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

13位ISBN编号：9787560437605

作者：[德] 马丁·海德格尔

译者：庄振华,李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是马丁·海德格尔非常重要的一部著作。以往我们通常把费希特、
谢林和黑格尔放到近代哲学的背景下，从知识论或理性主义传统，将其理解为西方哲学古希腊以来，
经过基督教的洗礼与近代科学的影响而达到的巅峰。本书则从现代哲学视野重新审视三位德国古典哲
学巨匠，非常有助于我们把握德国观念论与现代哲学的内在渊源，看到作为主体哲学之顶峰的德国古
典哲学带来的困境，以及其中包含的“现代元素”。书中对三位大师的分析细致而独到，既反映出海
德格尔深厚的学术功底，又充分展现出他本人的独特思想，这在目前的国内海德格尔研究，乃至哲学
史研究中都是比较欠缺的。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揭示当前哲学的基本趋势、与德国观念论的争辩两部分，具体包括当前的问题情境；阐明人
类学的趋势；阐明形而上学的趋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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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

作者简介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二十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哲学大师，
现象学的重要代表。主要著作有《存在与时间》、《路标》，《林中路》和《现象学之基本问题》等
。
译者庄振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近年主要从事德国古典哲学与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著有
《黑格尔的历史观》，译有《剩余的时间》《海德格尔的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李华
，西安邮电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西方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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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困境》

书籍目录

导论 当前的问题情境
第一节 对讲座的任务的规定
第一部分 揭示当前哲学的基本趋势
第二节 阐明人类学的趋势
1.作为学科的人类学
2.作为哲学的一种基本趋势的人类学
3.一种哲学人类学的观念
第三节 阐明形而上学的趋势
1.当今对形而上学的预备
2.论形而上学概念
3.作为学院标题的“形而上学”
4.形而上学史上的两个动因（Motive）
5.康德对形而上学的奠基
第四节 两种趋势在哲学之本质中的原初统一性问题
1.为作为此在形而上学的形而上学奠基
2.作为本己哲学活动之基本问题的存在问题
3.存在问题的本源，出自对存在的理解
4.形而上学史概览
第二部分 与德国观念论的争辩
第一篇 费希特
第五节 导论
第一章 知识学第一部分。对全部知识学之诸原理的表述进行解释
第六节 对主题与方法的普遍规定
1.主题：无条件的诸原理
2.方法：建构的基本特征
第七节 讨论第一个——绝对无条件的——原理
1.《全部知识学的基础》第一节的布局
2.第一步：保障投开的基础——经验意识的最高事实
3.第二步：投开的实施—_将事实投开到本原行动
4.第三步：对在投开中揭示出来的东西进行加工——自我性的本质规定性
5.赢获第一个范畴
第八节 讨论第二个——在内容方面有条件的——原理
1.划分
2.第一次保障投开的基础：在其行动方式上进行对置的（Entgegensetzens）事实
3.进一步保障投开的基础：对立设置活动在其产物方面造成的事实
4.投开的实施：描述本原行动
⋯⋯
第二章 知识学第二部分。理论知识的基础
第三章 知识学第三部分。实践科学的基础
第二篇 对早期谢林的暂行考察
第三篇 黑格尔
补遗
增补（依据一份笔记）
附录：学院学习导引（1929年弗莱堡夏季学期讲座，赫尔伯特·马尔库塞的笔记）
编者后记 施特鲁伯
确定性与有限性一一论海德格尔的德国观念论研究（代译后记） 庄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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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然而对翻译还是不满。
2、海德格尔对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观察。“实际上，只有海德格尔一人把希腊哲学研究作为真
正的中心，把思考的重心放在存在上，追随尼采，对整个现代哲学和科学事业产生强烈的怀疑。迫切
需要一个新起点，他以开放的精神转向古代先贤。以解决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继承的对存在的
令人厌倦的理解”
3、很出挑的一次课程。只言片语也够人们消化好一阵子了。存在史观下的德国观念论，但是并没有
提到法国大革命。也就是可以和马恩的史观进行强烈的对比。
4、德国观念论与当前哲学的问题情境，而并非是所谓的哲学困境，题目翻译的含混，容易产生误导
。对浪漫派代表谢林的哲学语境既“一般有机论”所展开的描述很是清晰。海德格尔的意思是说，黑
格尔写作《差别》一书时，就在自己没有完全意识的情况下，与谢林有了分歧，这种分歧并非在著作
《精神现象学》中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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