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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对象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 是西方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胡塞尔从逻辑学不是一门

实在性的科学而是一门观念性的 ( Ideal) 科学的理解出发, 认为逻辑学是关于含义本身以及含义规

律的科学。而含义的统一本质上是理论的和观念的统一。因此, 在 逻辑研究 中, 胡塞尔通过对

近现代一般对象问题上的概念论和唯名论的否定性批判和对观念对象的现象学描述分析, 认为一般对

象或观念对象就是种类的观念统一。

一、一般与个体及其历史考察

一般或普遍 (A llgemeines; A llgem einhe it) 也可以称为 共相 或 种类 ; 其对应概念是 个

体 或 殊相 (个体性或特殊性 ) ( Ind ividue lles)。一般和个别、普遍性和特殊性 ( A llgeme ines和

Ind iv idue lles) 是一对贯穿欧洲哲学史始终的范畴, 但它们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论

表现形式: 在柏拉图那里表现为理念世界与感性世界的对立,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现为形式与质料的

对立, 在中世纪以唯名论与唯实论的形式出现, 而在近代则以唯理论与经验论、观念论与实在论的对

立出现。

自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论后, 柏拉图第一个以系统的理论形式探讨了个别事物与理念之间的关系。

柏拉图哲学的核心范畴是相 ( E idos或 Idea): 相 既具有本质的含义, 又具有 种 、 类 的含

义。从 巴门尼德篇 第二部分 ( 137c) 以下, 柏拉图把相认作 最普遍的种 , 即纯粹范畴。在

智者篇 中, 柏拉图选择了 存在 、 非存在 、 运动 、 静止 、 相同 、 相异 六个最普遍

的相来考察范畴体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相也叫 种 , 关于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分离或结合的研究

叫作 通种论 , 这对西方后世哲学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在 范畴篇 中通过对简单用语进行分析和归纳, 得出了表达 存在 的十种含义

(范畴 )。在一个陈述中, 主词代表主体或本体, 其它的范畴是表述它的谓项; 本体是其它九个范畴

的基础, 而九范畴表示的存在是依附于本体的; 不能有与本体相分离的存在。作为陈述主词的本体又

可以区分为 个别事物 和它的 属 和 种 。 个别事物 是第一本体, 而 属 和 种 只

是第二本体。 属 和 种 之所以是本体, 是因为其它九范畴都可用来表述它们并依附于它们而存

在。在 形而上学 中, 亚里士多德从实体与属性、主词与谓词的关系两方面分析了 作为存在的

存在 究竟是什么。第一, 从本体与属性的关系看, 本体是独立存在, 而属性必须依附于本体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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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 本体在定义上、认识顺序上和时间上都先于属性。第二, 从主词与谓词的关系看, 本体首先是

主词, 其次是谓词; 在 S是 P 的判断形式中, 是 表示 P归属于 S。然而, 是 的归属用法以

是 的指称存在的用法为基础, 就是说, S在 是 P 之前首先必须是自身。 S是自身 所表示的

意义就是 S 存在。并且, 是 的归属意义陈述一个本体的属性, 这只有在本体的存在被指称之后

才起作用。

正是在这里, 亚里士多德陷入了矛盾之中。因为在 S是 B 这一揭示 S 的 本质 的定义

形式中, 个体事物 ( 这一个 ) 是 S (本体 ) , 定义只能是关于个体事物的定义, 而 B 也须

是只适用于 这一个 S的个别本质或特殊本质, 即本质的 个别性 。但是,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形

式逻辑体系, 定义的形式是 属差 +种 , 它所表达的本质总是普遍的类, 所以 关于这些个别事物

的定义是没有的; 它们通过感觉被直观地辨认, 没有实际经验, 不能明白它们是否存在。但它们总是

通过普遍公式被表达并得到认识。 ( A risto tle, 1036a5- 8) 那么, B 通过定义形式为作为第一本

体的个别事物提供的是个别本质还是普遍本质?

3世纪的学者波尔费留在 亚里士多德 范畴篇 引论 中把古代哲学家关于一般和个别关系

的问题归纳为三个: ( 1) 种和属是独立存在的, 还是纯粹理智的产物; ( 2) 如果存在, 是有形体的

还是无形体的; ( 3) 它们是与感性事物分离的, 还是寓于感性事物之中。中世纪学者波爱修在 波

尔费留 引论 注释 中重提了这三个问题。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所讨论的主要问题是 一般与个别

(共相与殊相 ) 哪一个更实在, 并由此而使经院哲学分为唯名论和唯实论。

安瑟伦认为 共相 、 一般 不仅存在于人心中, 而且存在于现实中, 是先于个别并在个别之

外独立存在的实体。阿伯拉尔则坚持个别事物是唯一的真实存在, 而 共相 是名词。名词分为特

殊名词和一般名词。殊相是表述一个事物的特殊名词, 共相是表述众多事物的一般名词。共相的性质

就是一般名词的表述功能, 是逻辑概念与心灵中的观念。阿奎那认为 一般 或 共相 有三种存

在形式: 一般作为上帝创造万物的原型理念或原始形式, 存在于被造物之前; 一般作为上帝创造个别

事物的形式或本质, 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 一般作为人对个别事物的认识而形成的概念或思想的

共相 , 存在于人的理智中。阿奎那同时强调, 一般无论是作为理念还是作为形式或概念, 都是最

实在的存在; 个别事物是一般共相的创造物。司各脱承认客观上只有 个别 是真实的存在, 而种

和类等一般、共相都不能独立存在; 但是, 一切个别事物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 质料为同类个体所

共有, 个体差异性来自形式; 因此, 一般不仅是人心中的概念, 也是同类个别事物共有性质的形式。

奥卡姆通过词项逻辑研究了概念或共相的意义。他认为, 词项是命题的组成部分; 命题既是书写的或

口说的句子, 也是思想的内容。因此, 词项也相应分为书写符号、口语符号、观念符号。不能简单地

说 共相是词 ; 准确地说, 共相是观念的词项。观念是人类心灵在自然条件下所具有的概念、印象

和共同的思想内容。在他看来, 共相与殊相在心灵中的关系就是词项在语言中一般和个别的逻辑功能

关系, 由此, 共相可以分为绝对概念、内涵概念和关系概念三类。

进入近代后, 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被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所取代。胡塞尔关于一般对象与一般意

识的分析, 主要是在对洛克、贝克莱、休谟等人的观点的批判中阐发的。他指出: 在关于一般对象

学说的发展中, 有两种错误解释占据了统治地位。第一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一般之物

做实在设定, 在于设想处于思维之外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第二种错误解释在于以心理学的方式对

一般之物做实在设定, 在于设想处在思维之中的一个实在的种类存在。 (胡塞尔, 第 128页 )

胡塞尔指出的这两种错误实际上都是 实在论 的错误, 即柏拉图化的实在论 ( 老实在论 )

与心理学化的实在论 ( 概念论 或 概念实在论 ); 它们都对一般之物做实在的设定。就是说,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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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理论中, 人们要么把一般之物看作是与具体的感性现实相并列而存在的另一种实在, 甚至看作

是比感官世界更为真实的实在, 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 要么把一般之物看作是仅仅存在于思想之中的

实在, 如洛克的抽象观念学说。它把一般之物等同于心理学的体验; 在这种理论看来, 一般与个别的

区别只在于: 一般是在意识之中的或内在于意识的实在, 个别是意识之外的或超越于意识的实在。

在欧洲哲学的历史探究和考察中, 到康德、胡塞尔时, 共相、种类、一般性 (A llgeme ines) 所代

表的是 观念的统一 , 而殊相、特殊、个体性 ( Ind iv idue lles) 所代表的是 个体的杂多 。胡塞尔

关于种类的观念统一的现象学分析就是对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现代考察。

对象 ( Gegenstand) 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分析中使用得最多、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不同含义的概念。

从意识现象学的角度来看, 对象 的最基本的含义是 相对于意识而立的东西 ( G egen Stand),

即 意向对象 或 意识对象 : 它意味着一个东西被意识到并且面对意识而立。在胡塞尔的分析

中, 对象 与 对象性 ( Gegenst nd lichke it) 有原则的区别: 其一, 对象性不仅涉及狭义的对象,

而且也涉及到事态、特征等非独立的实在的形式或范畴形式; 就此而言, 对象性意味着最宽泛意义上

的对象, 即在意识中被构造的东西。其二, 对象性受到一个完整的行为的朝向, 而对象则受到各种不

同的、构成这个行为的部分行为的朝向, 这些对象一般不等同于整个行为的对象; 就此而言, 对象性

是指一个整体意识行为所构成的整体对象。胡塞尔指出: 对象是意向的对象, 这意味着, 一个行为

在此存在, 它带有确定地被描述的意向, 在这个确定性中的意向恰恰构成了被我们称作对这个对象之

意向的东西。 (胡塞尔, 第 448页 ) 在这里, 对象 作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被意指的东西, 原则上

不同于在意识中实项地被给予的东西 (感觉材料 )。在 观念 中, 对象被规定为 意向相关项 。

与 对象 相对应的 意识 ( Bewu tse in) 概念是一个起源于德语哲学的范畴。它最初出现在

沃尔夫 (W olff) 哲学中并被定义为关于对象的表象; 莱布尼茨把 意识 作为体验的总和划分为

知觉 和 统觉 ; 康德则把意识区分为 经验意识 和 先验意识 。在胡塞尔现象学哲学中,

意识成为中心课题和中心概念 意识生活 ( Bewu tseinsleben) 应当作为哲学的必然出发点, 它是

所有现实的意义构造之基础。胡塞尔的现象学也因此被称为 意识现象学 。胡塞尔认为, 意识

的最根本的本质是意向性, 即意识与对象之物的意向关系, 或者说, 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就此

而言, 世界被看作是意识成就的相关项之总体, 而所有客观的意义构造和存在有效性都以作为先验

主体的意识为原本的源泉。对世界的理解因而必须以对这个主体性的反思、回溯为前提, 以对意识构

造成就的分析和把握为前提, 而先验现象学作为认识批判便以此为使命。在这个意义上, 先验现象学

所探讨的不仅是 意识一般 , 而且还有作为它的意向相关项的 世界 。 (倪梁康, 第 87- 88页 )

整个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以 意识 作为主要课题进行分析的。由此出发, 胡塞尔认为, 一般对象

是指 观念 , 一般意识 是指 对观念的 看 , 即对作为一般对象的 观念 以及对一般对象

(观念 ) 的意识 (现象学的看 )。

一般对象也就是种类对象或观念对象, 它有两个特点, 一是非实在性, 二是观念性。要说明非实

在的、观念的一般对象 (即 观念对象 ) 不仅是语言名称, 同时也是对象, 就必须揭示一般对象的

观念同一或统一的存在, 即虽然观念对象是在意识中被构造的, 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存在。传统哲学中

的唯名论与胡塞尔都认为观念对象是存在, 区别在于: 传统哲学中的唯名论是通过形而上学的臆想构

造出观念对象的存在, 而胡塞尔则要求通过现象学的 观念直观 来把握观念对象的真实存在。

二、个体与一般作为观念对象都意味着含义统一

胡塞尔认为, 那种柏拉图化的实在论可以被看作是早已完结了的东西置而不论, 但洛克等所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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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理学化的实在论的思想动机至今还有效用。本文将在后面结合胡塞尔对一般对象的分析, 进一步

讨论胡塞尔对洛克抽象观念理论的批判。

胡塞尔认为, 存在着这样一些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某种一般物以一种非本真的方式表现出来。正

是在这些活动中, 我们借助于语言符号的帮助意向到某种以非本真方式存在的一般物。这个非直观性

的表象是一个观念, 这个观念与一个词的意义相同。以往的唯名论者只看到一般对象仅仅是一个语言

名称, 而语言名称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象, 意向的真正对象是个体的, 所以他们无视作为语言符号之

意义的观念。实际上, 尽管一般对象既是观念的, 也是非实在的, 但它仍然是对象, 而不仅仅是名

称。胡塞尔与布伦塔诺一样都坚信经院哲学的信条: 语词借助观念而意指某物。一个语言符号只有通

过观念才能获得其意义 (观念主义 ) , 而任何观念都在直观中有其根源 (直观主义 )。胡塞尔的现象

学就是要通过意向分析和表述的含义分析, 弄清一个种类 (观念 ) 如何在认识中真实地成为对象。

在胡塞尔看来, 个体的东西与种类的东西 (一般之物 ) , 实际上都是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含义, 它

们都是观念对象。所谓一个 观念对象 , 就是一个 含义统一 ; 不论是个体东西, 还是种类东西,

它们的 存在 都是一个含义统一, 因而都是一个观念对象。举例来说:

1. 喜马拉雅山 是一个个体对象, 它代表了一个含义的统一, 因而代表了一个个体观念

对象;

2. 山 是一个种类对象, 它代表了一个含义的统一, 因而代表了一个种类观念对象。

不论是 喜马拉雅山 还是 山 (以及所有的个体对象和种类对象 ), 实际上都是在不同的话语中

意指各自的同一的含义, 因而都是 观念对象 。具体来说, 不论是何人用何种语言在何时、何地说

出 喜马拉雅山 这个语词, 都意指着同一个含义, 其 含义的统一 标识着 喜马拉雅山 是一

个个体的 观念对象 ; 同样, 不论是何人用何种语言在何时、何地说出 山 这个语词, 也都意指

着同一个含义, 其 含义的统一 标识着 山 是一个种类的 观念对象 。

胡塞尔在探讨意指行为时已经将含义本身 ( Bedeutung se lbst) 与作为行为的意指 ( Bedeuten als

Akt) 区分开来, 认为 含义本身是相对于各种可能行为之杂多性而言的观念统一性 (胡塞尔, 第

82页 )。人们在对个体的对象 (如 喜马拉雅山 ) 或种类的对象 (如 山 ) 作出各自不同的陈述

和意指时, 这个陈述或意指本身可能不会完全相同; 就是说, 在对喜马拉雅山作出陈述或意指时, 所

涉及的含义 喜马拉雅山 是客观的, 但主观的意指活动仍然会发生偏差。但不论主观的陈述或意

指如何变化, 它们所关涉的含义本身却始终是同一的和稳定的。

从以上论述中, 胡塞尔回答了困扰西方哲学史界的如下两个重要问题:

1. 一般对象在何种意义上说是存在的和真实的?

2. 一般对象相对于个体对象具有何种特殊地位和权利?

关于 一般对象在何种意义上说是存在的和真实的 问题, 以往的理论要么如柏拉图的理念论或相

论所认为的, 把一般对象或一般之物看作是与具体的感性现实相并列而存在的另一种实在, 甚至看作

是比感官世界更为真实的实在; 要么把一般对象或一般之物看作是仅仅存在于思想之中的实在: 只有

个体之物是现实存在的, 而一般之物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 是我们思维的构成物。胡塞尔的分

析则表明, 从含义统一或观念统一的角度来看, 一个对象是否是真实的存在, 不在于这个对象是个体

的还是一般的, 而在于在被陈述或意指的过程中, 对此对象的意指性表述是否与其含义统一相符合。

这就是说, 个体之物与一般之物之所以是存在的和真实的, 是由于它们都是被陈述或被意指的对

象 (意向相关项 ) , 并且在被陈述或意指的过程中, 对它们的意指性表述与个体对象或一般对象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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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统一相符合。或者说, 在哲学认识论中, 个体之物与一般之物都是因为对它们的意指性表述与它们

的含义统一相符合, 才是存在的和真实的。否则, 即使是个体之物, 如果它没有进入现象学分析, 不

是作为意识分析的对象或意向对象, 它也因为是外在的自然存在而必须在现象学分析中被悬置, 中止

对它作出存在与不存在的判断。如此, 前面的举例就变成了:

1. 关于 喜马拉雅山 这个个体对象 (个体之物 ) 的意指性表述与 喜马拉雅山 的含

义统一相符合, 因而 喜马拉雅山 作为一个个体的观念对象而存在, 并且是真实的;

2. 关于 山 这个种类对象 (一般之物 ) 的意指性表述与 山 的含义统一相符合, 因而

山 作为一个种类的观念对象而存在, 并且是真实的。

既然个体之物与一般之物都因对它们的意指性表述与其含义统一相符合而存在, 那么, 一般对象相对

于个体对象具有何种特殊地位呢? 这个问题涉及到所谓的 个别与一般的关系问题 。胡塞尔通过

红的种类 与 直观的红的对象 之间的关系对此进行了分析: 含义与意指性表述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 含义与表述的含义意向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与例如红的种类与在直观的红的对象之间的关

系, 或者说, 就是一种在红的种类与在一个红的对象上显现出来的红的因素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意

指红的种类时, 一个红的对象对我们显现出来, 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观看这个对象 (我们尚未意指这

个对象 )。同时, 在它身上显现出红的因素, 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说, 我们在向它观看。 (胡塞尔,

第 111页 )

按照胡塞尔的意思, 以对一个红的事物如红布的直观为例, 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块红布, 具有相同

的感觉材料。我们可以意指 这一块 具体的、个体的红布, 也可以意指在这块红布上显现出来的

红的种类本身。在对这块红布的意指行为中, 一方面是一个个体意指行为的表现基础, 另一方面又是

一个种类化、一般化的意指行为的表现基础, 或者说, 我们在这块红布上既可以直观到个体的红布,

也可以直观到种类的红本身。在个体的红布上, 我们直观到的是这个对象性的特征; 而在种类的红本

身中, 我们直观到的不是对象性特征, 而是红的 内容 , 即红的 观念 。 红的对象和在它身上被

突出的红的因素是显现出来的, 而我们所意指的却毋宁说是这同一个红, 并且是以一种新的意识方式

在意指这个红, 这种新的意识方式使种类取代于个体而成为我们的对象。 (同上, 第 112页 )

个体对象和一般对象都是真实存在的 (并存的 )。但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一般对象或一般之物

既不是柏拉图理念论等实在论所主张的与具体感性现实相并列而存在的另一种实在, 也不是唯名论及

概念实在论所主张的仅仅是内在于意识或思想中的实在。胡塞尔所谓的一般之物作为一般对象的存

在, 是指对它们的意指性表述与其含义统一相符合而言的存在。

三、对概念实在论和现代唯名论的批判

胡塞尔专门批判了洛克哲学以心理学方式对一般之物所做的实在设定。洛克等人认为, 只有个体

之物是现实存在的, 而一般之物仅仅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 是我们思维的构成物。这实际上是一种

概念论的实在论观点, 胡塞尔将它称作 心理学化的实在论 。胡塞尔批评说, 洛克抽象理论的整个

思路交织着许多基本错误, 这表现出洛克及英国的认识论在 观念 这个概念上具有模糊性的基本

缺陷。

洛克把 观念 定义为内感知的任何一个客体: 他将精神在自身中所直接观察到的任何东西,

或感知、思想、理解等等的直接对象, 都称之为观念。这样, 内感知的任何可能的客体以及内在心理

学意义上的任何内容、任何心理体验, 都被洛克纳入到观念的标题之下; 他的 观念 具有较为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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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的含义, 即表象, 这个含义明显是指一个非常有限的意向性体验种类。在此意义上, 观念是指关于

某物的观念, 它表象某物; 洛克将表象与被表象本身、显现与显现物、行为与被意指的对象混为一

谈。这样, 显现的对象便成为观念, 它的特征便成为局部观念。他将那些属于这个对象的特征与那些

构成表象行为之感性内核的内在内容相混淆, 即与那些感觉相混淆, 而认为立义行为对这些感觉进行

对象对象性的解释, 并且误以为可以用它们来感知到或直观到对象性的特征。他在 一般观念 的

标题下还混杂着作为特殊定语的特征和作为对象性因素的特征; 没有在直观表象 (显现、浮现的

图像 ) 意义上的表象和含义表象意义上的表象之间做出区别, 也没有把含义表象进一步区别为含

义意向 ( Bedeutungsin tention) 与含义充实 ( Bedeutungserf llung)。 (胡塞尔, 第 134- 135页 )

正是由于这些混淆的缘故, 洛克关于一般观念的学说给人造成一种假象, 好象它是明白无疑的一

样。事实上, 直观表象的对象, 例如动物、树木等 (洛克所谓的 第一性的质 ) , 绝不能被看作是

观念 的复合, 也不能被看作是 观念 本身。洛克在含糊的话语中用同样的语词来标识感性地显

现着的事物规定性和展示着的感知因素, 因此时而在客观特性的意义上, 时而又在感觉的意义上, 谈

论 颜色 、 光滑 、 形态 。实际上, 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的对立: 感觉在有关事物感知中借

助于激活它们的立义来展示客观规定性, 但它们永远不会是这些客观规定性本身。显现的对象, 正如

它所显现的那样, 对于作为现象的显现来说是超越的。 外直观的显现客体是被意指的统一, 但它

们不是在洛克意义上的 观念 或观念复合。所以, 通过一般名称来进行的指称就在于, 从这些观念复

合中提取出个别的、共同的观念并将它们与作为其 含义 的词语联结起来。 (同上, 第135- 136页 )

在胡塞尔看来, 含义意向是借助于感性 -直观的图像而充实自身的, 但这个感性 -直观的图像被

洛克看作是含义本身了; 无论我们将含义理解为意指着的含义, 还是充实着的含义, 洛克将感性 -直

观的图像等同于含义本身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这是因为, 意指性含义就在于表述本身, 表述的含义意

向构成一般意指意义上的一般表象, 而这种一般意指并不需要任何现时的直观也有可能进行。所以,

在一个充实有可能完成的情况下, 感性 -直观的图像并不是含义充实本身, 而仅仅是这个充实行为的

基础。而在洛克看来, 词语含义是根据特征的显现来充实自身的。他将词语含义与特征显现混为一

谈, 认为每一个一般名称都具有它自己的一般含义, 也都包含着一个一般观念, 这个一般观念只是对

这个一般名称的一个特征的直观特殊表象或一个特征的特殊显现。由于把特征的显现与显现的特征相

混淆, 他提出的 一般观念 实际上是以心理学方式对一般之物进行实在设定, 一般之物变成了实

项的意识材料了。

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 意识体验是由 实项的 和 意向的 两个组成部分构成的, 而 实项

内容 和 意向内容 是意识体验结构因素的一个基本划分。胡塞尔赋予 实项的 ( reell) 以不同

于 实在的 ( real) 和 观念的 的含义: 实在的 被用来标识那种时空地在感性感知中被给予

之物的存在方式; 观念的 被用来标识那种可以从本质上把握到的东西的存在方式; 实在之物与观

念之物对立于实项之物: 实项之物属于意向活动的方面, 而实在之物和观念之物则属于意识相关物的

领域。所谓 实项内容 , 它包括第一性的、非意向的体验部分 (感觉材料 ) 和第二性的意向的体验

部分 (意向活动 )。在现象学上被称作 实项 的东西, 在心理学中常常被称作 实在 的东西。

意向的 ( intent iona l) 一词在现象学中是与 实项的 相对应的概念。在胡塞尔所作的分析

中, 意向的 是指 被意指的 或 意指着的 。所谓 意向内容 属于 意向相关项 方面, 它

包含意识行为的意向对象、意向质料和意向本质。

胡塞尔对 实项内容 和 意向内容 的区分, 实际是他对 内容 的另一种区分方式。胡塞

尔曾将 内容 区分为 主观意义上的内容 和 客观意义上的内容 。所谓 主观意义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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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叫 主观内容 , 是指现象学自我的实项构成物, 即 感性材料 , 它是意识行为中最内在的 内

容 ; 所谓 客观意义上的内容 也叫 客观内容 , 是指 行为的内容 , 和它对应的是 行为特

征 : 在具有相同 行为特征 的意识行为中, 使一个感知 (如对一颗树的感知 ) 区别于另一个感知

(如对一个人的感知 ) 的东西便是 行为内容 (在感知行为中是指感知内容 )。胡塞尔也将 行为

内容 称作一个意识行为的 质料 或 立义意义 。在此意义上, 内容 可以是作为 意指的意

义 或 含义一般 , 也可以是作为 充实的意义 , 还可以是作为 对象 。

根据以上对 实项内容 和 意向内容 的区分, 胡塞尔认为, 洛克以及近代具有心理学化倾

向的概念实在论的认识论的主要错误在于, 把一般对象仅仅归结为意识的实项内容, 即归结为其中的

第一性的非意向的体验部分 感性材料 (如休谟把一切观念都还原为印象 )。所以, 胡塞尔批评

洛克说, 由于语词含义是根据这个特征的显现才充实自身, 因此他将词语含义和这种显现本身混为

一谈 ; 并且由于把特征的显现与显现的特征相混淆, 他提出的 一般观念 实际上是以心理学方

式对一般之物进行实在设定, 一般之物变成了实项的意识材料 。 (胡塞尔, 第 138页 )

洛克的概念实在论是导致现代唯名论产生的重要原因, 概念实在论的偏激所导致的结果在于,

人们不仅否认了种类的实在性, 而且也否认了种类的对象性。 (同上, 第 115页 ) 现代唯名论的错

误在于, 它同样把一般对象仅仅归结为意识的实项内容; 但与概念实在论不同, 它将其归结为意识实

项内容中的第二性的意向行为的部分, 即仅仅把一般对象看作是纯粹意识活动能力的结果, 看作是注

意力所具有的一种功能。极端唯名论由于把一般对象等同于心理学的一般功能, 它的结论就必然是:

如果一个对象是单纯的意识构造的结果, 那么这个对象就是一个臆造的或虚构的事物了。

我们有没有能力将种类理解为一般对象, 只能回溯到那些指称种类的名称的含义 (意义、所指 )

上去, 即回溯到那些要求对种类有效陈述的含义上去。唯名论认为, 在我们给予对象以含义的陈述

中, 意向的真正对象只能是个体的, 而不能是种类的; 一般对象只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名称, 是单纯主

观意识的构成物, 因为在思维之外没有什么现实的东西与一般对象相符合; 因此, 一般对象是 非

现实的 , 它只能在思维之内作为对象被我们所思考。胡塞尔认为, 撇开存在方式上的差异不论, 个

体对象与种类对象、具体对象与抽象对象、实在对象与非实在对象都是存在的, 它们都作为对象而存

在着, 都以对象性的方式存在着。在我们的意指活动中, 被给予的既有如 苏格拉底 、 喜马拉雅

山 、 雅典 、 北京 等指称个体之物的名称, 也有如 5 (作为数列的一个成分的 5这个数 )、

C (作为音序的一个成分的 C调 )、 红 (作为一个颜色的名称 ) 等指称种类之物的名称。与这些

名称相符合的是某些含义, 借助于这些含义, 我们可以与对象发生关系。 苏格拉底 、 喜马拉雅

山 、 雅典 等分别指称一个人、一座山和一个城市; 5 、 C 、 红 则分别指称某种数、音调、

颜色等观念对象。胡塞尔指出, 对于这些被指称的对象是什么的问题, 是根本不会引起争议的。

我们可以直观到如这一匹马、这一颗树、这一座山 , 这些经验事物都是个体的个别性。唯名

论认为由于在思维之外有现实的东西与之相符合, 因而这匹马、这颗树、这座山 都可以作为个体

对象而真实存在着; 但是, 如 马 、 树 、 山 、 数 0 等种类在思维之外没有现实的东西与之相

符合, 因而是非现实的, 不能成为意向的真正对象。胡塞尔认为, 与个体的个别性并存的还有种类的

个别性, 这在数学和逻辑学中尤为明显, 如 /数0 就是一个自身包含着 1、2、3, , 这些个别性的种

类概念; 即使 /20 这个数, 也是一个具有个别性的种类概念, 而不是两个个体的个别性的随意组合。

与个体的个别性和种类的个别性之间的区别相对应的, 还有个体的一般性与种类的一般性 (普

遍性 ) 之间的区别; 这些区别适用于判断领域并贯穿在整个逻辑学的始终, 如单个的判断可以区分

为个体 -单个的判断和种类 -单个的判断,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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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 -单个的判断, 如 /苏格拉底是一个人0; 种类 -单个的判断, 如 /2是一个偶数0。

同样, 普遍判断也可以分化为个体 -普遍的判断与种类 -普遍的判断, 如:

个体 -普遍的判断, 如 /凡人都会死 0; 种类 -普遍的判断, 如 /所有逻辑学的定律都是先

天的0。

这些简略的表述都说明个体的个别性和种类的个别性的区别、个体 -普遍的判断与种类 -普遍的判断

的区别以及类似的区别都是无法消除的, 因而无法否认种类对象的存在。

种类对象的存在是一种含义统一。因为这个含义是一个同一之物, 它才被当作同一之物来对待,

胡塞尔认为这是一个适用于所有种类统一的 /不容反驳的论据 0。 (胡塞尔, 第 117页 ) 但是, 现代

唯名论却将种类的统一理解为一种非本真的统一, 将观念统一还原为分散的杂多。唯名论者认为, 一

些产品按照同一个模式被生产出来, 看上去完全相同, 这时人们就会说: /同一个柜子0、 /同一个短

裙 0、/同一个问题0、 /同一个愿望 0 等等。但是, 这里的 /同一性 0 是非本真的, 就是说, 这个柜

子与那个柜子、这个短裙与那个短裙并不是 /同一个0。唯名论的错误在于, 它混淆了同一性和相同

性两个概念的界限。在现象学看来, 同一性是事物之间的一种相同关系, 它是无法定义的, 而相同性

则是隶属于同一个种类的诸对象的关系, 比如, 胡塞尔指出, 如果两个事物在形式方面是相同的, 那

么这个有关的形式种类便是同一之物; 如果它们在颜色方面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有关的颜色种类便是

同一之物。如果没有同一性, 相同性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基础。

唯名论将观念统一还原为分散的杂多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它认为, 我们的意向是一种不断地被把

握到的对相同性群组的个别性的表象。每次被表象的个别性只能包含在这些群组中, 我们永远无法穷

尽这些群组的整个范围。实际上, 现代唯名论不了解, 我们在直观的相同性中对某一组客体做出统一

的立义或在比较性的个别行为中认识到这组所有客体的相同性时所具有的意向, 与我们根据同一个直

观基础将那个构成相同性关系的属性理解为一个观念统一时所具有的意向, 二者是不同的: 它们在逻

辑学上是不同的意向事态; 它们作为我们陈述主体被指称的对象之物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后一种意

向中, 被意指的是 /一般之物 0, 是观念的统一, 而不是这些个体之物和杂多之物。

在一个陈述中, 作为主语的既可以是个体之物, 也可以是一般或观念之物; 因而, 既存在着一般

表象 (关于种类之物的表象 ), 也存在着关于个体之物的表象。 /因此可以明见无疑地是, 当我在总

体的意义上, 例如在 -4是 7的相对质数. 的定律中说 -4. 时, 我在我的逻辑目光中对象性地拥有

了它, 也就是说, 我对作为对象 (主语 \ [ Sub jectum \ ] ) 的它作出判断, 但却不是对某个个体对

象。0 (同上, 第 150页 ) 尽管某个个别的 4的群组在图像 ( im B ilde) 中浮现在我们面前, 但我们并

不对它进行判断, 不在主语表象中意指它们; 当我们说 /4是 7的相对质数 0 时, 我们意指的不是 4

的图像群组, 而是这个种类的统一; 而这个种类统一也不是在显现的群组之中或之旁的东西, 否则,

它又会是一个个体之物, 一个此时此地。尽管我们的意指本身是一个现在 -存在之物, 但它意指的却

不是一个现在, 它意指的是 4, 是一个观念的、无时间的含义统一。就是说, 个体之物是时间性的

(此时此地 ) , 而种类之物作为含义统一是无时间性的。

与现代唯名论的抽象理论只是从经验上考察心理体验的描述性内涵不同, 现象学的认识论要求对

体验或观念思维的统一进行现象学的澄清。属于考察的领域只有本质和意义, 即我们在陈述时所意指

的是什么, 根据其意义而构造出这个意指本身的是什么。就是说, 现象学认识论所感兴趣的是仅仅在

含义体验和充实体验本身的内涵中, 并且作为本质之物被指明的东西。而以穆勒为代表的现代唯名

论, 只是把对直观对象的一个个别的属性规定性 (不独立的特征 ) 的唯一注意力看作是外在现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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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的行为, 这个行为在被给予的发生事态中赋予名称以 /一般 0 含义。

这样, 胡塞尔对现代唯名论的批判就集中在对 /一般性 0 的考察上。心理学意义上的 /一般性0

只是符号的联想功能的事情, 它存在于 /同一个符号 0 与 /同一个 0 对象之物之间、通过注意力而

得到突出的因素的心理联结之中; 而现象学的 /一般性 0 则是指逻辑体验本身的意向内容的一般性,

是含义与含义充实的一般性。唯名论缺乏后一种一般性。为了清楚说明唯名论的错误之所在, 胡塞尔

以三个并列的形式考察了一般名称的含义的不同逻辑作用, 它们都无法还原到某种心理学的发生:

1. /一个 A0 ) ) ) 如 /一个三角形0。

2. /所有 A0 ) ) ) 如 /所有三角形0。

3. / A一般 0 (A �berhaupt) ) ) ) 如 /三角形0。

首先, 在 /一个 A0 的陈述中涉及到的 /一般性0 属于 /谓语的逻辑形式 0。 /一个 A0 的表述可以

在无限多的陈述中被用做谓语, 这些陈述之总和规定着所有可能的主语, 即规定着 /A 0 这个 /概

念 0 的真实或可能的范围。/一个 A0 的陈述是一个个别行为, 我们体验不到任何一般性, 用胡塞尔

的话说, /在含义 -A. 的各种进行中, 或者在相符的形容词谓语的进行中, 这种一般性是无 ( n ich2

ts)。0 (胡塞尔, 第 156页 ) 但是, 在 /一个 A0 的陈述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明见地隶属于含义意向或

含义充实的形式, 即 /一个0, 它是一个属于作为行为种类统一的含义。观念地说, 这个 /一个0 表

述了一个原始的逻辑形式, 它不能通过任何心理学发生的考察而被抹消。

其次, 在 /所有 A0 的陈述中所涉及的 /一般性0 属于 /行为本身的形式 0。我们的表象和谓语

陈述在普遍判断中与任何一个 /A0 有关, 虽然我们并不直接地表象 /所有 0; 但是, /所有0 这个

词也指明一种特殊的含义形式。

再次, 在 /A一般0 (种类 ) 的陈述中, /一般性 0 属于含义内涵本身。如果说 /所有 A 0 的陈

述中所指明的是范围一般性, 那么, 与上述一般性不同, / A一般 0 的陈述中所指明的 /是一个完全

不同类型的一般性, 即种类之物的一般性。0 (同上, 第 157页 ) 它与范围一般性处在切近的逻辑关

系中, 但却与范围一般性有着明显的区别。 /A0 和 /所有 A0 不是单纯语法的差异, 而是逻辑上有

别的形式, 因为它们表达出本性的含义区别: /种类一般性的意识必须被看作是 -表象 -的一种本质

上的新的方式, 并且被看作是这样一种方式, 它不仅意味着一种对个体个别性的新的表象方式, 而且

还使一种新的个别性被意识到, 即种类个别性。0 (同上, 第 158页 )

胡塞尔总结道, 由于缺乏现象学的描述分析, 唯名论没有明察到, 逻辑形式无非就是这种被提高

到统一意识的形式, 即本身又被客观化为观念种类的含义意向形式, 而一般性恰恰就属于这种形式。

现象学所关注的既不是直观的具体客体, 也不是这个客体的一个 /抽象的部分内容 0, 而是在种类统

一意义上的观念, 它是在逻辑意义上的抽象。因此, 在先验逻辑学和现象学认识论上被标识为抽象

的, 不是对一个部分内容的单纯突出, 而是那种在直观基础上直接把握种类统一的特殊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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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Chaodong

The ex istence and thew ay of its possib le ex istence of some th ing un iversa lhave rema ined one of the funda2

mental problems inWestern ph ilosophy. Husserl po inted out that logic is the science abou t significat ion itself

and the law s of sign if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 ive that log ic is the sc ience on ideology. Thus, Husserl argued

that something un iversa l or something ideo log ica l is the ideo log ica l un if ication on spec ies from the conceptua l

and nom ina listic negat ive critic ism of something un iversal and from the phenomenological ana lysis of something

ideo log ica.l

O r ig ins o f In ten tiona lity: Iden tity, Se lf2crea t iv ity andM ean ing

LiHengw ei

Inten tiona lity is a basic feature of life. S ince F. B rentano put forw ard that intentionality is a criterion to

dist inguish be tw eenmental phenomenon and physica lphenomenon, the topic o f intent iona lity has been broadly

and deeply probed into by the schoo ls of Phenomeno logy. Analytical Ph ilosophy, Philosophy o f Language,

Pragm atics and others, has become a p ivot to ana lyze the general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the iden tity of life

( / I0 ) , mean ing and o ther topics. W ith the deve lopment o f cognitive sc ience and life sc ience sincem id2tw en2

t ieth cen tury, researchers have come to investigate further the o rig in of inten tiona lity in organism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Autopo iesis, this paper inqu ires into the or ig in of intentionality, the bio log ica lmechan ism of its

emergence and the re lationsh ip betw eenm ean ing and life.

G loca liza tion and the E nd o fW or ld L iter atur e

Jin Huim in

Based upon the g loba liza tion as a new ph ilosoph ica l category, th 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question that how

literature w ill be transfigured in the contex t o f g lobalization shou ldn. t be approached in the framew ork of / in2

ternationalization0 or / mondia lisat ion0. TheG lobal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g localization, w ill no t on ly pu t an

end to the / national literature0, but also to the / W e ltliteratur0. G locality w ill feature largely in the literature

of the third m illennium.

M ay L og ica l T ruth be Fa lse?

) ) ) Refute One K ind o f Fa lse V iew po ints andUnderstand ing

Wang Lu

Th is paper is to critic ize a bad po int o f v iew that says - log ica l truths arem istakab le and log ic is in princ iple

rev isable. . It argues that this po in t of v iew is not one from Quine, but on ly a m isunderstand ing o f Quine. s

w orks; that the -revision. of log icm ight have some reasons, but not because log ica l truths arem istakab le at al;l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dist inguish log ic from a log ical system, for log ic is the name for the science that reveals

the common property of a ll log ica l system s, though every log ica l system has some special features for its ow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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