25)。就此，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可以看到的是，人性危机来源于普遍哲学信仰的崩溃，

也就是理性信仰的崩溃，并且实证主义的大行其道也消解了存有与存有者的根本统一性。科学丧失了其

自古希腊开始的就本有的生活意义，而成为了纯粹事实的科学。当作为人性底色的理性出现分裂，发生

内部解体之时，人性的危机因而也就产生了。而在第二部分之中，胡塞尔认为自“伽利略那里就已经开

始以奠基于数学中的观念的世界来偷偷地替代那个唯一现实的、在感知中被现实的给予的、总能被经验

到并且也能够经验达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2] (p. 231)。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依

赖于自然态度的奠定，数学与几何学的发展一方面极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另一方面，

数学的无限性却代替了生活本身的无限性，数学的世界凌驾于真实世界之上，人生存于一种依靠抽象符

号来确定自身价值的处境之中，这是人性危机的另一大根源。 

4. 胡塞尔解决“危机”的途径与回归“生活世界” 

胡塞尔采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对之前的哲学进行考察。哲学家们一直都在为哲学寻求奠基，胡塞尔也

在做这个工作。他看到了当时科学出现的危机，便意图究其根本，寻找最初的动因。他发现在伽利略将

自然数学化后，因果性规则便统摄着整个世界，人们忘却了原初的生活意义。这种意义的丧失和事实科

学的统治，使得人们迷茫、痛苦。胡塞尔面对这一情况，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带我们还原到原初的生活

世界的意义源泉处，为哲学、科学奠基，为人性奠基。在《几何学的起源》中，胡塞尔同样致力于去探讨

几何学的原初意义，正是这种原初的生活世界意义，几何学才得以可能。我们可以看到，胡塞尔的探讨

是一种历史性的目的论沉思，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其中蕴含着内在统一的历史的先验结构。胡塞尔对

历史意义追溯到了测量技术，之后是在伽利略那里发生了世界被数学化的转变，这种思维态度影响了后

面的许多人。再通过对笛卡尔、康德的批判与思考，胡塞尔寻找到自己的哲学，即超越论的现象学(超验

现象学)。胡塞尔的哲学思想重点是在第三部分，阐明如何通过生活世界和心理学两条道路来达到现象学

的超越论哲学。近代科学家们没能发现潜含在科学的前提中的东西，因此也就没能揭示出科学自身所包

含的超越性内容。倘若我们稍加思考便会发现，“客观的科学方法建立在一个从来没有被提问过的、深

深隐藏着的主观基础上，在这一基础上的哲学的说明将第一次揭示实证科学的成就的真正意义，以及相

应地揭示客观世界的真正的存有意义”[1] (p. 139)。这就是要去实现作为超验的——主观的意义的客观世

界之存有意义。而在胡塞尔之前，没有一种哲学，曾将这种主观事物的领域当成主题，并因而真正发现

这个主观领域[1] (p. 136)。要想克服由近代科学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所造成的科学危机乃至人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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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由科学还原到生活世界，而且重中之重还在于对诱发危机的自然态度进行反思(悬置)。 
所谓“生活世界”是胡塞尔后期哲学中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到的世界，

是一个前科学、前理论的世界。这个世界包括我们所感知到的事物、他人、社会环境等，是一个充满意

义和价值的世界。生活世界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每个人的生活世界都是独特的，因为它是由个人的经

验、视角和兴趣所构成的[3]。同时，生活世界也随着时间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对科学的批判与反思。

胡塞尔认为，现代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远离了生活世界，陷入了抽象的理论和技术之中。科学世界是对生

活世界的抽象和简化，它忽略了生活世界中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强调生活世界，胡塞尔试图唤起人们对

科学的批判意识，使科学回归到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为哲学提供了新的基础。传统哲学往往追求超越生

活世界的绝对真理，但胡塞尔认为这种追求是不现实的。生活世界是哲学的真正基础，哲学应该从生活

世界出发，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强调主体间性。生活世界是一个主体间的世界，其中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和互动是构成世界的重要因素[4]。胡塞尔通过生活世界的概念，强调了主体间性在哲学中的重

要性，为后来的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然而，自然主义的态度将生活世界视为“不证自明”的事实，而胡塞尔认为哲学家们必须对这种自

然态度进行悬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现成世界的客观存在性中解放出来。但对以往自然态度的悬搁并

不是简单地终止对世界的自然态度的信仰，而是要进一步对世界进行先验还原。即胡塞尔要关注的是世

界包括其中的事物是如何在主体自身中显现的，而主体又是如何构造出超越的事物的。胡塞尔的先验还

原要终止所有对于存在的设定，并只剩下流动着的意识生活本身。如此，在生活世界在经过先验还原之

后，就再也不是自然态度中那种不言而喻、现成的经验实在了，而是先验主体的精神世界中的一种存在，

即是一种“纯粹先验的现象”[5]。胡塞尔先是借助主体“消除”掉一个现存的经验实在世界，然后又借

由主体重新构造出主观现象的生活世界，所以从根本上而言，胡塞尔是要革新人们关于现实世界存在的

信念，这是他与康德“哥白尼式革命”的遥相呼应。最后，我们还应当看到生活世界与科学具有密不可

分的关系，或者可以说科学本身就是欧洲人的生活世界中的一项特殊成就。因为科学是在生活世界的基

础上产生的，而科学理论对于生活的那种质朴观察也就引发了对于科学本身意义的忽视，以致产生忽视

了人存在的意义的自然主义与实证主义[1] (p. 1)。所以，我们只有通过主体对生活世界进行赋意，才能克

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从而达到超验的主观主义。 
先验还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方法之一。它的目的是通过排除一切自然态度和科学理论的预设，

回到纯粹的意识领域，揭示意识的本质结构和先验条件。先验还原的具体步骤包括：悬置自然态度、进

行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悬置自然态度是指暂时停止对外部世界的存在信念，将注意力集中在意识现象

本身。本质还原是通过对意识现象的直观分析，揭示其本质结构。先验还原则是进一步追问意识的先验

条件，即意识得以可能的条件。先验还原的方法受到了很多批评。一些哲学家认为，先验还原是一种主

观主义的方法，它无法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先验还原所揭示的先验条件是否具有普遍有效性，

也存在争议。先验还原的方法也存在操作上的困难。如何准确地悬置自然态度，如何进行本质还原和先

验还原，这些问题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不同的哲学家对先验还原的理解和操作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先验

还原的方法缺乏统一性和确定性。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与康德的先验哲学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两者都强

调先验条件在知识形成中的重要性，都试图通过对先验条件的分析来揭示知识的本质。康德的先验哲学

是一种二元论的哲学，他将世界分为现象和物自体两个领域。胡塞尔的现象学则试图超越二元论，通过

先验还原回到纯粹的意识领域，揭示意识与世界的统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与存在主义哲学有一定

的关联。存在主义哲学也强调人类存在的具体性和相对性，关注人类在生活世界中的生存状态。存在主

义哲学更加强调人类的自由和责任，关注人类在面对困境和选择时的存在意义[6]。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更

注重对意识结构的分析，试图揭示意识的本质和先验条件。总之，胡塞尔的思想对现代哲学的发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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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生活世界”概念的分析、先验还原方法的探讨以及与其他哲学流派的比较，我

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胡塞尔思想的内涵和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到其思想的局限性和争议之处。在胡塞尔

看来，在返回那个先验意义上的生活世界本身的前提条件下，一方面自然的素朴态度面对当下的世界。

另一方面，又要通过先验还原体验到“自然的客观的世界生活”[7] (p. 213)。这意味着我们既要生活在自

然态度之中，又要时刻警醒那不过是可能的生活方式中的一种，而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我们的人性危

机从而回归“生活世界”。 

5. 结语 

如果把科学比喻为一座大厦的话，那么胡塞尔所要批判的就是建造这座大厦所使用的结构方法，但

身处其中的科学家们却浑然不知。一直以来，尽管实证科学自身带有暧昧不清的因素，但其具备的令人

信服的自明性是毋庸置疑的，科学家们对于他们所从事的科学本身坚定不移，因此这些科学家对于胡塞

尔提出的科学危机这一说法内心最初一定充斥着不满和抗议。胡塞尔选择从文化危机这一角度出发对科

学的科学性进行批判：从《危机》全书的标题来看，胡塞尔所要阐发的内容也就是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

验现象学以及这二者之间所存在着的因果关系。纵观本书，不难发现在实证主义这种讲究事实科学的思

维态度之下，人们的生活意义被掩埋起来了，科学在这一问题上无能为力。我们应该去思考科学对于人

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科学的危机性以及人性的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体现得淋漓尽致，那时的

人们处于一种生命凋零的状态，但科学却无法为其提供什么，人们像是饱经摧残的无头苍蝇，迷茫、无

奈、渴望拯救，最后发展出敌对情绪。正如胡塞尔所说的，这种世界只是虚幻的繁荣和痛苦的失望。可

以看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具有伦理学的倾向，他关注人的生存。同时，他反对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所

以，在胡塞尔的指引下，我们应当认识到生活世界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真实的世界，并力图维护人在生

活世界中的主体性与人性化特征。 
在胡塞尔的观点中，理性是人之本性，与一切存在者有深刻本质联系，是赋予世界意义的源泉。但

实证主义的大行其道消解了存有与存有者的统一性，科学丧失生活意义成为纯粹事实科学，理性信仰崩

溃，进而引发人性危机。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对“人性危机”的克服与超越围绕着对现代科学发展及其背

后哲学思想的批判展开，其核心是重建理性信仰和人类与世界的正确关系。生活世界是这一重建过程的

关键出发点，先验还原则是手段，通过这些试图解决因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泛滥导致的人性危机，恢复

人类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和对理性的信仰。胡塞尔的思想反映了现代哲学在追求科学理性过程中面临的困

境，即科学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哲学根基的动摇。他的超验现象学是对这种现象的

深刻反思，试图在科学与人性、理性与生活之间寻找平衡。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具有伦理学倾向，关注

人的生存。那么它如何具体地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在改善社会结构、促进人类福祉方面发挥实际作

用，我们可以深入研究胡塞尔超验现象学与现代心理学的联系。例如，如何将现象学对意识结构的分析

与心理学中的认知、情感研究相结合，以更好地理解人类心理现象中的先验因素，进而探索解决人性危

机在心理层面的表现。另外，也可以加强胡塞尔超验现象学与东方哲学(如儒家、道家、佛教哲学等)的比

较研究。探讨东方哲学中关于人性、理性、生活世界(如儒家的日用伦常世界、道家的自然世界等)的观念

与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异同，寻求跨文化哲学交流中的共鸣和互补之处。最后在现代科技(如人工智能、

基因编辑等)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如何与时俱进。例如，探讨超验现象学对理解人工智

能的意识模拟、基因编辑对人类本质的影响等问题的启示，以及如何在新的科技语境下重新审视人性危

机和超验现象学的应对策略。总而言之，只有深入探究胡塞尔超验现象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与当代

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分析从胡塞尔时代到当代，社会、文化、科学等因素的变化如何影响超验现象学的

内涵和意义，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才能持续地为解决当代人性问题提供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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