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2, 11(4), 683-687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2.114122  

文章引用: 黄永涛. 论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的批判[J]. 哲学进展, 2022, 11(4): 683-687.  
DOI: 10.12677/acpp.2022.114122 

 
 

论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的批判 

黄永涛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2年7月15日；录用日期：2022年8月1日；发布日期：2022年8月15日 

 
 

 

摘  要 

近代以来，实证主义科学日益盛行。实证主义科学只关注事实的科学，忽略了人的价值维度，导致科学

丧失了生活意义。实证主义科学加大了事实科学与价值维度之间的鸿沟，导致了欧洲科学的危机和人性

危机。因此，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进行批判，认为实证主义科学忽略了人的价值维度，导致了理性的

危机，遮蔽了生活世界。实证主义科学不应该仅仅关注事实层面，更应该关注价值维度，要回归到生活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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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positivism science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Positivist science on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science of facts and ignores the value dimension of human beings, which leads 
to the loss of life meaning of science. Positivism science enlarges the gap between fact science and 
value dimension, which leads to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 and human nature. Therefore, Hus-
serl criticized the positivism science, believing that the positivism science ignored the human val-
ue dimension, led to the crisis of rationality and covered the life world. Positivist scienc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 level,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value dimension and return to 
the lif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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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胡塞尔那个时代，欧洲危机四伏。胡塞尔亲身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胡塞尔从自身所处的时代出发，探究这些危机背后的原因。胡塞尔从实证主义科学

取得的一系列成就出发，探问是否存在科学危机。胡塞尔在此对大众所理解的科学危机展开了批评，大

众所认为科学的危机仅仅是科学包含的要素出现了问题，而非科学本身出现了问题。“科学危机的含义

不外乎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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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时的人

们来说，科学的危机不外乎是科学的任务和方法论的问题。 
自近代革命以来，实证主义科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在很多人看来，并不存在科

学的危机。胡塞尔也承认“所有这些学说(实证科学)的科学的严格性，它们的理论成就的明显性，它们持

久的令人信服的成果，都是毋庸置疑的。”[1]由于实证主义科学取得的成就，使得人们对之信任，并没

有认为科学具有危机。胡塞尔从实证主义科学之外去发现科学的危机。他界定科学危机的理由是：科学

的理性观念开始转变为科学的事实研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纯粹事实，精神科学和形而上学被排除在外。

实证主义科学忽略了形而上学，忽略了理性。 
欧洲科学的危机是由于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实证主义科学的侵蚀，导致科学被等同于实证主义

科学。而实证主义科学所关注的对象是事实的科学，其余对象避之不谈。最终，胡塞尔得出结论，欧洲

之所以产生一系列危机是由实证主义科学导致的。由实证主义科学所关注的对象可以看出，实证主义科

学并不关注人，这导致实证主义科学将人变成了物，人的意义和价值被剥离，这也导致了西方人性的危

机。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通过对实证主义科学的分析和阐述，论证了实证主

义科学是如何一步步将科学的范围狭窄化，最终导致欧洲的科学危机。欧洲科学危机的实质是欧洲人性

的危机，是科学仅关注事实层面而丧失了生活意义导致的。在此基础上，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科学展开了

批判。 

2. 实证主义科学忽略了人的价值维度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阐述了实证主义科学的发展导致了欧洲的危机。实

证主义科学将伽利略创立的科学视为科学的典范，科学的含义被狭窄化，科学被等同于实证主义科学，

科学变成了事实的科学，忽略了价值维度。胡塞尔在回顾科学和哲学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作为一门普遍

科学已经被具体的科学所取代了。在古希腊时期，哲学与科学不分。古希腊人对智慧的追求，对真理的

追问，哲学由此诞生。古希腊人的哲学是关于宇宙的总体学问，是关于一切存在的东西的学问。按照原

初的翻译，哲学就是普遍的科学。当时的科学无所不包。随着实证主义科学的兴起，科学的含义逐渐缩

小。在十九世纪以前，科学还探讨人的意义问题，科学与人的意义相关联。到了二十世纪，科学一词被

滥用，最终导致科学一词的范围缩小。胡塞尔说：“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

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1]。由于实证主义科学的发展，使得科学受到了

实证主义科学的支配，广义的科学概念在发展中从原初的含义走向了自然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极端。欧洲

科学的危机指的是“这门科学在自近代以来的发展中偏离其原初的观念，走向客体主义的极端，从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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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内在困境的产生。”[1] 
实证主义科学“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1]，实证主义科

学只承认客观的事实，对于价值判断采取悬搁的态度。但是，在胡塞尔看来，人并非单纯的物或事实，

人的主体性问题更应该加以探讨，人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是科学要研究的重点内容。人的价值和意义问题

都超越了实证主义科学所研究的事实。所以实证主义科学是一种不健全的科学，实证主义科学无法解决

人生的困境问题。胡塞尔在文中对此作出了深刻的批评，由于科学内涵的缩小，人们对科学的评估变成

了以实证主义科学作为衡量的标准。实证主义科学只关注纯粹事实的科学，而把超出事实之外的东西都

排除掉，这导致人的价值维度的缺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何处，人们一无所知。“科学(实证主义

科学)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对于我们作为自由的主体的人，能够说些什么呢？”[1]在胡塞尔

看来，实证主义科学本应该对人的价值维度进行研究，但实证主义科学却忽略不提。实证主义科学本应

该对人这个主体说些什么，然而它却什么也没有说。由于实证主义科学对人生的意义问题不做任何回答，

导致任成为了单向度的人、事实上的人。因此，胡塞尔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

[1]，实证主义科学将科学研究的范围局限于事实的科学，实际上，科学不仅仅局限于事实层面，还包括

精神层面，即对真理与价值的追求，探求生活的意义，还有形而上学的层面，这些都是科学应该探讨的

问题。胡塞尔说：“我们在常听到有人说在人生的根本问题上，实证科学对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实证科

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的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关的根本变革所必须立即作出回答的

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1]因此，胡塞尔对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科学极为不满，在他看来，“实

证主义的科学概念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概念。实证主义丢掉了一切人们在时宽时狭的形而上学概念中所考

虑的问题，其中包括一切被不清楚地称之为‘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1]“最高的和最终的问题”在

胡塞尔那里应该是指人的价值维度，实证主义科学能够在特定的场合循环往复的发生。而人的意义并非

如此，人是变化和复杂的，人在时间的一维性中也不可能再返回到已经发生过的时间中。实证主义科学

无法对之进行说明，导致了人生意义的丧失。正因为这样，胡塞尔在分析实证主义科学导致的欧洲科学

的危机时，欧洲科学的危机导致了更深的危机：人性的危机。 

3. 实证主义科学导致理性的危机 

由前文实证主义科学自十九世纪以来迅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成就，导致了实证主义科学只关注事实

的科学，实证主义科学不仅不回答有关价值的问题，对于什么是理性，什么不是理性也不作回答。人们

直接把“实证”和“理性”作为衡量科学的标志，真正的理性概念则变得模糊不清。 
实证主义科学的理性概念是狭隘的理性，该理性概念将科学的价值和意义问题排除在外。胡塞尔从

对欧洲科学的危机产生的根源出发来阐释对理性的理解，他说：“理性是认识论(指真正的认识论，即理

性的认识论)的主题，是关于真正的价值(指作为理性的价值的真正的价值)学说的主题，是关于伦理行为

(指真正的善的行为，即从实践理性出发的行为)学说的主题；在这里理性是‘绝对的’、‘永恒的’、‘超

时间的’、‘无条件的’有限的理念和理想的称号。”[1]可见，在胡塞尔看来，理性是认识论、价值学

说、伦理行为的主体，其范围十分广阔。但是实证主义科学却将之等同于事实的科学，将理性的范围限

制在了一个领域内。理性不应该仅仅作为数学和科学的代名词，在哲学的领域，关于自由的问题、所有

形而上学的问题都属于理性的问题。原本健全的理性除了关注客观世界外，还关注自身的主观世界。然

而在实证主义科学的支配下，理性不再关心“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的自我决定

的问题”以及“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1]实证主义科

学排除掉了对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探问，它关心的事实，对于人的生存所依赖的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

实证主义科学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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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将欧洲科学的危机提到了哲学的高度来认识，胡塞尔认

为正是哲学的危机导致了科学的危机，而哲学的危机在于普遍哲学的理想逐渐的解体，即普遍哲学在发

展过程中逐渐出现内部分解，逐渐从全面、普遍走向了系统化、片面化，哲学被其衍生的实证主义、怀

疑论、非理性主义等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精髓排挤出科学领域。这也就是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即普

遍理性的片面化发展。因此科学需要健全理性。理性的觉醒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将理性导入了

人的生活，使得人和世界的关系成为了能够被理解的事实，这也带来了科学的蓬勃发展。在胡塞尔看来，

理性在科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实证主义科学的发展，实证主义科学破坏了理性的健全性。胡

塞尔认为实证主义科学导致了理的危机。对此，胡塞尔运用现象学来建立严格的科学来健全理性。胡塞

尔倡导回归生活世界，“胡塞尔用‘生活世界’来喻指科学如何作为‘一种精神结构’才能变得丰富而

有意义，并且明确指出科学之作为理性的体现必须在理性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凌驾于理性之上去支配

理性的运动”[2]。 

4. 实证主义科学对生活世界的遮蔽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的第九节讨论了“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用伽

利略作为实证主义科学的范例来谈论对数学的观念化。自伽利略以来，几何学和数学的发展推动了自然

科学的发展，在对自然的数学化过程中，伽利略首先注意到的是纯几何学方法的重要性。伽利略虽然继

承了的几何学，但“这种所继承的几何学，这种‘直观的’概念化、证明、构成所继承的方式，已经不

是原先的几何学了。”[1]伽利略的几何学离开了几何学原初含义。伽利略认为，纯几何学是“关于一般

的时空形式的纯数学”[1]。伽利略的“纯几何学”以实际生活中的规定物体和丈量土地出发，其基于纯

粹的理论而建立的规定客观世界意义知识动机之下，对原先的测量进行理想化的结果。原本我们所经验

到的自然并不为纯几何学所规定，伽利略将纯几何学应用到自然，对自然的数学化忽略了这是理念化的

结果，便误以为数学表达的自然才是真实的。 
纯几何学涉及的领域是直观世界的空间领域，它只与抽象的物体或形体世界发生关系。但是以伽利

略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将之强行地推广到感性材料的领域，使得事物的最终存在者被数学化。这样导致的

结果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了抽象，使之成为理念。然而，事物本身却消失不见，造成了一切的科学都成

为了空洞无物的东西。除此之外，伽利略还将纯数学因素确立为一切何学合理性的标志。“无论如何，

自然科学具有最高度的理性，因为它是受纯数学指导的，它是通过归纳的数学的研究而获得的结果。”

[1]伽利略认为，自然科学应该成为真正的知识的楷模。于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认

知上的普遍意义。 
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创立的自然科学尽管在用来处理具体的、个别的事实是有效的，但实证主义

科学家认为这些具体的、个别的事实是同类事实的代表，具体的、个别的事实能够推导除一系列的同类

事实，它们适用于同一种数学模型。这样会导致对世界的间接数学化就产生数量公式，这些公示一旦产

生就可以对事实进行客观化，这样就产生了自然规律。当代自然科学在用数来公示来表达时，自然转变

为时空的理念形态。近代自然科学朝着越来越抽象的、理念化的形式发展，其原初的意义被伽利略忽略

了。胡塞尔认为，纯数学的理念形态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且近代以来的物理学也继承了以纯数

学的理念形态取代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这对整个自然科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使得生活世界也被

遮蔽和遗忘。 
实证主义科学是理念的外衣。“所谓的理念化，即以纯几何学的方法为典范，将几何学引入物理学

等各门自然科学，将各门自然科学形式化、符号化、数学化。”[3]实证主义科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数学

化，因而被称为“数学的自然科学”。数学的自然科学将数值、公示等作为研究的中心，一切的发现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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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式世界的发现，而这个公式又是理念的外衣。实证主义科学使自然科学成为了遮蔽生活世界的理念

的外衣。实证主义科学的理念化最终导致了科学的危机和人性的危机。 

5. 结语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对实证主义科学进行了批评。面对实证主义科学的

快速发展，科学原初包含的意义被实证主义科学所取代。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的对象使得人的意义被忽略，

理性的概念被狭窄化，生活世界被遮蔽。胡塞尔在批评实证主义科学的过程中，对欧洲科学危机的现实

表现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揭示。对于如何解决科学危机，胡塞尔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 
从先验现象学出发，试图通过回溯科学概念的真正含义及其起源，找到科学的真正基础。在胡塞尔

看来，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只有哲学才是唯一真正严格的科学知识。在此意义上，胡塞尔认为科

学可以划分为精确的自然科学和严格的现象学科学。自然科学在方法上对经验进行理想化，后者则以观

念化为其方法特征。与这两种科学相对应的是前科学、非科学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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