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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论摇 生活世界: 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阿尔弗雷德·许茨 1899 年出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一个银行世家, 18

岁文科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 曾经在意大利前线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 许茨入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学、 经济学和社会科学。 在听了韦伯的学

术讲座后, 他开始关注韦伯的著作及其理论, 并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 大学毕业后, 许茨成为一名银行的高级职员, 只能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哲

学和社会学研究。 在阅读韦伯著作的过程中, 他发现韦伯在一些基本概念和

论述上有含糊不清之处, 而这导致其整个理论缺乏科学基础。 由此, 他感觉

到了重新考察社会行动的意义等问题, 并为理解社会学奠定一个更坚实深厚

的基础的必要性。 在 1924—1928 年间, 他曾经尝试用伯格森的生命哲学来改

造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并为此撰写了其第一部重要著作 《生活形式与意义结

构》, 但他发现这样不足以完成自己预期的理论构想。

在此情况下, 许茨接触了胡塞尔的现象学, 并从 1928 年起对胡塞尔的著

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概念、 生活世界概念和主

体间性思想尤其给他以启发, 并促使他决心对生活世界问题予以更深一步的

思考。 到 1929 年, 许茨开始致力于以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为基础和出发点改

造韦伯的理论基础, 并开始其生活世界现象学研究。 1932 年, 他的社会哲学

著作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一书出版, 这部书试图在意识生活的基本事实

中探寻社会科学一些特有范畴的起源, 在当时的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理论影

响, 并获得了胡塞尔的充分肯定。 胡塞尔认为许茨是少数把握了现象学精髓

的人, 并试图邀他到弗莱堡大学担任自己的助手, 许茨因故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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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德国占领奥地利之后, 许茨于 1939 年流亡到美国, 在纽约担任一家

银行的金融顾问。 在进行商务活动的同时, 他广泛阅读了美国本土的哲学和

社会学著作, 特别对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利用这些

思想材料, 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先验唯我论进行了批判, 这使其对生活世界

的现象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和成熟。 许茨从 1943 年起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

学院研究生院任教, 同时协助马文·法伯创立了国际现象学协会和 《哲学与

现象学研究》 杂志, 这一时期也是他的主要现象学社会学思想进一步展开研

究的时期。 1952 年, 他告别商务活动, 在该学院专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直到 1959 年在纽约去世。

许茨诞生于奥地利独特的文化背景中, 之后又受到法国社会文化环境的

熏陶和北美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兼收并蓄欧洲和北美思想影响的同时, 许茨

始终注意保持着自己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和思想上的连贯性。 《社会世界的意义

构成》 是许茨生前出版的唯一著作, 此外, 在他生前特别是在美国期间还有

37 篇文章在各种杂志上发表, 这些文章后来均被收录于四卷本的 《许茨文

集》 之中。 其中第一卷由他的学生纳坦森担任编辑并于 1962 年出版, 书名为

《社会实在问题》; 第二卷由他的同事布罗德森负责编辑并于 1964 年出版, 取

名为 《社会理论研究》; 第三卷由他的夫人伊尔丝·许茨编辑, 出版于 1966

年, 题为 《现象学哲学研究》; 同年, 许茨的学生瓦格纳又编辑出版了文集的

第四卷。 另外, 瓦格纳还在 1970 年编撰了一本许茨的文选, 名为 《论现象学

与社会关系》; 同年, 赞纳 (Zaner) 编辑出版了许茨的又一本论文集 《对关

联问题的反思》; 许茨的学生、 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家卢克曼在 1973 年出版了

与许茨共同撰写的许茨思想的总结性著作, 两卷本的 《生活世界的结构》;

1982 年, 瓦格纳又编辑整理了许茨在 20 年代研究柏格森著作的手稿, 并将之

以 《生活形式和意义结构》 之名出版。 所有这些著述构成了后人研究许茨思

想的主要依据。

许茨一生的学术生涯一半在欧洲, 一半在美国, 学界通常以 1939 年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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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许茨思想的发展分为两个时期: 即欧陆时期和美国时期。 前一个时期属于

许茨思想的形成期, 也是为其以后思想奠定基础的时期, 以他早期的主要著

作 《社会世界的意义构成》 为代表。 后一个时期是许茨思想的发展及成熟时

期, 在这一时期, 许茨通过对生活世界构造问题的一系列探讨, 使其生活世

界现象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 许茨一生都致力于对意识生活进行反思,

并试图为对意义的理解和类型化等方面建立哲学基础。 他的理论兴趣主要集

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对韦伯思想的批判构造社会行动理论; 二是对生活

世界构造问题的现象学研究; 三是对现象学社会学的理论探讨。 在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过程中, 许茨思想的出发点发生过三次较大视角的变化: 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前后由于主要致力于对内在经验的纯粹心理现象学探讨, 他的出发

点是孤独的自我; 而 30 年代中期前后随着探讨问题视角的变化, 他的出发点

也转换为认识领域中的孤独的社会个人; 到 40 年代这种孤独自我又转换成处

于特定情境中的行动的自我。 随着这些理论出发点的转换, 他对生活世界现

象学的理论研究也逐渐奠定在一个更加稳定的基础上。 作为著名的现象学哲

学家和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人, 许茨在现象学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有人又

把他的哲学称为社会现象学或应用现象学。 他的理论贡献突出地表现在他的

现象学哲学研究, 以及他为社会科学寻找现象学基础的创造性的工作上。 通

过把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应用到社会世界如何获得意义的问题上去, 他一生

致力于对社会实在本性的现象学研究和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的关注。

他试图通过追溯生活世界基本轮廓的原始构造问题, 探索和概括日常生活世

界的基本特色和哲学含义, 勾勒出它的多方面的联系, 以为社会科学建立严

格的哲学基础。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不仅为现象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而且推进了人类理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深入研究。

许茨一生涉猎广泛, 不仅在哲学和社会学领域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而

且在经济学、 政治学、 语言学、 历史学、 艺术学以及宗教神学方面都有自己

独到的见解, 因此, 对许茨的研究不仅是国际性的, 而且是多学科的。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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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说, 国外对许茨的研究主要从这样几个侧面展开。

(1)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主要涉及作为现象的日常生活世界研究, 包括

生活世界的概念; 生活世界的结构; 意义的社会构造问题; 生活世界的时间

维度; 人类的经验结构; 多重实在———各种有限意义域; 世俗与先验关系问

题; 生活世界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现象学与社会科学关系问题等。 还有先验

和世俗中的主体间性问题研究, 具体包括主体间理解问题; 日常生活世界中

的语言构造问题; 沟通和语言的关系问题; 语言和社会交往的意义问题; 指

号、 符号和生活世界中的交往问题, 以及哲学、 科学和日常生活的关系问题,

如对关联问题的现象学研究; 社会行动的现象学研究; 理解问题的现象学研

究; 现象学与人的自然存在问题研究; 生活世界中的常规性和类型性研究;

人类行动的动机研究等。

(2) 社会学研究, 主要涉及社会学中的客观性和现实性问题; 社会学与

现象学的关系问题; 关于常识知识的社会学问题; 意义社会学问题; 现象学

社会学能否成立的问题; 人类经验的来源和组织问题; 现代社会中的制度合

理性问题; 社会学中的理解和动机问题; 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等。

(3) 比较研究, 涉及和许茨在思想上有一定关联的众多著名学者, 具体

包括许茨与胡塞尔在先验和世俗的关系、 生活世界的结构以及主体间性等问

题上的比较研究; 许茨与海德格尔和萨特等存在主义哲学家在人类社会的构

造以及主体间性等问题上的比较研究; 许茨与舍勒在生活世界与符号化、 主

体间性等问题上的比较研究; 许茨与梅洛-庞蒂在关联、 沟通等现象学方面的

比较研究; 许茨与詹姆士和杜威在人类经验的发生和组织上的比较研究; 许

茨与韦伯在意义理论、 生活世界问题以及社会科学方法论方面的比较研究;

许茨与马克思在阶级意识和日常生活世界问题上的比较研究; 许茨与米德在

符号问题、 时间问题及社会行动问题上的比较研究; 许茨与帕森斯在意义理

论、 主体性问题、 社会行动以及方法论问题方面的比较研究; 还有许茨与奥

尔特加·珈塞特、 约翰·怀尔德、 斯金纳、 古尔维奇等人的思想的比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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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等。

(4) 应用研究, 由于许茨对生活世界结构的分析和研究的目的是为各门

科学寻找理论基础, 加之他研究问题广泛涉猎现代人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

对许茨理论的应用研究构成了研究许茨的一个重要内容。 具体涉及的领域包

括经济学、 政治学、 政治经济学、 文化学、 人类学、 伦理学、 心理学、 教育

学、 人种学、 艺术社会学、 医学伦理学、 治疗学、 音乐理论等众多方面。

从总体来看, 国外对许茨思想的研究不仅在领域上日益展开, 而且在理

解上也在日益深化。 而同国外对许茨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相比, 国内的研究

状况还远不尽如人意。 从我所得到的材料看, 国内哲学界在研究许茨方面做

出最突出贡献的, 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霍桂桓先生。 他投入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致力于许茨著作和论文的翻译工作, 目前国内出版的许茨的著

作 《社会实在问题》 《现象学哲学研究》 以及 《社会理论研究》 等都是由他

译出的。 此外, 他还有一些介绍评论许茨的文章和译文发表, 如收录在 《当

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第十卷中的 《舒茨》, 以及收录在 《中国现象学与

哲学评论》 第一辑中的 《舒茨社会学理论中的意义和主体间性》 等。 其中

《舒茨》 一文中既有对许茨的生平及主要著述的介绍和分析, 对许茨的现象学

社会学的主要内容的梳理, 还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上对许茨思想的概括

性的评价。 在 《舒茨社会学理论中的意义和主体间性》 中, 他更是对许茨的

意义理论的来龙去脉及其主体间性的基本观点进行了社会哲学意义上的勾勒

和述评。 另一位在文章中提到过许茨的学者就是我国现象学研究家倪梁康先

生, 但他主要在研究胡塞尔的文章中附带提到许茨, 并且只是把许茨看作是

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追随者, 并没有对许茨本人的思想做深入的研究或评价。

还有就是涂纪亮先生所著的 《美国哲学史》, 由于篇幅的限制, 对许茨思想也

只是做了非常简单概括的介绍。 近年, 黑龙江大学张彤副教授的著作 《从先

验的生活世界走向文化的日常生活》 及 《实在、 符号与文化———许茨的现象

学社会学理论》 等论文也都涉及对许茨相关理论的思考。 另外, 杨威、 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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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也有相关著作及论文发表, 可见目前国内这一研究领域的队伍正逐渐

壮大。

相较而言, 国内对许茨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的研究不仅在数量上相对于

国外的研究要少得多, 而且观点较为零散。 国内生活世界理论研究作为哲学

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已经持续多年, 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活世界观、

胡塞尔、 海德格尔、 列斐伏尔以及哈贝马斯等西方学者的生活世界思想等都

进行了较为广泛、 深入的探讨, 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但是应该看到,

由于其中没有对许茨理论足够的重视, 这种生活世界研究难免存在缺憾。 对

于我们来说, 研究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不仅仅是了解一个西方哲学理

论流派的观点的问题, 而且对我们关于当代中国现实问题的思考有重要的借

鉴价值。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 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成果

就是日常生活日益以独立的姿态呈现出来, 成为人们无法忽视的存在。 与此

同时, 如何理解日常生活、 如何赋予日常生活以意义等问题也就成为哲学研

究的一个突出的问题。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研究中所体现出的真知灼见,

对于我们把握当前我国社会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结构, 认清日常生活世界的

意义都颇有助益。 本书试图通过对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思想较为系统和深

入的梳理和研究, 挖掘出其理论中的可资借鉴之处, 同时也唤起国内学术界

对许茨理论应有的重视, 并试图为国内学术界对生活世界理论的研究起到一

定的推动作用。 当然, 正如许茨本人所说的那样, 他的生活世界现象学还远

没有实现对生活世界各个方面和层次的全面把握。 对我们来说, 生活世界仍

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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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摇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的提出

在 20 世纪初, 西方哲学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研究转向, 有学者将之概括为

“生活世界哲学转向冶, 其特点就是哲学研究转向对日常生活世界问题的关注。

在这次转向中, 很多哲学家都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自己关于生活世界的构想,

回归生活世界成了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 许茨的生活世界理论就

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

摇 摇 1郾 1摇 许茨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提出的思想背景

日常生活世界是与每个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领域, 但由于传统哲学思维

方式上的局限, 在 20 世纪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很少引起人们的反思, 是

被视作理所当然的、 预先给定性的领域而存在的。 在 20 世纪初, 西方哲学中

出现了一种 “生活世界哲学转向冶, 其主要标志就是哲学研究从对认识论问题

的重视转向对生活世界的关注。 哲学向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或对日常生活世

界的重新发现, 是与西方近代哲学的危机有深切的内在关联的。

西方的古代哲学体现出的是一种朴素的本体论思维, 它建立在二元对立

思维方式的基础上。 这种思维或者强调对象世界的独立存在性, 从而把人的

自我同化到外在世界之中去, 或者把自我看成是独立自存的, 试图以自我来

规范对象, 以使对象服从于自我的目的。 在这种本体论思维方式中, 主体与

客体、 自然性与精神性处于二元分立的位置, 也恰恰是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

古希腊理性主义思潮的深层基础。 随着哲学中认识论问题的出现, 一些哲学

家开始致力于对人的认识能力进行全面的批判考察。 中世纪以后, 认识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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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成为哲学关注的重要主题, 并逐渐取代本体论问题成为西方哲学研究的首

要问题。

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哲学是从认识论角度对人与世界的关系加以展开的,

虽然其探讨问题的视角发生了重大转移, 但在思维方式上, 它仍然延续了古

希腊理性主义的主客二元特征, 强调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间的二元对立。 西

方近代的理性主义把人与自然、 心灵与世界先在地加以分离, 认为二者是外

在的、 彼此对立的。 对持这种观点的思想家来说, 主体是由事物组成的客体

世界的对立面。 他们把一切都纳到主客体对立的框架中, 并力图以此来解释

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主客二元论在笛卡尔那里确定下来, 他提出 “我

思故我在冶 的命题, 认为意识和自我意识是解开人对客体想象的内在和可靠

的钥匙, 所有存在和知识都必须经过理性的自我审视才能获得真实性。 基于

此, 笛卡尔强调哲学应从对外在对象世界的关注转而关注人自身以及人的认

识活动。 在笛卡尔那里, 人的主体性特征被提升到了基础性的地位和绝对的

高度。 与笛卡尔所代表的倾向相反, 多数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更强

调的是在本体论、 认识论及人本学中弘扬客体性原则。 在本体论方面, 他们

把外在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性视为是终极的存在, 认为现象世界背后隐藏着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必然的客观规律; 在认识论方面, 他们提出客观世界

的规律是能够为人所认识的, 并主张用自然科学方法去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

及规律; 在人本学方面, 他们强调人是一种理性的存在, 主张人类运用理性

来对抗各种迷信和蒙昧。 这之后一直到休谟及康德那里, 主客二分的思维方

式自始至终都是哲学思维方式的主线。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虽然

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行中解决了主客二分的难题, 但由于其绝对精神的辩证

运动脱离了生活世界, 他仍然无法解决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中的二元论思维方

式的内在矛盾。 正是在这种内在矛盾发展过程中, 孕育了技术理性和人本精

神的分裂和冲突。

黑格尔以后, 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倾向沿着两条相反的路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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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径是对笛卡尔理论的弘扬和进一步拓展, 主要体现为基于对主体

性的强调而展示出的对人本精神的高扬。 遵循这一路径的哲学家们的理论建

立在以下前提的基础上: 人是自我规定、 自我创造的自由的主体; 人的价值

和目的是在对象世界之外独立的存在的, 具有自足性; 外在世界只有符合人

的目的才能被确证。 他们对人本精神的强调, 张扬了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

凸显了人的精神维度的重要性。 但是, 过分强调人本精神也存在自身的局限,

这集中表现在一些持此观念的近代哲学家那里, 对他们来说, 人是世界和存

在的中心, 并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获得了取代神的本体地位。 当他们把人的主

体性及人的自由和价值视为可以离开外在世界独立存在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

所说的主体实际上成了一个超历史的、 自主的和单一的理性主体。 这种理性

主体是先验的、 本质先定的认知者, 是不具有形体也不受任何束缚的。 由于

其主体并不是历史地、 现实地存在着的人, 他们实际上使自身所强调的主体

性丧失了现实的根基。 与之相关, 对他们来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只能是外

在的、 派生的和偶然的关系。 而如果人的本质是先定的, 主体间的关系是派

生的, 那么人的存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等问题在对人的研究中就都处于

无足轻重的位置了。

另一条路径是对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的进一步张扬, 主要体现为基

于对客体性的强调而展示出的对技术理性的崇拜。 沿着此路径思考的哲学家

们的思考以如下观点为前提: 对象世界作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其背后隐藏着客观规律; 人作为理性存在物, 能够借助理性透过现象来把握

这些规律; 人只有遵循客观规律, 才有可能获得幸福。 他们认识到了人与世

界一致性的一面, 肯定了客观的和普遍有效的真理的存在, 他们的研究成果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对于人类社会物质生产的发

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都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是, 这种观点的一个突出特

点就是把世界视为预先给定的、 外在于人的既有存在, 以此为基础论证世界

的客观性和统一性, 然后再将这一认识推衍到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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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它实际上就在对技术理性的过度强调中抹杀了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以此方式展开的研究不仅无法正确对待人的精神生活, 也很难将人的主观感

受放入理论思考之中。 这一路径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哲学研究中科学主

义的盛行, 其具体表现就是 19 世纪中后期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兴起和迅速

发展。 这一思潮使得哲学研究的关注点从近代的对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性考

察, 转向了对科学知识的本性、 知识与人类活动以及心理、 逻辑和社会等方

面在知识中的作用等问题的研究。 一些哲学家甚至表达了以科学取代哲学的

倾向,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也因此上升为一个重要问题。

到 20 世纪初, 技术理性与人本精神的冲突愈演愈烈。 从二者的表现看,

技术理性虽然参与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物质财富, 增强了人类面对自然界的力

量和自信心, 但也造成了物的世界对人的世界的侵占及人类精神家园的丧失。

而人本精神虽然肯定了人的主体性, 强调了人创造价值和意义的主观能动性

方面, 但它又将人的精神变成了自足的、 神化的存在, 使精神失去了其存在

的前提, 并使人类陷入存在的焦虑之中。 同时, 这二者的冲突的深化又加剧

了西方世界的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 使人陷入存在的两难境地。 即一方面,

人在获得了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证的同时失去了自由, 因而要求摆脱被奴役的

状态; 另一方面, 人获得了自由却失去了自身的确定性, 这又导致自由成了

人不堪承受的重负。 这样无情的现实表明, 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是一种彼此

相互依赖的关系, 现代西方世界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就在于人为地造成了二

者之间的相互背离, 而其深层根源就在于人类理性对人的生活世界的遗忘和

日益远离。 正是这种远离及其导致的社会文化危机, 构成了西方现代哲学向

生活世界回归的主要动因。 如胡塞尔所言,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 对科学

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 我们就以此为出发点。 这里涉及的不是各门科学的科

学性, 而是各门科学或一般的科学对人生的意义, 而且追问生活或存在本身

01



第 1 章 许茨的生活世界现象学理论的提出………………………

的意义, 追问语言陈述或命题的意义。冶淤 哲学对意义问题的思考也就是对人

生活于其中的价值世界、 意义世界或生活世界的分析, 即是对生活世界问题

的研究。 它强调在人的现实生活之外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 作为本源、 本质

和归宿的理念世界或科学世界, 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世界,

研究人的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只能从这个世界出发。 因此, 它主张人与世界的

统一, 不去关注与人无关的世界, 也不打算去追求纯粹客观的真理, 只是立

足于人的现实世界来谈论人的命运。 与近代哲学对人的抽象理解不同, 现代

哲学的人是具体、 现实的人, 是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人。 与近代哲学主要关

注人与自然、 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不同, 现代哲学更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即主

体间的关系, 并且它认为这种关系不仅是一种物的关系, 更是一种精神关系

和情感关系; 与近代哲学从认知关系的角度来确定他人的存在不同, 现代哲

学把人视为生活世界中的存在者, 并在此基础上来说明他人的存在; 与近代

哲学的科学世界观不同, 现代哲学把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作为唯一真实的世

界, 用人的现实生活去说明人并解释世界。 因而, 现代哲学观是一种生活世

界观。

西方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既是对西方社会和文化危机的回应,

也是人类面对现代人生存困境的一种理性的选择。 西方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过

程是一个日趋工业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使得西方社会在经济、 技术和文化等

各方面都取得惊人的进步, 但同时它也将人置于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 全面

异化的技术世界之中, 导致了人的孤独、 焦虑和无家可归的感觉。 传统社会

中的田园牧歌般的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与之相伴的安全感都失落了, 人们生活

的意义世界也被分割得破碎化和虚无化了。 在此背景下, 现代人对意义世界

的渴望和寻找精神家园的冲动, 构成了西方现代哲学向生活世界回归的内部

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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