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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黑格尔》

内容概要

本书分上下两编，两编都是我读黑格尔时写下的文字。下编是原始笔记。约十年前，江西百花洲文艺
出版社曾将这部分原始笔记影印出版，其目的主要在于保存笔记的手迹。出版者认为这两本手写的笔
记字体整齐，书法好看，所以就将它出版了。当时我只想留下我学习途程的一点痕迹，而没有考虑乘
机把自己对这位大哲学家的思考勾勒出来。这两本原始笔记一本是一九七二年重读《小逻辑》的笔记
，一本是一九七六年至一九七七年读《美学》第一卷的笔记，都写于“文革”中。那时思想受到拘束
，也缺乏下笔畅言的胆量，这是经过那场浩劫的人可以理解的。我记笔记时自然不会想到公开给别人
阅读，但顾忌仍旧难免。其中有些今天看来近似教条的话，一部分原因固然出自自己的水平，也有一
部分原因是由于怕被人发现，因文字而遭祸。我说这些话无非是希望读者知道我对它们的缺点与局限
是不满意的。尽管那时读黑格尔曾给予我很多教益，它帮助我逐渐明白怎样去思考——不是单一的，
而是多条线索交织在一起地去思考；不是简单化的，而是错综复杂、如剥笋抽茧、层层深入地去思考
。这就使我自然而然地养成一种沉潜往复、多面推敲、曲折进展的思想习惯。
本书的上编大多是我在两种笔记的基础上酝酿而成的短文，它们或是单独成篇，或是在其他论题的文
章中对黑格尔有所涉及的部分。现在把它们集合在一起，可以算是多年来我对这位大哲学家尽心钻研
所获得的一点心得。其中一种是我对他的认识和理解：比如关于《小逻辑》里所阐述的三范畴论、知
性的分析方法、《美学》中的某些重要概念如“情志”等等，均属此类。这些都是我在反复研读黑格
尔哲学时，感受较深且有自己见解的纪录。另外一种则是我对黑格尔哲学和别的哲学进行比较和探讨
其间关系的揭示，比如我发现黑格尔美学中某些地方是受到了威廉?席勒格的影响，《小逻辑》中的三
范畴： 普遍、特殊、个别不仅受到卢梭的公意、众意、私意三范畴的启迪，而且和我国先秦时期《墨
辨》中的三范畴：达名、类名、私名，以及荀子所谓的大共名、大别名、个体名所阐明的是完全同样
的逻辑范畴。再如黑格尔美学中的“生气灌注”和我国魏晋时期谢赫所标示的“六法”中的“气韵生
动”，也属于同样的美学范畴。诸如此类阐释，我并没有看到过其他论者有同样的或近似的说法，而
都是由我自己作出的。这里我把上编的内容作了简要交代，倘读者阅读本书时能注意及此，那我将感
到十分高兴了。
还需要说明一下上编的这些文字和下编的不同。下编是我在阅读黑格尔时未遑细思，就把读时的感受
匆忙记下的草稿。上编的文字是我为发表而写的，但它们写在不同时期，跨越的时间很长，其间我的
思想是有其发展过程的。从四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我经过了三次重大的反思，直到九十年代，我
才认为自己开始步入学术之境，较为成熟起来（关于我的三次反思请详拙著《思辨录》序）。如果按
照这一标准去衡量，上编的许多文字，我也感到是有缺点与局限的。但我把它们收录在本书中时，除
了在文字上略作修饰和补充外，并未作大的改动，这一点我也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加以注意。
本书的导论《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写于一九九六年，可以说代表我成熟期的思想成果。这篇文章概
括了我对黑格尔的较全面的思考。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某些论点的评述，如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抽象
的普遍性与具体的普遍性、以及三范畴论中的同一哲学倾向等等，都不是引申别人的意见或受到别人
影响，而是我经过多年独立思考所得出的一点成果，至今我仍认为这些论断是值得推荐给读者参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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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黑格尔的原著更易读
2、算是一个兴趣的启迪吧
3、王老对西方逻辑学的研究最大的贡献,便是这本&lt;&lt;读黑格尔>>,本书是王老的读黑格尔&lt;&lt;小
逻辑>>,&lt;&lt;美学>>时所做的笔记.他很尊重黑格尔,却不迷信于其.用独特的独立的观点看待着这位大
哲学家的著作.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作者写本书时正遇文革)更显可贵.对黑格尔美学逻辑学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买来看看
4、封面有点损坏，不过无大碍。
5、终于买到了，虽然书的表面有点瑕疵，还是能接受的。
6、序言部分
7、校图书馆。
8、对黑格尔的分析很中肯，很有深度，挺受启发
9、王先生针对美学和小逻辑的笔记。有参考作用
10、    记得有点久以前，江绪林老师在人人上偶尔提到过一个话题：大概是抽象的人的概念在政治理
论中的运用及其肯能产生的实践后果，觉得王元化老师用黑格尔 个性——特殊——普遍 的认识论方
法对卢梭公意说的分析对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小的启发。
11、《小逻辑》啃不动~~ 翻下舶来品.
12、上编基本提出主要观点，下编内容是对上编的补充扩展。王元化在美学，哲学研究方面都有独到
见解，但在国内已少有人提及。
13、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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