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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统一”与“同一” 

——再思胡塞尔的“纯粹自我”问题 

 

张伟 

（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文献与研究中心） 

 

摘  要：胡塞尔对于“纯粹自我”的态度改变是早期现象学运动中的一桩公案。人们对于胡塞

尔为何在 1901 年明确拒斥“纯粹自我”，而在 1913 年重谈“纯粹自我”的缘由众说纷纭。实际上，

胡塞尔明确区分了意识流的“统一性”原则和“同一性”原则。如果纯粹自我被理解为意识流的“统

一性”原则，那么无论是在 1901 年还是在 1913 年以后，胡塞尔都予以拒绝。因为藉其内时间意识

现象学研究，胡塞尔已经表明，意识流的“统一性”是由意识流的内时间意识结构本身保证的，或

者说是由意识流的纵意向性保证的。然而，因为其对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以及注意意识现象学的研究

之展开，胡塞尔重新对“纯粹自我”予以关注并对之进行了现象学的描述，但这一“纯粹自我”所

要表达的恰恰是“意识的同一化原则”，即一种“与格的我”。在此意义上，胡塞尔在 1901 年所拒斥

的纯粹自我与 1913 年所迎回的纯粹自我并不是同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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