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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内容概要

《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是根据我2007年上半学期给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的“德国古典哲学”课的讲课
录音整理而成的。由于我的重点是讲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所以关于费希特、谢林和后来的黑格尔学
派、费尔巴哈讲得很简略，显得各部分不太平衡。其实这些哲学家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费希特和谢
林，本来还应该讲得更详细一些。但由于本人功力所限以及时间不够，只好带过了。好在《德国古典
哲学讲演录》的宗旨不是严格的德国古典哲学断代史研究，而只是让本科学生大致了解一下这一段哲
学史的概貌，启发他们的哲学思考，所以也就讲究不了那么多了，由于有很多表述是现场发挥，书中
免了有讲得不到位甚至讲错了的地方，还望方家不吝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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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作者简介

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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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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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逻辑的先验分析论第四讲　康德的认识论：因果性问题第五讲　康德的认识论：先验辩证论第六讲
　康德的道德学说第七讲　康德的美学第八讲　康德的目的论第九讲　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第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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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章节摘录

第一讲 康德哲学的形成及结构我们今天讲第一讲，要谈论康德哲学，它的形成，它的大体的结构，以
及从这个结构里面所提出的种种问题。通过这一讲，我们要了解康德的哲学究竟是讲什么的。首先它
是怎么来的，然后它是讲什么的。一、原德批判哲学的形成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康德哲学的形成。这个
形成当然就涉及一些具体的影响，康德哲学是受到哪些哲学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上
一堂课里面已经接触到一些，但是没有具体展开，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包括唯理论和经验论对康德
的影响。康德哲学就康德本人来说，他是出身于大陆理性派这样一个传统。德国哲学近代以来比较重
量级的代表人物，最高是莱布尼茨，当然在莱布尼茨之前还有一些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啊，但是近代
，就是莱布尼茨。莱布尼茨形成了一个莱布尼茨～沃尔夫派，沃尔夫是把莱布尼茨的哲学系统化的一
个哲学家，也是德国哲学家。那么最早呢，康德从他的哲学生涯开始的时候，他本人就是一个沃尔夫
派，他相信沃尔夫的理性派的哲学，后来他当然对自己进行了批判，他认为那是独断沦的。但是在早
年呢，他是相信沃尔夫派的。他给学生开的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的课，都是用的沃尔夫派的教材。
当时在德国，沃尔夫派的教材被定为国家统编教材，是由教育部颁布的，每个大学都要教这一套。那
么康德当然也教这一套。但是教着教着，他就发现不对劲了。我们可以看康德现在翻译成中文的有一
本《逻辑学讲义》，《逻辑学讲义》是他在教沃尔夫派的逻辑学教材的时候，他作的一些发挥。这些
发挥有很多都是对这个教材的一种批判。所以他们那个统编教材是很怪的，把教材放在那里，但是老
师怎么教，他不管。所以康德的上课是很有意思的，他拿一本教材放在那儿，讲一句就批一句。这个
讲得不对，应该怎么怎么样。所以他是通过彻底的批判以沃尔夫为代表的大陆理性派，来形成自己的
观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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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编辑推荐

《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是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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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精彩短评

1、德国古典哲学的大家邓晓芒先生的大作，推荐！
2、邓老师讲德国哲学，那是杠杠滴
3、邓晓芒老师致力于研究德国哲学，在这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值得一读。
4、邓晓芒于康德哲学的功力众人皆知，此书以康德、黑格尔为主，但个人以为黑格尔部分尚欠精当
，不如康德哲学驾轻就熟。
5、很喜欢，只是建议书能有一层薄膜之类的包装，更好，有一点被蹭到
6、之前考试读过一部分，用来备考是相当好的。
7、纸张一般 上课讲稿
8、太口语化了，内容也过于浅显，未加展开。
9、有很好的启发性
10、对于我这样半路出家的哲学小白来说,这本书很值得推荐.
11、走马观花了。。好多看不懂的= =
12、邓晓芒，我见过的哲学老师中最好的之一，书也写得很棒。。。
13、深入浅出，不错
14、大家著作，通俗易懂，值得品读
15、邓晓芒于康德哲学的功力众人皆知，此书以康德、黑格尔为主
16、对专业本科生的讲解也稍微浅了点吧
17、刚收到。等待阅读。
18、好书，了解德国古典哲学必读
19、希望速度可以再快點
20、知道了几个名词，形不成对他们学说的了解
21、初涉德国古典哲学，受益匪浅。
22、邓晓芒的课讲得真是好，现场听讲话更舒服，春风化雨
23、清晰的脉络，严肃的分析，准确地表达，对于初学者，浮光掠影也是收获
24、先验唯心之路。
25、还是比较清晰的，也好理解⋯⋯
26、黄老师一直都挺推崇邓晓芒老师的。百闻不如一见，邓老师讲哲学的确深入浅出。只是我等资质
太过平庸啦。确实是本入门的好书，但却也只是师傅领进门，那么多的原著要真正啃下来想想就心生
畏惧了。。。
27、向系统了解德国古典哲学得人  这本书一定要看哦  个人观点
28、作为讲课课堂笔记，本书是一本通俗易懂的哲学著作。对了解德国古典哲学肯定会有帮助。但是
，要想有更深入的体悟，还必须阅读原著。
29、邓先生的风格向来很透彻和朴实、真诚，是值得阅读的
30、《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是学习德国古典哲学入门书，有邓晓芒教授引领，听邓教授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侃侃而谈德国古典哲学，由浅入深引领我们步入德国古典哲学殿堂。
31、到今天终于读完康德、谢林和费希特了。事实上，在国内对康德的诠释确实要以邓晓芒为第一，
那个圆融，那个信手拈来。说到康德有没有第四批判，我现在比较倾向于有，或者照邓晓芒自己的话
，按着这种“逻辑进程”，迟早是要出来这个问题的。
32、邓晓芒老师的讲课实录，看过《古希腊罗马哲学讲演录》、《康德哲学讲演录》和《邓晓芒讲黑
格尔》，这本应该更好吧。
33、很好。。值得学习
34、书内容没问题，邓讲得很明晰，但出版社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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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精彩书评

1、一康德以德文写作，将德语提升为一种哲学语言。二康德受卢梭的启发，其哲学以人为核心，探
讨人、人性、人的各种能力——知情意、人的先天结构和先天条件的问题。他说：“我的所有知识如
果不能解决人的问题，那么就没有用；如果不能为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提供一种安身立命之所，那
么所有这些知识都白费了。”三康德提出哲学三大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
望什么？总言之，人是什么？四康德哲学分为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在前批判时期，信仰唯理论，
主要研究自然科学，相信“给我物质，我能给你造出一个世界（除了有机体）。”在批判时期，康德
哲学发生转向，受休谟的思想冲击，认为自己从前的思想属于独断论。五康德哲学称之为批判哲学，
代表作是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对人的认识能力方面的探讨。康德在第一批判——纯粹理性
批判里提出批判哲学的原点：“我们在认识之前，应该首先对人的认识能力、认识工具加以探讨，加
以批判的考察。”康德认为：“我们的时代（十八世纪启蒙时期）是批判的时代。”康德提出：“人
为自然界立法。”《实践理性批判》：对人的欲望能力方面的探讨。康德探讨人的欲望，即人的意志
，并延伸进道德领域，因道德是纯粹理性实践。康德提出：“人为自己立法。”人的自律即道德，以
自由意志限制自由意志。《判断力批判》：对人的情感能力方面的探讨。人的情感能力是认识能力和
道德能力之间的桥梁。六三大批判建立两大形而上学：自然的形而上学、道德的形而上学。七前批判
时期的自然观的主要贡献：星云假说。宇宙运行并不需要上帝这个牛顿所推崇的第一推动力，上帝被
康德赶出了自然界。但上帝创造了物质，是自然界的原始原因，康德哲学具有自然神论的尾巴。八批
判时期哲学转向的主要契机：休谟的挑战。休谟将经验哲学推向尽头，提出怀疑论：只相信感觉、印
象和经验，没有感觉到和经验到的一概不信。对因果论、实体性、同一性等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怀疑
导致自然科学的危机。康德认为解决该危机的唯一办法是追溯包括感觉和印象在内的人的认识能力。
九康德对经验论和唯理论进行了调和，他认为：“一切知识都开始于经验，但并非都来源于经验。”
一切知识一旦形成，都是由先天成分和后天成分组成的。先天成分指人的主体所带来的成分。先天成
分包括先天的直观形式（如空间和时间）和知性的纯粹概念（如各种范畴，因果性、实体性等）。这
些先天成分是人的知识具有规律性的保障。后天成分指自在之物诉诸人的感官而形成的知觉和印象。
十哥白尼式的革命：传统认识论的颠倒。因为认识能力中包含先天成分，所以认识的过程不是对象为
人立法，而是“人为自然”立法。人面对自然界是一手持着原理，一手拿着实践，去拷问自然界，去
迫使自然界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观念符合对象的独断论观点被改造成对象符合观念的观点。什么是
真理？真理是对象与观念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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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

章节试读

1、《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的笔记-绪论

        P14
所以我们在认识论上必须坚持知觉印象的直接性和生动性，而对一切客观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包括
灵魂和上帝，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我们既没有理由承认它们，也没有理由否认它们。这也是我迄
今为止所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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