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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賽爾對伽俐略物理學的反思 \05 

古只賽蔚對伽俐回各物理學

的是是

Husserl's Reflection of Galilean Physics 

蔡幸芝*

一、前言

德國現象學家埃德蒙德﹒胡賽爾 C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在其著作〈歐
洲科學危機) C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änomenologie) 的第二部份第八至第十五節 ，關於澄清近代物
理主義的客觀主義與超驗的主觀主義之間對立根源上 ，以大量篇幅探究伽俐略物理
學的起源與發展，因為伽俐略對「自然的數學化 CMat hematization of nature)J 

的模式形構出整個近代科學發展的方向，也就是根據胡賽爾的定義下，愛因斯坦的
物理學及量子力學都是伽俐略風格的科學 CSciences of the Gal i lean style) 。胡
賽爾在〈邏輯研究) CLogische Untersuchungen) 中提出哲學有兩種任務:首先，
哲學是關於形式邏輯和方法論這類型科學的理論，然而從事科學研究的工作者往往

對他進行思考的原則與符號方法的應用欠缺根源性的反思，即未能深究其中理論與
應用的合法性所在，就此意義下科學需要哲學的補充。此外，哲學必須澄清科學中
所使用的觀念。筆者參閱胡賽爾〈算術哲學〉中關於數的觀念所做的哲學論述為例，

他指出:數學家在使用「數」與「量」這類觀念時對這些觀念的本質並無明確的意
識 ，因此科學的研究與哲學的批判其實是「互補性的科學活動」。所以胡賽爾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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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伽俐略物理學理論內容的剖析或非難，因為科學的進步不賴於哲學，而哲學的
批判也不會觸及科學的內部結構，但是科學的假設與結論則必須透過哲學性的反冉、
做根本性的再解釋則是必要的。(註一)因此胡賽爾對伽俐略物理學甚至整個近代科
學的反思絕不是「反科學」的立場，相反地，是要進一步釐清伽俐略物理學形成的
根源和影響，揭露自然科學隱而未顯的動機和目的。筆者以下將以〈危機〉作為主
要文獻，論述胡賽爾對伽俐略物理學的批判與反思'並提出筆者個人的心得淺見。

二、伽俐略風格的物理學

伽俐略風格的物理學特點在於堅信主觀的、相對的、覺知經驗的世界背後隱藏
著客觀的、絕對的、數學性結構的真理，即世界真實的狀況相對於覺知現象，整體
世界應是一種數學，性的結構，因此科學家的任務就是穿透現象的面紗，揭露世界作
為一種數學多樣性的呈現。換言之，伽俐略所深信的自然其實是以數學語言表出的
自然，自然的形形色色、千變萬化的諸多樣貌其實是規律的數學多樣性真理的呈出，
它的「實在 (therea1)J 完全可網羅於數學公式公理計算推演的系統中。不過，人
對於周遭世界的態度並非自然而然是數學的(或科學的)態度，對於未經數學性訓
練或是不以數學性取態認知世界的日常人，看見彩蝶雙飛並不會直覺是 r 1+1泣，的
數值關係;使用日常家真產品也不會經驗到方形、圓柱的幾何圓形。然而日常A與
科學家對世界認知取態上的不同一作為變動不拘、具體的、主觀的「個別經驗
( i nd i v i dua 1 expe r i ence ) J與普遍有效、抽象的、客觀的「數學觀念(ma thema t i ca 1 

ideas )J 的差距，也正是呈現為日常生活覺知經驗的世界和作為科學真理的世界的
分裂。由於「通過伽俐略對自然的數學化，自然本身在新數學的指導下被理型化了;
自然本身成為一用現代的方式表達一吋是一種勵數學的多樣性(州Ma枷a訂叩圳nr叫1汀r
(註二)沁」。戶所丹以在伽俐略風格的物理學發展上，數學作為認知世界的方法被賦予普
干性的任務，並且通過必真的邏輯推演程序，整體世界可直接或間接數學化為公式
合理被加以認知，進而對還未知的事件和領域加以預測和掌控。然而伽俐略認為自
然是作為數學的宇宙是不言自明的 (Se1bstverständ1ichkeit) 假設，根本上沒能
探討必真的數學自明性的起源，僅是素樸地接受既存的傳統一柏拉圖主義的影響和
歐基里德幾何學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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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柏拉圖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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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 Cass i rer ， Koyré 和 Crombie '現象學家 Aron Gurwi tsch 也認為伽俐略是
一位柏拉圖主義者 (P1 a t on i s t ) ，而整個近代科學一伽俐略風格的物理學一是受到
柏拉圖哲學的啟發。然而「柏拉圖主義者」一詞並不局限於柏拉圍著作中的理論，
而是指一種兩個世界理論的主張，並且有著兩個領域不對等的擁護，即經驗世界被
假定為從屬於理型世界的模仿一一個領域是以優於另一個領域的觀點被解釋。伽俐
略物理學便是在此意義下的柏拉圖哲學理論的繼承者，並且在某種程度上轉變與革

新了柏拉圖主義。

希臘哲學堅持主張一種處於變幻而多樣的現象與存在於不變領域、堅持徹底自
我同一(se1f-identity)領域間的對立，這種差異相當於「知識 (epi s teme) J 與「亨
見 (doxa )J 之間的差異。所謂的「意見」是依賴於認知主體自身的興趣和計畫，它
傳連出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表述的相關性和不確定性，如同市府廢除公娟制度與公
姐要求去污名的工作權之間的對峙，核能發電廠設置與否的爭議、、、等等，便是
涉及主體參與的感受性和立足點的不同。至於「知識」則是真正自明的真理，它與
主體生命的參與或變化無關，知識是堅持存有的自我同一，在任何時空界域 、 任何
情況和對任何人而言皆是永恆為真;像是 r 1+1=2 J 、「三角形內角和是 l服」都于

必定為真、無以辯駁的知識。柏拉圖的〈對話錄〉中，雖然沒有系統地處理知識誦

的篇章，但在(泰提特斯篇 ) (Theaetetus) 論述到「知識非感官知覺或真實判斷」

(註三) ，並且在〈理想國篇) (Repub I i c )中以「線」喻劃分知識與意見的不同等
級(註四)。因此，柏拉圖所假定的知識，必須具備。正確無誤與@客觀真質的兩項
條件，而感官知覺則都不兼具，所以「影像」和「個別事物」所對應的「幻想t和
r{言念」都是不可靠的主觀意見而己，唯有「數學定理」及「理型」所對應的「推
理 t 及「認知」才是客觀普效的知識。由於柏拉圓的知識觀點牽連在其理型論的存
有主立場上，似乎就暗示了在真實知識與經驗世界(個別事物的世界)之間有不可
逾越的鴻溝，並且宣告感官知覺的經驗不能提供知識的來源，知識必須以「非經驗
Cnon-exoerience)J 的方式獲致;如此承接在伽俐略身上便產生數學作為認知世界
的一一客早有效的進路 (approach) 。筆者認為這當中伽俐略對柏拉圖哲學的轉變在

註三: P1ato ,Diog. , Theaetet 肘， 151 e 2-3 ,152 c 5-7 , 185 c 4-e 2. , 208 c 7-8 208c 7-e 4 

註四 P1ato ， Diog. ， Repub1ic ， 509 d 6-511 e 5. 



108 陳百年先生學術論文獎論文集

於:柏拉圖主張數學作為實體，是「介於理型與可覺知事物之間」、「在可知覺事物
與理型之外，他還指出居於中界地位的數學對象:它們與可覺知事物不同之處，在
於永恆不變;與理型不同之處，在於為數過多，因為理型本身各有特點。 J (註五)
伽俐略一方面接受柏拉圖的理型世界優於經驗世界的主張，但另一方面叉將數學從
作為中介知識轉變成認知方法;換言之，數學由知識論轉變成方法學。再者，伽俐
略叉渾然不覺地將數學自身作為自然的本質結構一自然的理型化，即數學叉從作為
方法論演變成存有學。於是，數學既是用來認知自然世界的方式，叉等同於自然世
界的本質結構自身。胡賽爾指出，

正是這件理型的外衣使得我們把僅是一種才又是當作正正Q!;.;季芳，而這種方法原
本是為了無限進步的過程中，透過"再虐，的預測來改進原初在生活世界中實際
地被經驗到的和可被經驗到的領域中可能起嘻地穿;11的目的而被設計出來
的。這理型的外衣使得這-~;:J.. 這一么、式'. ìl-Æ#的真正意義變成不可
理解，並且這種方法的素樸形式結袋子CSF被理解過。(註六)

因此，當伽俐略不知不覺中以數學方法作為客觀對象，進而取代自然本身成為
真正存有後，勢必走向遠離作為科學根源的、直觀的生活世界，甚至倒置了數理世
界與覺知經驗世界的意義與目的。

四、幾何學的發展

當伽俐略接受柏拉圖知識典型 (the model) 一即希臘詞彙中 r epi s teme J 定義
下的知識一一的概念後，當時符合正確無誤叉客觀普效的知識便是數學性的知識，
也就是在伽俐略歷史背景下的「歐基里德幾何學 (Eucl id's geomet rY)J 。因此，伽
俐略作為既存傳統的承繼者，其物理學已經假定了歐基里德甚至爾後持續發展的幾
向學的有效性。當我們追溯幾何學的起源時，會發現作為一種關於「純粹觀缸 pure
I吋d蚓e叫叫a

中的實用目的密不可分。也正因為幾何學被當作測量技術的「經驗一理論J' 以至於
在「熟悉這種先天理論和經驗之間的轉換後，往往未能將幾何學所談論的空間和空
間形狀與覺知經驗世界中的空間和空間形狀區分開而當成是相同之物J (註七)但是

註五: Aristotle.Metaphysics. 987 b 14 ff. Cf. 1059 b 2 ff. 
註六:日mund.Husserl.The Crisis of Euronean ~ or turopean Scíences and T川

Evanston:Northwester川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51-52. 
註七: I b i d.. p.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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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做進一步的釐清時 ，便發現幾何學的觀念並不等同於經驗世界中物體的實際
內容。我們可經驗到一張方形的書桌或是一棵千年的神木 ，但是個別的「方形」或
「圓柱」的物體只是相似卻不等於幾何學嚴格定義下的方形或圓柱形 ;因為嚴格來
講，經驗事物的空間形狀處於流變狀態，它們在時間流中的自我同一僅是近似性

( :mn rox i ma t i on) ，這與任何時空狀況下都是先天客觀普效的幾何學觀念領域不
白石計拘的事物本然地無法達到觀念的完美性。然而，幾何學觀念也並非我們
主觀上對物體自由想像的轉變 (transform bodies in f心y)' 因為想僻不一
既與的物體空間形狀做為材料 (da t a) ，只能將一些感性形狀 (sensible shapes) 

轉變為另一些感性形狀 ，也僅是在程度上或多或少地趨近直線、平面或圓形，這意
味著無論是現實 in actuality )或想像 in fantasy )中的物體空間形狀都不是
幾何學觀念意義下的「純粹」形狀( pure shapes ) ，例如「純粹」的直線、「純粹」
的平面 、「純粹」的圓形和在「純粹」圓形中運動和變形的規則。

幾何學觀念雖然既不是我們經驗物體的實際內容，也並非我們主觀的自由想像
的觀念 ，但是幾何學觀念的起源卻是以日常覺知的經驗世界為基礎 。 如前所述，幾
何學作為一門生、活世界中測量技術與勘定方法的過程中，對在經驗中被直觀到的物
體和對它們彼此關係的抽象中把握到形狀，並且在測量的技術上力求完美，例如用
尺畫出一條比徒手畫更直的直線或是用圓規畫出更圓的圓形，於是技術隨著人類興
趣的要求越來越朝向達到完美觀念邁進，這使得一個被設想為能不斷地靠近完美的
領域向我們開放著。然而， r在完美化的實踐中，在自由地“一而再再而三，朝向可
設想的完美領域逼近中，極限形狀產生出來。這種極限形狀是不斷改進的特殊系列
所永遠逼近但永遠達不到、不變的終極目標。 J (註M乃以在實用為目的的動機下，
測量技術不斷地提昇與新工具的發明過程中，極限觀念的領域就跟著產生 ，即使我
們用尺畫出的直線永遠遠不到極限觀念中的直線，我們依然堅信有一種完美的直
線絕對的圓和標準的方形。藉由觀念化( i dea 1 i za t i on ) ，幾何學在生、活世界的吧
!驗基礎上孕育而生，而一旦幾何學領域中的完美典型被堅信後，覺知經驗中的空間
形狀結構一圓柱形的樹木或方形的書桌一都可在幾何學觀念中獲得理解， 這相對意
味著幾何學觀念的精確性是獨立於環境狀態、經驗觀察和測量上的偶然性。於是隨
著極限觀念的產生 ，我們轉向僵限觀念的嚴格定義與公式公理的建立，例如「圓」
的定義是從圓心到各點都是等距的圓，圓的直徑等於兩倍的半徑，圓周率是

註八: Ibid..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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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57... .等等，都可在少數的基本假設的前提下，計算推演出無限的性質與關係。
於是「純幾何學」的建立一一以無限而周延的極限觀念為研究對象的純粹領域。

幾何學帶出經驗的問題的mpirical matters) 和極限的觀念 (the ideas of 

I i川外，已連帶地規定了測量的技術 (the art of measuring) 和測量的精確性
l exactness of measurement )。胡賽爾指出:在經驗的實踐中不能達到的精確性 ，

透過挑選出特別利於直觀的形狀一一例如直線、三角形及圓一進行觀念化，並且在
客觀的和單義的 (un i voca 1) 規定性中，創造出與這些形狀相符並且作為觀念存有
的問題。於是，由經驗的和有限的測量技術喚起的純粹幾何學反倒過來成為一種可
設想和系統化測量技術的方法指導，幾何學的極限觀念成為測量技術的精確性的模
範'即以趨近極限形狀客觀地規定各種經驗的形狀。所以當伽俐略堅信:依循幾何
學作為一種方法論的建立，便可克服對經驗而可直觀的世界的主觀相對性的解釋而
獲致一種前後一致客觀的真理。也因此真備客觀普效性的幾何學能被認知和傳授。
胡賽爾提到: r純粹的極限形狀，在感性體現的基礎上，例如通過語言文字，被我們
統覺地 (appercept ively) 加以掌握和操作。 J (註九)在教授數學的課程中，教師
在黑板上繪的三角形的內角和往往不等於 180 度，但是我們不會因此認為三角形內
角和就不是 180 度;相反地，繪出的三角形作為「感性模型 (sensible models) 自
是用來輔助對極限形狀的理解，筆者認為這其實就是要求原本直接呈現在我們面計
可直覺的經驗物體趨近極限形狀，以一種先天的、包羅萬象的觀念系統去「規定:
經驗物體。當人類從實踐的興趣轉向理論的興趣時，就連測量的技術都轉變成論主
幾何學理論的有效性，進而為觀念化、客觀化世界而服務。

五、數學化

在我們的日常經驗中，生活世界經常以連續整體的樣式出現，並且發現到一些
物體或事件之間有著同時或相繼出現的關係'但是這些關係和狀態並非任意出現或
流變，而藉由經驗的歸納表現出一種普遍存在叉隱而未顯的規律。因此伽俐略風格
的物理學的任務便表現為。一套數學方法論的建立， ø並且用數學公式表達觀念間

註九:丹紅品(當EZEZZ啦?fJZZJ啦?l站立晶晶的亨默
t a ejzepllV Husserl uses thls term ln the LElbnlZian sense lo denote a self

?叫 (but 叫 necessari Iy an act of reflection) under a certain point of 
i tude" (Einstellung) , here the mathema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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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互關係，Q)進而透過對經驗事物的測量證實其有效性，最後達到掌控規律與預
測未來的目的 。 胡賽爾已經向我們揭示數學能作為伽俐略最適切的方法途徑的特徵

有二 :

村先)，數學最早向我們表現為一種先天的色羅萬象的方法，能使做島主觀
地相對地而且只是在一種模糊的一般表述的對象無限性，成為客觀地可規定
和可真正地按其自身的設想，更確切地說，對於這種無限性可事先再其一切

對象及其對象的性質和關係方面加以規定。 J (註十)

所以數學被賦予具備普遍性和客觀化的特徵 。 數學自身的發展也形構出一個無
限和日益精進完備的領域 。 如前所述的幾何學的觀念化只是第一步，爾後的維泰
( Vieta)代數和萊布尼茲 (Lei bn i ze) 與牛頓 (Newton) 的微積分的發展，使整個

eomet ry) J 一即本來作為純粹形狀領域的「幾何學算術化( a r i t hme t i za t í 

表現為可直觀的形狀轉變為符號的演算，這正表現出數學擺脫現實的束縛成為更純

粹更具系統規模的先天思想 。

胡賽爾接續提到數學的第二項特徵'

「其次，數學通過接觸和指導測量的技術'再次從觀念的世界降到可被
經驗可直觀的世界。這表現為我們可以獲得一種關於直觀的現實世界的

全新客觀實在的知識。 J (註十一)

數學一方面不斷地自我發展一公式公理的建立和更精緻的符號運算;另一方面
將理論成果「應用」到被當作一個服從普遍因果律的自然中，並透過實踐的測量技
術予以證實並做出全新的歸納與預測，使得無限的自然成為純數學的應用領域。筆
者認為正因為伽俐略堅信整個自然是數學性的結構，所以他一直企圖以測量技術為
中介，將純數學的理論和現實世界相互符應，也就是現實世界永遠不斷地向數學存
有的觀念趨近，相對地無窮發展的數學性理論也不斷地被證質被修正為表出現實世
界的本質結構。這當中隱藏著伽俐略的理想:拉近甚至彌平數理世界和現實世界的

距離 。

註十: Ibid . , p.32 . 
註十一 : Ibid. , p.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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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間接數學化

當作為幾何學的可直觀的形狀，成功地轉變成數學的公式或代數的演算時，我
們緊接著要問:物體的感性性質的量化是否可能?古代的畢達哥拉斯學輝
( Py thagorean Sch州便己主張「數學就是萬物的原理 J '其中發現音樂中的音符

音階建立在絃線長短的不同，而絃線長短叉可以數的比例表達。(註十二)而我們在
經驗世界中可直觀的既予的事物上也發現物體的性質對形狀領域的依存關係'例如
顏色與形狀的關連性一例如經驗到一個紅綠相間的郵筒。因此當純數學應用於形狀
方面(空間形狀 、 延展性、運動、變形)的觀念化的同時，也對依存形狀的感性性
質一起進行觀念化，伽俐略堅信: r一切通過特殊的感性性質展示自身為實在者 ， 在
屬於形狀的領域內的事件中一在此當是指已被觀念化的思想一，都有它們的數
學標記( ma t hema t i s chen I ndex ) ;並且必須源自於間接數學化的可能性， .... . J (註
十三)這使得原本未提供自身數學化一即相關於形狀但無關於數量的感性性頁，例
如:顏色、聲音、氣味、溫度、、、等等，以間接數學化的方式展示出客觀精確性
的成果。在現代生活當中，我們也可以感受到量化(數學化)變成精確性的代名詞 ;
像是民意調查統計數字、氣溫舒適指數、施政滿意度、、、等等都是間接數學化的
呈現。藉助純數學及測量技術對整體世界質與量雙方面的歸納與預測，似乎整個現
實世界都直接或間接地包羅在普遍因果律之下，並成為函數的對應關係。

七、對自然科學的提問

胡賽爾指出伽俐略「既是發明的天才叉是掩蓋的天才J (註十四)因為前人只知
道可直觀的世界具有普遍的因果性存在，而伽俐略則發現世界的「一種純粹形式 (a
p r 1 0 r i f 0 rm ) J '也就是整個自然必須服從精確的律則。但是他的發現也是一種掩
蓋，以為唯有按照數學性的語言才能真正認知自然的本質結構。而伽俐略風格的物
理學中不加提問而視為不言自明的假設，以及通過這些假設建立的方法和理論所產
生的問題則透過胡賽爾哲學性的反思揭露出來。

註十三:參閱Aristotle ， Metaphysics ， 985 , b 23- 詣， b 31-986 a 3 
註十二 :Edmund.Husse r l ,THe Cr l s i s ofEu roman Sc i ences and TranscenderII a i Phenomeno l ogy , 

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川 ty Press , 1970 , p.37 
註十四: 1 b i d. , p.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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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假設的循環論證

伽俐略將「自然作為數學性的宇宙」視作理所當然，其實是一種素樸的假設。
他不斷地要去證實純數學的理論能表出現實世界的本質結構，然而純數學的自明性
在應用到現實世界中卻沒有如此的自明性，對現實事物的歸納結果僅是相對地精確
而非絕對的精確;所以無論測量技術如何提昇'現實世界永遠只是趨近數學存有的
觀念而不等於數理的世界。所以伽俐略「自然是作為數學性的宇宙」的假設永遠是
一種缺乏自明性而必須不斷被證明的假設。而整個自然科學以新的理論替代舊的理
論一或說是以較正確的理論替代較不正確的理論，也意昧著自然科學的特質便是無
窮無盡的假設和無窮無盡的證實。胡賽爾己向我們揭示:伽俐略風格的物理學看似
一場邁向成功的冒險，但是自然的無限性永遠不等同於一條純粹直線的無限性;所
以如果整個科學的發展不去反思其假設的自明性所在，則永遠不能成為客觀普效的

科學。

(二 )意義的抽空

隨著量和數值的代數理論不斷地改進和發展，符號的意義也不知不覺地轉變
了。原先作為可直觀的幾何學發展成純粹的解析幾何，接瞳而來的純形式的「解析
學( ana旭叫a叫1ysi閃s)沁」 、 「集合論 (theory of manif01ds)沁」、「符號邏輯 (υ10呵gis叭t i 比c)沁」都
意味著 「章術化 (ω仙圳盯叫r叫i t川仙岫圳圳tυ吋山圳枷hm枷1meπm耐n間l陀川e
使整個自然然、科學成為一種按照數學公理公式系統化規定和演繹的「集(manif01ds)J
的整體科學。(註十五)然而胡賽爾指出這樣的發展既是一種成就也是一種災難，因
為當一切轉變為純粹「代數的構造 (a1gebraic structures)J' 量值的函數依存關
係由一般的數代替具有定值的數時，按照符號系統和符號規則的演算成為抽空意義
的機械化運作而已。胡賽爾在〈算術哲學〉中已經提到:代數和符號的演算技術如
果缺乏直觀的基礎的話，則只是一種「空洞無用」而「沒有意義的活動 J' 僅僅作為
符號的操作只是一種「空洞的符號遊戲 J 0 (註十六)所以他始終反對科學不自覺變

註十五:胡賽爾提到「集A站 在特殊的意義上是指關於加以限定的集的普遍科學。而關於加以限
定的集的觀念的孟早三多如解釋.可參閱〈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扒刊(1913坪年 )p即p.l 封

註十六:參閱臼m刷u叩n吋d Husser 叫I ， Phi叫losophi閃e d由er A扣r i th川『πme叭ti沁k ， p. 192 ,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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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種「抽除意義 (Sinnentleerung)J 的演算思維，而強調回歸到意義根源的直觀
基礎上。伽俐略及他的承繼者在設想自然數學化的過程中，已不知不覺地，忽略自然
科學發展的原初意義和精神。

(三)生活世界的遺忘

當伽俐略將原本作為認知現實世界本質結構的數學方法當作唯一的客觀對象
時， r數理的世界已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為唯一實在的，通過覺知實際地被給予的、
被經驗到並能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 (unsere alltägliche 

Lebenswe 1 t ) 0 J (註十七)首先，伽俐略沒能深入反思作為精確性的數學方主的起
源和目的而認定科學是一個無限自我證成的領域，其實數學的方法是建立在一切理
論和實踐的共同基礎一即生活世界的基礎上，而科學理論也必須在生活世界當中證
實其有效性。此外，自然科學的特殊技術並不改變實際被覺知被經驗的生活世界樣
貌，而作為孕育科學發展的生活世界永遠比觀念化、形式化及量化的數理世界豐富
更多。其次，當伽俐略企圖建立一種客觀的絕對的數理世界時，相對地，生活世界
就被貶抑為一個主觀的、相對的幻相世界，進而主體的參與也被當作對精確性的干
擾而排除，科學的發展便成為一個主客互動關係斷裂、研究實在物體而自我封閉的
領域，在胡賽爾看來，正是這種自然觀而導致錯誤的實證科學和自然主義心理學的
形成。然而正如胡賽爾所言，生活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在與經驗主體的某種相關性
中呈現的， ElP認知對象是「在覺知中如其顯現 (as i t ap附s)和如其所現(叫la t 

1 t appears)J 的對象而不是存在於客觀實在之中 。 J (註十八)

入、結論

胡賽爾向我們揭示:以伽俐略風格發展的整個近代科學，因為缺乏自明性的基
一文不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加以克服而不能成為真正的嚴格之學。整個科學所標榜的

i 客觀性」也僅是一種素樸的觀點，因為「研究自然或研究整個世界的科學家，都
看不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作為客觀真理的真理，和作為他們的公式的基礎的客觀世

註十七 :Edmund-Husserl ,The crlsk of E?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 
Evans Ion :Nor thwes l e rnUrl l ve rs I I Y Pres s , l970 , pp.48.49. 

註十八 :Edmund .Husse r l ,Log l Ca l l nves l i ga l i on , vo l -3.p.57. 

註十九曰:1:叉口之fJ;i;;1ffcr江fli;;;7;TJ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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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本身(日常覺知的經驗世界和高層次的知識的概念的世界)是在他們本身中發展

起來的，他們自己的生活產物 (Lebensgebi Ide) 也是一種素樸的觀點，一旦我們注
視到這種生活，這種素樸的觀點自然就站不住腳了。 J (註十九)因此透過哲學對科

學的假設和論證的釐清和反思，體察到將科學視作唯一客觀的真理是一種誤解甚至

是富目的崇拜，因為整個科學理論的發展是奠定在錯誤的形上學上一即「客觀理論

(objective theorY)J 的探索等同於「真理( t ru t h) J 的探索，但事實上科學真理
最終並不在理論自身中被尋獲，而是在測量的實際覺知的應用中彰示出來。胡賽爾
進一步指出科學世界忽略了與生活世界問密不可分的互動關係'然而「具體的生活
世界是科學真理世界奠基的法土，同時也將科學世界包含在其普遍的充實之中。」

(註二十)因為科學理論的茁壯並不在切斷主客關係的實驗旁觀的過程中獲得絕對

的客觀真理，相反地是在認知主體與對象間互動的關聯上產生客觀性，而並非柏拉
圖式的一個客觀的理型世界阻隔在現實世界之外等待被發現。因此科學世界不但不
是唯一的真理世界，並且僅是包羅在生活世界中的一個面向而己，整個科學理論的

根源必須來自前科學 (pre-scientific) 的法土一一即前理論 (pre-theoretic) 的
生活世界之中，而科學發展的目的則應當是重返生活世界，再次取回以人的主體性

為認知根源的價值和意義之中。

註二十: Ibid. ,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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