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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内容概要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主编、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
本（通称“科学院版”）为底本，全部直接从德文译出，原文为拉丁文的则直接从拉丁文译出。科学
院版《全集》包含了康德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并且经过了德文编辑者的详细校勘。中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各种译本，同时也对一些名词、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中译者以
其在西方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方面的深厚学养，以及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
信、可读的康德著作文本，对康德翻译与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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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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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书籍目录

科学院版编者导言
前言
第一章 由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的过渡
第二章 由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的过渡
第三章 由道德形而上学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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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我们在康德于1773年年底写给赫茨的信中发现了同样的真实状况：“如果我的先验哲学得
以完成，我将非常高兴。它真正说来就是对纯粹理性的一个批判。在这之后，我将转向形而上学。形
而上学只有两个部分，即自然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其中，我将首先发表道德的形而上学。
现在，我已经在为它的即将面市而高兴不已了。” 从现在开始，直到1781年，我们没有任何消息
。1776年11月24日致马库斯·赫茨的信以我们所拥有的规模提供了《纯粹理性批判》的计划，但没有
提及伦理学问题。只是在代表作出版之后，伦理学问题才又被考虑。在“纯粹理性的建筑术”中，我
们发现在自然形而上学之外提到道德形而上学，它以纯粹理性的实践应用为对象。哈曼在他于5月7日
给哈特克诺赫写信时联系到了这些规定：“谨请您留意，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学很快就跟上，
特别是后者，其中将出现他的理论，即他其余的作品如何被织人他的批判，部分地更完善，部分地更
新颖。”哈特克诺赫在其于1781年11月19日致康德的信中遵从了这一建议。其中说道：“我希望阁下
您还把道德和自然学说的形而上学交给我出版，因为这为您的计划的完成所需，并构成一个整体。” 
根据其原初的计划，康德大概首先开始写道德形而上学，或者正确地说，是一本为它做准备的书。关
于已开始，的工作，同时关于他在《导论》之外从事这项工作的第一个消息，我们是从哈曼于1782年1
月11日致哈特克诺赫的信中获得的：“康德在写道德形而上学，——我不知道是给谁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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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编辑推荐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注释本)》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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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精彩短评

1、善的意志——出自义务——绝对律令——自律原则——自由意志——理性界限，读不懂康德一定
是因为我只是把读康德作为完成作业的手段，没有将自身当做目的⋯⋯还有这个反人类的翻译呵呵了
⋯⋯
2、和实践理性批判谈论的问题十分接近，或者说几乎一致，但是举出了稍微多一点的例子⋯⋯
3、康叔无非想说一个理性的人总是把别人也看作理性的人，且以此为目的而生。这么崇高的境界，
要求全世界都达到而趋理性世界，也太难太遥远了。
4、页数不多却叫人十分抓狂的一本书，很难看懂，跟着本地读书会半年了本月才算姑且完结。主旨
叫人坚信以人为本的崇高精神，不同于一般感性的论述，而从理性的角度进行论证，也正是这点让人
倍感惊叹。只是我竟不知如何总结这本书了，只能写写书评。
5、很棒。不过第三章有点难懂了。
6、纸质不错，翻译的也还行
7、拖了快两年终于拿出来读完了。。。其实还不是很懂
8、这种挣扎真伟大啊
9、内容挺好的，李秋零译得很认真，也没有错别字。不足之处就是这套书的纸张不好，较为粗糙，
而且缺少一个介绍性的前言
10、教材，已阅第一遍，待我再看看。
11、先验论证体系的结果就是，让读者只记住了结论而忘记了过程...
12、已然忘了两年前读的时候怎么想，估计过个把月这次阅读也会被忘掉。
13、已跪。（读了两天，阅读期间睡着了4次（是的我就是这样的弱鸡
14、靠这本在“伦理学导论”课上拿了A-还算不错，对照着唐钺的译本和耶鲁的英译本看的
15、康德对形而上学的道德的定义（一种定言命令式，存在于理性世界中，无法找到遵从的依据），
给出了判断的几个准则，纯粹而又富于浪漫。后半部分不是很读得懂...
16、有时候感觉忘光了，但有时候又想起来一点，这是为何？
17、自律即自由
18、无力打分 人生最艰难阅读体验。。。
19、内容没看呢，但据说是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但是感觉排版略坑，行间距有点
大，想多赚点钱吧。李秋零教授还差这点钱吗？看人家邓晓芒教授那个才卖不到五块钱。业界良心啊
。
20、2015/04/17 我给您跪下了。
21、李秋零的翻译⋯⋯额
22、除了一些特定词汇外，总体上感觉中文译本（李秋零译）比英文译本更加晦涩。可能是因为大量
插入语的使用并不符合中文的思维。
23、李秋零译笔好
24、第一次读完康德的完整的一本书，这本书，即使是本小册子，其厚度非常薄，但人话还是很难正
常的被说出来。
25、第二遍。这本书真的是一本小而伟大的书。非对话式的“道德”成了一种孤立的幻象。又或者这
正是像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批评康德的地方：康德的道德意识看似是反思直接得来的，但其实并不是
这种意识构成了伦理生活；恰恰相反，正是伦理生活的实现—至少是局部实现—才使这种意识成为可
能，在康德这里就是要求有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的东西先行，否则就不能如其所愿地以定言律令
产生按他本意应产生的东西。但我认为康德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关于目的的论述正是试图解决
这个问题的。他相当巧妙且恰如其分地把对话关系压制在了一个适当的狭小范围内。
26、康德从作为“绝对的善”的“善的意志”出发，提出了“义务”的概念，奠定了动机论/义务论的
基本前提，进而在剔除经验性的情况下，区分了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导出了定言命令的三个公式，
提出了目的王国的宏伟理想。进一步康德又通过引入“知性世界-感性世界”、“物自身-显象”等的
二分法确立了实践哲学的界限，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出空间。PS：一直感觉康德是一个虽然高深却又
很有耐心的人，经常会说一些艰深晦涩的词语，加上一个又一个的从句，但是他会把一个意思反复跟
你说很多遍，生怕你记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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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27、哲学开始
28、这本书让我之前对康德的恐惧一跃为对康德惴惴不安的敬佩⋯⋯康德的魅力就在于，你无法给他
归类，更不敢轻易定义，仔细读，慢慢感悟，似乎是寥寥数字，却能解答一切问题。他说过的每一句
，都涵盖了他未曾说出的上千句。
29、很难读
30、不明觉厉的样子  说的是中文吗
31、有些词翻译得好奇怪⋯可能也没办法
32、长跪不起⋯
觉得比第二批判还要好看些呢！

自由意志，定言命令式，作为普遍法则的准则，目的王国的立法者，自律原则。
33、入门。读了卢梭以后其实压力小一些。
34、对翻译无力吐槽⋯⋯
35、我赶脚我似乎快要把所有版本都读一遍了。
36、回环论证
37、丁老师道基课（研一上）
38、三刷才够味，日久果然是会生情的，当年只觉得实践理性批判好，现在倒觉得纯批前半部和奠基
的好。
39、结！！课！！了！！目测几年内我都不会读康德。
40、李秋零的译笔还是有点绕
41、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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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精彩书评

1、道德形而上学奠基 一 前言1.学科分类  物理学的升华-自然形而上学 伦理学-道德形而上学2.道德形
而上学的相关前定（1）建立道德形而上学的目的：使得对人类社会的行为准则的责任规范，首要地
来自于实践理性理想理念的驱动，而不是来自于现象世界下形式逻辑的推理。（2）建立道德形而上
学的原因：为了保卫道德的纯粹真实性，如果没有一种超验的道德的先设，那道德本身就会在人类的
需求与欲望中遭到扭曲破坏。（3）对反对意见的提前驳斥：世俗的智慧本身来自与一般经验的分析
推理，不具备从纯粹的先验自发的动因，这种所谓的人生智慧类的道德准则称不上是道德的形而上学
。第一章 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过渡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一 阐明善的最高地位善是至高无上的存
在，这种善是完全发自于自身，假定是由于可感知的感官世界之外的绝对存在（可以假定为上帝）预
先设定的。它应该是道德实践当中的最高准则，但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会被人所遵守。二 幸福与善在意
志中的区别康德这里通过的是反证法的方式（首先，这里要再强调一下。关于理论的界定与哲学体系
的创设，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当中就已经完成了。在那里已经得出了结论，在二律背反中使用理性的
方式进行正反推论，本质上都是不合法的，对于先天存在的时空因果自由上帝等概念，使用理性来论
证本身就是谬误。 但康德自己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的论证中，又引入了理性。其实如果你承认纯粹理
性批判对人类感性知性理性的划界的正确性。那么康德的整个道德哲学以及实践理性的体系都是有问
题的，是非法的，既然我们根本不能认识除了经验世界的一切事物，我们如何能够对先天而成的自
由=道德戒律进行考察呢，这里整个的论证就是非法的。但就像康德所说的，我们从目的论的角度出
发，为了让人类的存在具有意义）下面展开：1假如自然在构造人类的时候按最和目的的方式构造人
类所有的感官。这时幸福如果为人类道德中的最终追求，则理性作为自然构造的一部分，应当满心地
对于人类生命对于幸福的追求而欢欣鼓舞，不会在理性的思维中对此有异议与反对。2 但实际上，诉
诸幸福最大化的功利主义论调，都在相当多的时候试图贬低理性的作用，将理性从实现幸福的充足理
由律当中驱逐出去，从而达到对于需求和偏好的满足。（这里康德对幸福的定义基本上由人类一般的
生存需求的满足和各种世俗的偏好比如快乐等情感的满足。按照这样的理解 理性才可能成为幸福的反
面。  如果按照马洛斯的需要层次理论来说，自我实现的需要也成为人类幸福的构成，这种时候就不
能成为矛盾对立的两面了。）3 这里康德就结论了，既然理性的存在在很多时候是违背着人类对于幸
福的追求的。那么理性作为人类最高的禀赋，应该在其中孕育着比幸福更高级的道德律令，否则理性
就不应该对其有违背才对。4 个人的疑问。 这里我们全盘接受康德的推理（不然后文都没法展开了）
。但如果仅就这个推理本身来看，不严谨，在将理性中蕴含的至善与感官世界中的幸福想割裂之后，
康德是独断地认定了善的主导地位。但善的理念从何而来？ 这里根本是空降的，没有任何先定的推论
。三 义务和敬重对于理性的至善，唯一能够得到应用的方式是受到义务的驱使。任何从结果倒推出的
实践某一行动的原因，都是不能鉴别其原始的驱动力的。而由于这个原因，这些结果就算是合乎至善
的目的的结果，也不能推导出导致这一结果的理性存在者本身是遵循至善的法则而做的。而只有处于
义务的驱使，由于对于道德律中的善的敬重，才能得到真正的道德。四 本章结语道德律-至善的准则
，是被先天刻印在我们的实践理性中的，但是人类的需求和欲望在感官世界中不断地对其进行干扰，
以至于人类的理论理性总是试图对于纯粹的善进行修正与改造，从而合乎人类的欲望和需求。第二章 
由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的过渡一 提出问题康德提出的出自义务的善没有任何例
证能揭示其存在，而在康德之前的很多理论主张最终是否认了至善 这一纯粹的存在的。他们更多地都
诉诸一种“精致的自爱”二 对世俗道德行为分类1 技术的 是分析的 ，目的确定，行为也确定2 实用的 
是分析的 目的不确定 行为也�确定3 道德的（康德的道德）：不是分析的 也不是假言命题，不存在预设
条件康德寻找到这样的道德的评判标准，第一层次：你在思考某一准则的时候，是否愿意其成为最普
遍的准则第二层次：人类的存在本身应该成为目的，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沦为手段。第三层次：为了
使真理性的道德律令成为可能，意志必须打破个体的界限，构建出一个意志的王国。在王国中每一个
理性的存在着都成为一个独立的立法者，而这当中又会有一个逾越其他之上的国王统治这个王国。而
在感官世界当中，一个意志不是一个纯粹善的意志，而这时候道德律对其的唯一限制，也就成为一种
一般意志对于自律原则的责任。第三章由道德形而上学到纯粹实践理性批判的过渡一 问题 1康德始终
无法证明预设道德律令的实在性和必然性。而在论证道德律令的过程中，他引入了自由。带来的却是
循环论证的谬误。2循环在于:我们假定了在因果律中自由的存在，以便让这自由能够服从于道德律令
而我们通过服从道德律令，又将自由归于我们自身。对于矛盾的理解：（1）自由本身就不能被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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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我们悬设自由，就是为了使自然的机械因果律能够被理性所打破。因为人类的理性对于机械的因果
律都会存在一种自然的逾越自身的探究的倾向，一个结果必有其原因，按照这样的因果律，我们前推
，得到的只是永无止境的原因，而原因又有其原因。为了使这样的推理不至于陷入无意义地虚空，所
以我们才悬设了自由。而这自由根据康德的论证，超越了自然的机械因果，也由此才有可能去遵从也
超越于经验世界的道德律令。（2）反过来，我们为什么需要道德律令，就是为了对我们的超越于现
象世界之外的自由进行限定，所以只有存在道德法则，自由意志才可能存在。3解释康德这里就只有
诉诸二元论了，将知性世界与感官世界分离，那么在知性世界中，自由将会不证自明。而根据quote“
自律不可分割地与自由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而自律的概念又与道德的普遍原则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起
”，最终得到道德的普遍性而回到感性世界当中，人类没有办法认识自由和道德律令，但是却时刻在
他们的先定中前行。这时候道德律令就成为了一种义务。这里就依靠二元论解决了循环论证的困境
。4.本章结论 自由作为一切实践理性的源泉，它本身包含在知性世界之中，而如果要对其本身何以可
能进行人事与评判是做不到的。在这里天然存在着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屏障，没有办法互相僭越。
最末-对康德道德律的反思康德的道德律来自于超越感官世界之外，自存的知性世界当中，各“理性的
存在者”作为意志的部分为自己立法。而在我们存在的世界中，我们不能认识知性世界的规定，我们
只能在其限制中，根据道德律的这样一种义务，进行我们的道德生活。而这个知性王国何以可能， 当
人们询问 自由的可能性的时候，康德不能够回答，这里他最终又回归到他的不可知论当中。但是问题
在于，对这样一个知性世界的创设本身，就依赖于他的思辨理性，而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思辨理性不
能够认识的知性世界。这是一种根本上的错误，导致这一错误的原因，在于康德不能满足于将理性限
定在经验世界当中，而将非经验的部分全部归于虚无主义，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他就没办法将他承继于
古典哲学的“善”的意志在这里发扬。所以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本身就是对自己纯粹理性的背叛。也
始终犯着同样一个错误，就是对先定条件的独断式定义。康德害怕理性对于意志世界的僭越践踏，最
终带来人类的生存没有尊严，至善的理想没有办法达成，而都成为了机械论及目的论的玩偶。但是康
德独断的道德律没有任何依托，只不过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的变体而已。这样先验的道德律没有办法从
经验世界中获得，那从何而来？ 最后归于的是纯粹的空想，而我们一切的道德行为要以这些空想为基
础，可能比来自经验世界的世俗戒律更加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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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笔记-第一章

        
导言：
P2
先天知识可以被经验证实，但不是由经验来证明的。
P3
注意英译本中Human nature与Humanity之间的区别。前者范围更广，指的多是人的自然欲望，而后者
则指的是人的理性。

第一章：
P11
注意Rational与Reasonable的区别，罗尔斯在这里做了发挥。
P17
对于敬重的理解。
邓晓芒《对康德&lt;道德形而上学奠基&gt;第I 章中三条原理的分析》可参阅，这里他与Paton的观点不
同。

2、《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笔记-全文

        

Page 11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