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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体系1804-1805》

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史中的第一个哲学体系，是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的极其重要的著作
。这是黑格尔在1803年撰写的三部“体系草稿”之一，即《逻辑，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是最具代
表性的。尽管本书遗留下来的是一份残缺不全的手稿，却具有两方面的意义：1.《耶拿逻辑》提出的
“逻辑学”雏形对于未来黑格尔逻辑学体系的建立有重大意义，成为6年后分三卷出版的宏篇巨制《
逻辑科学》（大逻辑）的理念和雏形。2.《耶拿逻辑》提出的“绝对精神”概念对于未来黑格尔哲学
体系的性质和建构有重大意义；即在本书的“形而上学”部分首次明确地提出和完满地论述了黑格尔
未来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组成的哲学体系的基本概念——“绝对精神”。这两方面标志着
黑格尔在摆脱谢林、走自己独立的哲学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伐。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者来说，
这是一部不能、也不应绕过的重要著作。是了解黑格尔成熟时期的著作及其与康德、费希特、谢林的
主要著作的关系的关键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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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体系1804-1805》

作者简介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最伟大哲学
家之一。是德国哲学中由康德启始的德国古典哲学运动巅峰，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
1770年8月27日生在德国符腾堡公国首府斯图加特一个官吏家 庭。
1780年起就读于该城文科中学，1788年10月去图宾根神学院学习，主修神学和哲学。
1793年─1796年在瑞士伯尔尼一贵族家中担任家庭教师，1797年末─1800年在法兰克福一个贵族家庭里
担任家庭教师。
1800年到耶拿，与谢林共同创办《哲学评论》杂志。次年成为耶拿大学编外讲师，四年之后成为副教
授。
1807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现象学》。
1808至1816年，他在纽伦堡当了八年的中学校长。在此期间完成了《逻辑学》（简称大逻辑）。
1816～1817年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
1817年，出版《哲学全书》，完成了他的哲学体系。
1818年后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829年当选柏林大学校长，1821年出版《法哲学原理》。
1829年，黑格尔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校长和政府代表，1831年死于霍乱。他在柏林大学的讲稿死后被整
理为《哲学史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和《宗教哲学讲演录》等。
译者杨祖陶 ，男，教授，博士生导师，1927年生于四川达川市。1945年入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师从
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教授，1950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文学士）后留校任教
。1959年调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1982年被评为教授，1990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外国哲学
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现今著名康德、黑格尔研究专家邓晓芒的导师。2012年12
月28日，黑格尔《耶拿逻辑》中文译本首发式在武汉大学举行。该书由86岁高龄的杨祖陶教授首次译
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17.5万字，填补了黑格尔著作翻译的一项空白。杨祖陶继80岁左右首译
黑格尔《精神哲学》之后，接着又翻译了《耶拿逻辑》，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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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体系1804-1805》

书籍目录

译者导言
一、黑格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诞生和出版以及各种译本
二、黑格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对象、任务和使命
三、黑格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四、黑格尔《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历史意义
[上篇]：逻辑学
Ⅰ．简单联系
[A．质]
B．量
C．无限性
Ⅱ．关系
A．存在关系
B．思维关系
Ⅲ．比例．
a．定义
b．分类
c．认识
[下篇]：形而上学
Ⅰ．认识作为诸原理的体系
A．同一律或矛盾律
B．排中律
C．根据律
Ⅱ．客体性形而上学
A．灵魂
B．世界
C．最高本质
Ⅲ．主体性形而上学
A．理论的自我，或意识
B．实践的自我
C．绝对精神
术语索引
人名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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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体系1804-1805》

章节摘录

版权页：   而不是一个现实的区别；因为肯定和否定的这种对立表达的无非是仅仅被要求的、绝对的
对抗；对抗不仅设定在诸项那里，而且单一性也[是]作为两者共同的东西。两者的这种共同的单一性
是和多数性的可能性同样的肯定的单一性，这多数性不久前是跟否定的单一性对立起来的；但是关于
否定的单一性业已表明，它更确切地说是这两个项在其中与自身等同的那个东西。在这个肯定的单一
性中肯定的东西和否定的东西彼此对立，可是它们单独地看都没有意义，而所表达的无非是这个不是
另一个，或它们相互排斥，因而两者[都是]数字的“一”，或者说，真正设立起来的是数字“一”的
众多性。 b.数字的“一”的众多 1.[肯定的单一性]否定的单一性是排斥着的，把自己设立为反对他物
而独立存在着的，但是在这种排斥中它就直接地与这个他物有联系；而如果这个被排斥的东西被理解
为众多性，那么否定的单一性自身就直接同样是一个众多，因为众多是如此反复出现的，它就如此反
复出现地被单一性所否定，是一个如此反复出现地否定着的东西，或者说，一个如此反复出现的东西
就是单一性自身；而否定的单一性宁可就是它的对立面，肯定的单一性，并且作为这种自身内部有区
别的多数性，就被设定为许多数字的“一”。 2.[无]这许多有区别的东西（数字的“一”）彼此互相
排斥；它们的联系，肯定的单一性，它们共同的东西，沉静的媒介，或者说它们的持存是一种彻头彻
尾否定的联系活动，一种绝对的流逝，一种一切部分的彼此相互拒斥，或者说，什么都没有的平衡，
一种未加区分的单一性，就这种单一性而言肯定的单一性和否定的单一性的区分都同样地消失了。 注
释。存在之不可克服性，由于它作为否定的存在，作为数字的“一”而给予自己的那种形式，就更加
牢固了；存在作为存在看起来是自身独自的，是空虚的，至少需要一个他物，而数字的“一”却看起
来是绝对独自的，因为它把存在需要的那个他物从自己里面排斥出去，并被设定为绝对无所缺乏和某
种不可摧毁的东西。但是，由于它的否定的单_性，它就是规定性，并通过向它的对立面的过渡而扬
弃自己；否定的东西绝对地同一个他物联系，而且作为这种联系它就是它自身的他物，或者说它是理
想的，是被扬弃了。“一”的单纯的简单性甚至就是虚无，但“一”的否定着的简单性恰好应当保持
它的自身等同性，因为这种简单性从自己那里排斥他在；但是在这种排斥活动里它自身就与这个他存
在合二为一，并扬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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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体系1804-1805》

编辑推荐

《耶拿体系(1804-1805):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作为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史中的第一个哲学体系，是研究
黑格尔哲学思想发展的极其重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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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体系1804-1805》

精彩短评

1、这应该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好书，耶拿时期是黑格尔哲学形成的关键时期。但印刷排版文字内容过
于狭窄了。
2、翻译的很好。作者功底深厚。
3、对哲学比较感兴趣，很好的书，不理解的地方还是多的。哈，随便看看就好了
4、还没看，质量好，经典的东西值得拥有
5、真是一点点都读不下去，每个字我都认识，连在一起就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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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拿体系1804-1805》

精彩书评

1、今天拿到了亞馬遜送來的這本書。感覺裝幀非常樸實的一本，但卻又意外地是本封面過塑壓膜了
的書，驚喜完勝預期。草草翻閱，遂得一重大發現：整本書的譯文里，沒有一處『自在的』、『自在
存在』、『自為的』、『自為存在』等字眼。也就是說，本書沒有在an sich和für sich這兩個已形成通
譯的術語上，因循舊例。然後我就趕緊去看書後的『術語索引』，發現An sich，一律譯作『自身』；f
ür sich，竟無索引！但在隨機翻閱時，注意到很多『獨自的』、『獨自存在』之類的表達，懷疑就是f
ür sich和Fürsichsein。第124頁：『因为实体是一个自内反映了的东西，它就不能摆脱这个东西，同这
个反映相反，[它是]同它的对立物联系在一起了的，并因而是同否定的统一性联系在一起了的，在它
的独自存在里甚至只是作为自身具有同否定的统一性的联系的。』第130頁：『a. 谓项的独自存在和主
项到自己本身内的反映』、『主项必须首先就这样地被设定起来，因为它应当是独自的，而且不是作
为实体，作为规定性⋯⋯』目前尚不得知楊祖陶先生如此處理這兩個詞的理由，但至少無端增添了我
反對舊譯名的勇氣~~
2、看到本书还没有书评，抛砖引玉吧。这是一本新书,也是一本旧书,对于哲学学界的从业者来说,也许
颇有一些人读到过这本书的德文译本.然而,译事艰辛,转换哲学语言,与创造一种哲学,处于同一高度,因
而,这个中文首译本,不仅令人敬畏,而且令人感动.然而,对于黑格尔本人以及西方哲学界,它是陈旧的.一
个人在学术登峰造极之时回看数十年前的作品,其中青涩,定然目不忍视,然而鸡肋弃之又不舍,于是黑格
尔一直金屋藏娇,将本书收在手中一直不曾发表.同样的,这本书的译本,数十年前已有五六种,包含欧美各
主流语言,我们只能明视其间差距,暗地韬光养晦,精进学术而已矣.中国人研究黑格尔,是以一种欣赏摩天
大楼的仰视姿态,&lt;&lt;精神现象学&gt;&gt;，大小逻辑,恢弘壮丽的殿堂,的确令人敬仰.然而这座大楼如
何建成的呢?很显然,没有足够的资料显示黑格尔的哲学巨厦是如何设计、施工的。我们只看到成品。
当熟习黑格尔经典哲学的杨祖陶先生回首去看黑格尔年轻时的作品时，他感到焦虑，因为书中的内容
令人费解，与其本人后期成熟思想甚至是大相径庭的。马克思云: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然而我
们相信，以知识论态度来看待哲学，最终会失于偏颇，哲学乃人学，而非猴学。一个人学术成长之路
，是一以贯之的。我们理应先听到一个人年轻时青涩的呼唤，随后，中年人振聋发聩的呐喊，才不会
显得那么突兀，冰冷。倒叙是很有趣的，然而重现则更加有趣。因此，阅读这本书，就是跟着黑格尔
一起“攀登科学巅峰”的第一步，我们可以重现这一过程，跟巨匠一起思考，一同进步。想到此，不
免有些激动，读书去也。

Page 8



《耶拿体系1804-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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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