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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学（下卷）》

内容概要

《精神现象学(下卷)》内容简介：我馆历来重视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
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
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
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
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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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丙(乙)、精神
第六章 精神
一、真实的精神,伦理
(a)伦理世界,人的规律和神的规律,男人和女人
〔Ⅰ.民族的家庭,白日的法律和黑夜的法律〕
〔1.人的规律,2.神的规律 3.个体权利〕
〔Ⅱ.两种规律的运动〕
〔1.政府,战争,否定力量 2.作为兄弟与姐妹的男性与女性〕
〔Ⅲ.伦理世界之为无限或整体〕
(b)伦理行为,人和知识和神的知识,罪过与命运
〔Ⅰ.伦理本质与个体性之间的矛盾〕
〔Ⅱ.伦理行为中的对立〕
〔Ⅲ.伦理本质的消亡〕
(c)法权状态
〔Ⅰ.个人的有效性〕
〔Ⅱ.个人的偶然性〕
〔Ⅲ.抽象的个人,世界的主宰〕
二、自身异化了的精神,教化
A.异化了的精神的世界
(a)教化及现实王国
〔Ⅰ.教化是自然存在的异化〕
〔1.善与恶,国家权力与财富 2.自我意识的判断：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 3.服务与建议〕
〔Ⅱ.语言是异化或教化的现实〕
〔1.阿谀 2.表示分裂的语言 3.教化的虚假性〕
(b)信仰与纯粹识见
〔Ⅰ.信仰的思想〕
〔Ⅱ.信仰的对象〕
〔Ⅲ.纯粹识见的合理性〕
B.启蒙
(a)启蒙与迷信的斗争
〔Ⅰ.识见对信仰的否定态度〕
〔1.纯粹识见的传播 2.识见反对信仰 3.识见是对他自己的误解〕
〔Ⅱ.启蒙的原理〕
〔1.启蒙对信仰的颠倒 2.启蒙的肯定命题 3.有用是启蒙的基本概念〕
〔Ⅲ.启蒙的正当权利〕
〔1.思维的自身运动 2.对信仰的诸论点的批判 3.信仰变为空无内容〕
(b)启蒙的真理性
〔Ⅰ.纯粹思维与纯粹物质〕
〔Ⅱ.功利世界〕
〔Ⅲ.自身确定性〕
C.绝对自由与恐怖
〔Ⅰ.绝对自由〕
〔Ⅱ.恐怖〕
〔Ⅲ.自由主体性的觉醒〕
三、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精身、道德
(a)道德世界观
〔Ⅰ.义务与现实之间被设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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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神圣的立法者和不完全的道德自我意识〕
〔Ⅲ.论道德世界观〕
丙(丙)、宗教
第七章 宗教
丙(丁)、绝对知识
第八章 绝对知识
译后记
术语索引
人名索引
页码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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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我意识因而现在把它自己的知识当成实体本身。在自我意识看来，这种实体，在一个没有分割
的统一体中，既是直接的又是绝对中介了的。这种实体之所以是直接的，乃是因为自我意识像伦理意
识那样，本身知道义务，履行着义务，并且以之为它自己的本性而隶属于这种义务；但它毕竟不像伦
理意识那样是一种性格（Charakter），伦理意识，由于其直接性的缘故，乃是一种特定的精神，只隶
属于各伦理本质性中的一种本质性，本身包含着没有自觉的知识这样一个方面。——这种实体的意识
之所以是绝对的中介，乃是因为它像文化意识和信仰意识那样，本质上是自我的扬弃其直接定在的抽
象性并使自己变成为普遍的东西的那种运动；但它所以有这种发展运动，并不是由于它使它的自我和
现实经历了纯粹的异化和割裂，也不是由于它对现实作了逃避；相反，它毋宁是带着它的实体而直接
呈现于自己面前的，因为实体就是它的知　　识，实体就是它直观了的纯粹自身确定性；而且，恰恰
即是它的独有现实的这种直接性，乃是一切现实，因为，直接的东西乃是存在自身，作为纯粹的、通
过绝对否定性而纯化了的直接性，乃是纯粹存在，乃是存在一般或一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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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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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属于原本计划之部分，精深而且恢宏，增写部分则略显过度。结尾又稍振。从感性确定性到知性
、理性乃至伦理与宗教的道路是一条笛卡尔式的道路么，亦即，亦是在实施一种对哲学原理的超越并
以此突入道德神学么？若然，则这种工作与康德的“隐秘渴望”究竟有何不同？在手机上读完，用了
近一年时间，坐车或等车。一次值得铭记的尝试。2011.11—2012.9
2、受yls之行的刺激，我今天决定把昨天就已经过期却因为天气太热没去图书馆归还的书拿去还了。
顺便借了两本书，一本卡夫卡，一本宋词。卡夫卡的原因是因为作为不是小资但也常常想装装小资的
我觉得必须要再看看。宋词是一直想反复看，想让自己看起来文采纷扬，出口成章，对古诗词可以信
手拈来，至少为某年某月写小说打点基础。回来路上的，没想到却有意料之中的有人问路。快到食堂
的时候，不远的距离就见一个男人在打手势，似乎是要拦住我的样子。没错，要问什么呢？你们学校
的考研书店在哪里？额。。。我介绍了下文理管附近的小书店。他问还有别的吗？我大概说了下自己
知道的，包括竹林村及北门外面的。这个男人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可能会比这个年龄小一点。
不矮，四方圆脸，说起话来却给人不沉稳的感觉，主要是他问别人的时候，都在显示自己现有的所有
，我说了，他却重复一遍，而且还说这个我去过那个我去过，还有你说的某个我知道。我想他是个潜
意识自卑的人，因为只有潜意识自卑的人才会不住的说我这个知道那个也知道，以语言来获得心灵上
的满足感和充实感，来抚慰自己还是有所存在的。这种人外表外向，内心孤独。所以我看周五康熙来
了的时候，认为卢广仲肯定是个自信的人，他表面的小心翼翼，唯诺不适，其实只是不熟练于交际的
表现。他表面的内向恰好说明他是个内心强大且懂得自省的人，不若然，哪里来的那么多创作。他内
心是强大且自信的，是以他的实力和创作力来做为支撑的。所以他强大到不屑与表面的修炼，不想为
难自己做出改变，自信到不论外在表现如何尴尬他都自然处之，自然会有人顺应他的动作神态做出回
应，他毫不用于担心会冷场。那个男人再问时我就恩恩作答，他把学校的图书馆和书店都搞清楚了，
还问我做什么了呢？他右手指了指自己的左手的书，这就是刚才在外面书店买的，但是还没找到我想
要的。书面上显示资本论三个字。我想他是工作过的人了，可能在学校时也是个颇爱学习的人，虽然
成绩不怎么样，思想修养也未必有多少提高。但是他工作后，社会上的乌烟瘴气让他内心那些单纯纯
真的因子很是收到压迫，他自认为看透社会所以对社会愤怒之极，他去寻找解救的办法。对从书中，
他可能听过某些名人演讲，可能想起上学时某个喜欢的老师的建议，也或者是在某本一生中必读XXX
本书中看到的，总之他的印象是“资本论不论是哪个专业的学生都该读读”。今天他买到这本书，心
里必是很满足，仿佛自己已经有所成就，超越了那些他周围的俗人，仿佛自己已经扶摇直上，冲破云
天，屹立在世人可望不可及的高度。我希望他坚持把这本书看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对此不抱信心
，这本书也许回去后会被翻几页，但是更多的是会被他放到书架或者直接丢到某堆物品中。因为他要
考研，他会被种种考研得教科书辅导书搞得头晕心闷，资本论？可能英语单词还没看完，可能党的政
策还未复习。资本论这种闲书只能考上研再看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明日复明日吧，大家懂得。还因
为他的年纪我觉得他需要工作，也许他早已存好了上学看书所用的钱，但是他可以享受几年的清闲时
光，但是在这以书为伴的时光中，他肯定会妥协，那就是人总是往前看的劣根性，他要预见自己今后
的路，加之现在周围浮躁的氛围，独乐乐于书中？这是多么低调的一种奢侈啊！又想起我们睿智的导
师说的话：提高思想，积累修养。多读书，不要想着实习工作。多读好书，比如黑格尔，他不一定会
给你带来实际的利益，你的脑子里也不一定会留下什么警示真言。但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思想上的磨
练，在经历这番思想上的磨练后，你会在以后发现理解其他人难理解的东西都是多么的容易，真正好
的公司不看你的工作经验的。真的！YLS之行真的是这样告诉我。没有工作经验，不在乎，没学历，
也不在乎。关键在于你的人，正可谓实力说话，真正理解的又有几个呢？你可以没有操作的具体经验
，这些都不是问题，正如亲爱的导师所说，三个月足够你熟悉你的行业。但是你思想的高度，你修养
的内涵，却不是三个月可以造就的。书到用时方恨少，╮(╯▽╰)╭告别时，这个男人向我道谢，一
边以长者身份感慨现在的学生不读书了，另一面夸奖我还是会读书的人。虽然受之有愧，但是受前两
天的打击，这个鼓励对我来说颇为重要。我要谢谢他，虽然我不看好他，他却看好我！！
3、黑格尔对于“自我意识”的概念，远比意识本身要丰富得多，可以说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个高级
阶段。意识本身包含着感性意识，知觉和知性。不管是哪一部分，个体的意识显然具备了 “主体性”
的部分特征。因此，在意识阶段，客体与主体是相对立的。作为认知的客体不仅独立于意识，而且是
以一种异于意识的方式而存在着。因此，相对于“意识”而言，与意识相对立的客体是一种非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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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异己的外在存在。在这一阶段，自我并没有认识到外在的客体不过是意识自身的体现，此时，主体
和客体是相互分离、相互对立的。黑格尔把意识具体划分为“感性意识、知觉和知性”三个阶段。在
感性意识阶段，意识除了知道客体存在，亦即纯粹的感性确定性，再也不知道更多的有关客体的东西
了。要想进一步地去认识事物，就进入了知觉阶段，在知觉阶段，个人对事物的把握，就不仅仅局限
于一种对单个事物的认识，而是上升到对共相的感知。而不管是感性阶段还是知性知觉，个人对事物
对整个世界的把握，始终不能站在一种主客观完全区分开来的角度，而黑格尔提出的“自我意识“的
概念，在我而言，是针对其对立面 “非我“而言，是对意识本身的一种反思。只有经过了对意识自我
的反思达到的，才能成为一种理性，一种真理。而自我意识是真理么？我想是的，从欲望经过争取承
认的斗争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的第三个阶段的普遍的自我意识，这样的自我意识是自由的
自我意识，把自己提高到对存在的普遍性认识，即属于一种全体的自由的意识，也就是一种理性。这
样一种自我意识，能够达到“自在自为”状态的，一定是经过自身内部的辩证运动，从而实现了自我
完满性和目的性。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自己的真理性和辩证性。起初我以为自我意识是纯粹的主观
认识，其实不然，它虽然是一种“自为“的行为，它是以一种”非我“的存在为前提，在此基础之上
逐渐摆脱主客观的直接分离对立，在意识自身内部进行一场自我的涅槃，最后得以完善，外化为一种
初步的理性。作这些浅薄的分析，也能看出，黑格尔非常强调意识的自立自为，希望最初的意识能够
冲破重重障碍，克服感性和知觉状态的主客观含混不清或对立，实现一种重新的确认。这对于我们自
身的感知世界的启发，不言而喻。自身意识，首先由一种自我的主观性，经过反思，过渡到一个普遍
的客观性，继而在同自我对应的其他主体身上重新发现自己,之后才能返回自身,与作为精神的它在的
自然达成和解,实现辨证的“纯粹的、同自身相关的统一”。这种统一首先是在意识的自我反思经验中
形成的,也即只有当自我作为自我意识是精神时,自我才能得到理解。可见，人们将自己最初的意识和
认识，上升到自我概念自我意识这个过程，是不断完成和演化的循序渐进过程。
4、古典的现象学，精神居于观照的地位，有自我驱动力，类似于上帝第一推力的问题，这里对应于
“绝对”。个人感觉，比《小逻辑》难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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