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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除了這門課外也選修了當代德國哲學選讀，上學期的內容主要聚焦在各個哲學家的「現象學」的部分上。我覺
得我在大乘佛教哲學和現象學之中找到了ㄧ些相似的地方。現象學被視為ㄧ種方法、觀點、學派，其中最典型的方法
是「懸置」，簡單來說就是以傳統的經驗方法有可能使得某些事物或是本質被掩蓋、看不見，而「懸置」就是把已知
的部分加上括號存而不論，暫時無視它，再處理未知的部分，最後把所有的東西包括思考、我們自身通通被排除後剩
下的「那個東西」可能是本質、可能是物自身，最後找到的就是傳統方法可能永遠找不到的新境界。我覺得大乘佛教
中的生死即涅槃、無分別的分別、勝義諦=世俗諦，這些論點之所以如此弔詭和我們的日常經驗互相矛盾，最主要的
目的就是要跳脫傳統經驗方法找到ㄧ條完全不一樣的路。我覺得在這點兩者的目標都是要打破原先的框架找到新的答
案。然後龍樹的理論曾被批評為虛無主義，原因是他否定了很多說法卻沒有肯定什麼是正確、什麼是真實的。在現象
學中也有ㄧ個案例和這十分接近，胡賽爾的《邏輯研究》曾被馮特批評，馮特指出在這部著作裡作者實際上沒有對他
研究的是什麼、例如ㄧ判斷、ㄧ含義，絕大多數都只有說它們不是什麼。而原因是現象學想要指出的東西只能夠被直
觀的發現，只能夠意會不能夠言傳，所有的定義、概念都是暫時的，只是要指ㄧ個方向引導讀者。我覺得兩者的目標
都一樣是要擺脫已經被大眾習慣的方法，認為不這麼做就無法找到新的東西。大概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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