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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高级中学教程和讲话》

内容概要

《纽伦堡高级中学教程和讲话（1808—1816）》中文版前言
梁志学 张东辉
本卷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黑格尔在纽伦堡高级中学执教的1808——1816年期间提供的教程，第
二部分是他作为这所高级中学的校长发表的讲话。第一部分有两类，第一类是他亲自写的手稿和他修
订过的学生记录，未曾收入《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第二类是编入这个版本，流传下来的作品，
原件已经散失。此外，还有五件残篇作为附录收入本卷。
一、纽伦堡教程的历史地位
黑格尔在纽伦堡的教学活动构成他的体系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个时期，他的研究工作以他发
表的《逻辑科学》（1812、1813和1816年）完成了他的体系的纯粹哲学部分，与此相辅相成，他的教
学活动以他编写的各类内容丰富的教程标明了他从《耶拿体系草稿》（1803——1806年）到《哲学全
书纲要》（1817年）的思想发展路径，不仅在纯粹哲学方面是如此，而且在应用哲学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他的这些教程是他的体系的一个轮廓清晰的雏型。
在《耶拿体系草稿》里，第Ⅰ册（1803——1804年）讲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第Ⅱ册（1804——1805年
）讲逻辑、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第Ⅲ册（1805——1806年）讲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尽管内容显得
不完整，结构组织得不系统，但从总体上看，有一条主线却十分明显，那就是绝对理念经过纯粹逻辑
阶段的发展，异化为各种前后相继的自然形态，最后逐步复归于自身。正是基于这个发展取向，在《
精神现象学》问世以后，黑格尔在 1807年11月25日《班贝克报》上宣告，下一本书将包含作为思辨哲
学的逻辑学的体系，而这一哲学的其余两个部分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就意味着，他在完成体系
的入门部分以后，将进而完成体系本身的各个部分。
黑格尔在纽伦堡是遵照教育主管部门颁布的哲学教育《通则》讲课的。这个《通则》规定，在高级中
学里，初级班要打好用逻辑学锻炼思辨思维的基础，中级班要学习各门传统形而上学学科，即宇宙论
、自然神学、心理学以及相关的伦理学和法学，“在高级班里，各个以前单独加以研讨的思辨思维对
象则要最后在一部哲学全书中加以概括”。（见罗森克朗茨《黑格尔传》，柏林1844年，第254页以下
）他对这个《通则》并不都以为然，因为在中级班里要求学生除了学习有关的康德批判哲学观点，还
得学习他所反对的一种肤浅的心理学思想。但是，他按照这个《通则》进行的哲学教学活动也同时成
了完善他的体系的过程。因此，收入本卷的各类作品虽然由于内容不同而有各式各样的题目，但都属
于哲学全书的组成部分，在其中有它们的特定地位。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黑格尔以“哲学全书”的名称，扼要地陈述了他的不断臻于完善的思辨体系
。在《高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哲学全书（1808/09年口授笔录）》里，他很明确地说，“哲学全书是研
究必然的、由概念规定的关联的科学，是研究各门科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哲学上的形成过程
的科学”。因此，“全部哲学科学分为三个部分：1）逻辑学，2）自然科学，3）精神科学”。“逻辑
学是关于各种作为纯粹思维产物的纯粹概念及其规律和运动的科学”。“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可以看
作应用科学，它们不同于纯粹科学或逻辑学，因为它们是以自然和精神的形式体现的纯粹科学的体系
”。与《耶拿体系草稿》相比，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在这里不仅把他的思辨体系称为哲学全书，而
且按照他业已形成的关于绝对理念的辩证发展的概念，把这个体系划分成了三个部分。黑格尔1816
年10月到达海德堡大学后，把他在纽伦堡的教程作了适当的修改，写成《哲学全书纲要》（1817年6月
）；他在这部《纲要》里写道：“哲学全书包含着一切真正的科学”；作为这样的哲学全书，“科学
的整体是对理念的阐述，因此，它的区分也只有从理念出发才能得到理解”；所以，哲学全书分为三
个部分，“即1）逻辑学，关于自在自为的理念的科学，2）关于处在自己的他在中的理念的科学，自
然哲学，3）精神哲学，精神在这里是从理念的他在中返回自身的理念”。与这部《纲要》相比，我
们可以看出，黑格尔在纽伦堡时期的教程已经给这部第一次宣告他的思辨体系的论著做了充分的准备
。
黑格尔把讲授哲学全书的重点放到了逻辑学上，无论从哲学教学《通则》的要求来看，还是从制定思
辨体系的进程来看，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要建立起一门在欧洲哲学史上首创的逻辑学，即思辨
逻辑或理性逻辑，却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康德第一个提出了这个课题，要用他所建构的先验逻辑
，去把亚里士多德以来大致没有变化的逻辑和长期争论不休的形而上学统一起来，但是未能成功。黑
格尔在确立自己的体系时首先提出和解决的也是这个课题，不过他是在不同的时期靠绝对唯心论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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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高级中学教程和讲话》

场这么做的。我们在《耶拿体系草稿》第Ⅱ册里看到，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形而上学的观点逻辑化
，把形式逻辑的范畴形而上学化，然而研究本体的形而上学与研究思维规律的逻辑学在那里依然是两
大块，还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纽伦堡时期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在《中级班逻辑学：精神学说（1808/09
年手稿 ）》里黑格尔写道：“各种逻辑规定分为两类，一类被归于存在物，另一类被归于思维本身；
然而在这里理性仍具有这样的意识，即这些规定适合于这两方面的任何一个方面。”在《中级班哲学
预备科学：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1808/09年口授笔录，1809/10学年修订）》里，他又补充说：“
我们通过理性所洞察的是一种内容，这种内容不仅存在于我们为我们自身所作的单纯表象或思维中，
而且包含各个对象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的本质，并具有客观的实在性”。这就是说，理性逻辑的各种规
定、内容既是能知主体的思维规律，也是所知客体的运动规律，所以理性逻辑就既是作为形而上学的
逻辑学，也是作为逻辑学的形而上学；这样，他就解决了康德提出而没有解决的课题。正是依据这个
研究成果，黑格尔才随后在《哲学全书纲要》里写道，“逻辑学在本质上是思辨哲学”，“代替了那
种以前被称为形而上学，并且作为一门与逻辑学分离的科学加以研讨的东西。”
这个课题的解决还包含着另一个方面，那就是传统逻辑、即知性逻辑与理性逻辑的关系。在《耶拿体
系草稿》第Ⅱ册里，黑格尔在讲“思维的关系”时说确定的概念服从于同样的辩证法，在讲“作为思
维规律的体系的认识活动”时突破了同一律，阐述了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但理性逻辑应如何
对待知性逻辑，则语焉不详。在《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1808/09年口授笔
录，1809/10学年修订）》里，他进而指出，“知性是关于范畴的这样一种思维，这种思维坚持范畴的
确定下来的规定，把它看作持久不变的”，从而批评了知性逻辑的局限性；并且同时指出理性高于知
性的一个地方，即“理性在各种知性规定和判断规定方面表现为它们的辩证运动”，“理性的辩证法
在于揭示这些规定的本性”，那就是它们“要向它们的对立物过渡”；此后不久，黑格尔又在《高级
班哲学全书：特殊科学体系（1810/11年口授笔录）》里指出了理性高于知性的另一个地方，即“理性
超越了知性的各种规定或有限东西”，“因为它把对立物结合为一种统一性”。但关于理性逻辑与知
性逻辑的关系，他在纽伦堡的教程里并没有给出概括总结，而是在《哲学全书纲要》里才在这些教程
的基础上作出一个迄今仍然具有经典意义的说明：“在思辨逻辑中包含着单纯的知性逻辑，并且从思
辨逻辑立即可以得出知性逻辑；要做到这一点，不需要别的，只需要去掉辩证的和理性的东西；这样
一来，思辨逻辑就会变成通常的逻辑所是的东西”。
思辨逻辑本身的建立，就是要解决绝对理念如何以正题、反题和合题的三段式，由简到繁和前后相继
地在纯粹逻辑形态中展开自身的课题。在《耶拿体系草稿》第Ⅱ册里，黑格尔已经超越康德的先验逻
辑，开始以这样的方式解决这样的课题；但由于逻辑和形而上学在草稿的结构方面还分为两大块，他
也就未能彰显思辨逻辑的概貌。纽伦堡时期的教程则不同。在《中级班逻辑学：精神学说（1808/09年
手稿）》里，他以辩证法的三段式直接将“逻辑学分为客观逻辑、主观逻辑和理念逻辑”，并且在《
高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哲学全书（1808/09年口授笔录）》里开宗明义，说出“哲学科学的开端是直接
的、无规定的存在概念”，表示绝对理念在纯粹逻辑形态中的发展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
范畴演绎。在《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10/11年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学年
修订）》里，黑格尔又前进了决定性的一步。他说，“逻辑学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Ⅰ.关于存在的
逻辑学，Ⅱ.关于本质的逻辑学，Ⅲ.关于概念的逻辑学”。同时他还解释了这三个部分的内容，说“
第一部分考察存在在其直接性中所具有的各种规定；第二部分考察本质，即在自身存在的存在；第三
部分考察概念，即在自身同时普遍地为了自身定在而得到规定的存在”。与《哲学全书纲要》相比，
可以看出：这种划分已经达到最后定型的阶段，因为这部纲要也认为，逻辑学“分为存在的逻辑、本
质的逻辑和概念或理念的逻辑”；但这种解释尚未成熟，因为只有这部纲要才说明了三个部分是“直
接思维的逻辑、映现思维的逻辑和离开自身的映现而以其实在性存在于其自身的思维的逻辑”。
理性逻辑的这三个部分也同样经历了不断完善的过程。就存在论而言，在《中级班逻辑学：精神学说
（1808/09年手稿）》里，质与量是统一于无限性，也就是质与量交互过渡的无限进展，即“自相联系
着的自我规定活动”，还没有摆脱单调的无限性；在《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10/11年断残
手稿）》里，质与量则按照辩证法的三段式统一于尺度，即一种由质加以规定的特别的定量，所以，
“当一个事物的尺度得到改变时，这个事物本身就发生了改变”。就本质论而言，黑格尔在前一个教
程里说，“本质范畴是质料、形式和根据”，并且把根据规定为自身包含存在物的对立的第三者，从
作为自己规定自己的活动的根据推演出整体与部分、力与其表现，从具有独立关系的根据推演出实体
性、因果性和交互作用，但整个来看，各个本质范畴在这里还缺乏严密的演绎，因而缺乏合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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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后一个教程里，黑格尔则严格地按照辩证法的三段式，推演出了本质的规定（同一性、差异性
与根据）、现象（物、现象与关系）和现实性（实体、原因与交互作用），使本质论达到了成熟的形
态。就概念论而言，在《中级班逻辑学：精神学说（1808/09年手稿）》里，主观概念是作为“主观逻
辑”由概念、判断和推理构成的，在《高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哲学全书（1808/09年口授笔录）》里，
理念是作为“理念论”由生命的理念、认识和绝对理念构成的，虽然也谈到“客观性即得到实现的目
的”，但概念论还不是由主观概念、客体和理念构成的，只有在《高级班哲学全书：主观逻辑
（1809/10年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学年修订）》里，作为概念论的“主观逻辑”才是
主观概念、客观性与理念构成的整体，因为只有在这时他才考虑到把他在班贝克写出的那个研讨力学
过程、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的残篇改为客观性概述。如果我们把理性逻辑的三个部分不断完善的结果
与《哲学全书纲要》中的逻辑学加以对照，则可以说后者是黑格尔纽伦堡教程中逻辑学部分的总结，
只有在反复修订过这些教程以后，他才能建立起这样一门首创的思辨逻辑，这门逻辑依靠费希特式的
自我与斯宾诺莎式的实体的统一，把传统逻辑与形而上学合为一体。
在建立思辨体系的逻辑学部分的过程中，黑格尔也同时在拟订体系的另外两个部分，即自然哲学与精
神哲学。自然哲学的拟订工作开始于《高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哲学全书（1808/09年口授笔录）》。在
这个教程里，自然界并不像在《耶拿体系草稿》的三个分册里那样，仅仅被界定为绝对理念的一个自
相关联的环节，而是被界定为“这样一种绝对理念，这种理念具有漠不相干的、外在的对象性和它的
各环节的具体的、个性化的实现过程的形态”，并且也不像在这部草稿里那样，考察的只是力学过程
和化学过程，而是空间和时间、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在《高级班哲学：特殊科学体系（1810年口授
笔录）》里，黑格尔进而解释了自然哲学这门特殊科学的对象，他说，“必须把自然看作一个由各个
阶段组成的系统，在这些阶段中，一个阶段必然地从另一个阶段产生出来，但一个阶段并不是以自然
的方式由另一个阶段产生的，而是在内在的、为自然奠定基础的理念中产生的”；在自然界里，“理
念首先以抽象纯粹的己外存在的形式作为空间和时间而存在；其次，以自为存在的形式在相互外在的
存在中作为无机自然的系统而存在；第三，以自在自为存在的形式作为有机自然的系统而存在”。与
在前一个教程里不同，他在这个教程里概括地阐述了从地质物体开始，经植物有机体，到动物有机体
的逻辑演进过程。这样，他就揭示出了理念在自然中的系统的演进。在《高级班哲学全书：特殊科学
体系（1810/11年的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1815/16学年修订）》里，黑格尔最后总结
了以上两个教程在各个部分达到的成果，提供了这样一个作过解释的自然哲学纲要：A.数学（空间与
时间），B.无机体物理学（力学、关于具有实在差别的物质的物理学和关于物质个体化的物理学）
，C.有机体物理学（地质学、植物学和动物学）。这第三个教程完整地阐明了“自然理念的运动是从
自然的直接性回到自身，扬弃自身，并成为精神”的过程，如果将它与《哲学全书纲要》中的自然哲
学部分加以对比，则可以看出后者是它的直接翻版。
在纽伦堡教程里，黑格尔拟订精神哲学的工作并没有做得很系统、很完善。虽然与《耶拿体系草稿》
第Ⅰ册讲的“意识的本质”、“精神实存的第一个形式”（意识）和“级次”（语言、工具、财产与
家庭）相比，与第Ⅲ册讲的“精神概念”（理智、意志）、“现实精神”（承认、法律）和“宪法”
（各个阶层）相比，纽伦堡教程的内容要丰富得多，但并不像自然哲学部分讲得那么完备。就精神哲
学的第一部分“主观精神”而言，黑格尔在《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
（1808/09年口授笔录，1809/10学年修订）》中说，在这里要考察“与他物相联系的精神和自在自为的
精神，前一种考察可以称为意识学说，后一种考察则可以称为灵魂学说”；他在《高级班哲学全书：
特殊科学体系（1810/11年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1815/16学年修订）》中进一步说，
“就精神同样涉及外在对象而言，{精神学说}是关于显现着的精神的学说或关于意识的学说”，就“
精神学说始终停留于精神的概念而言”，这种学说是“真正的心理学”；并且最后在《中级班哲学预
备科学：心理学（1811/12、1813/14、1815/16学年）》中讲了“显现着的精神”和“自在自为存在着的
精神”。但是，他在这些教程里并没有像《哲学全书纲要》那样梳理出从灵魂（它的自然规定性、它
同它的实体性的对立和它的现实性）开始，经过意识（意识本身、自我意识和理性），达到精神（理
论的和实践的）的全部演绎过程。就精神哲学的第二部分“客观精神”而言，黑格尔在《高级班哲学
全书：特殊科学体系（1810/11年口授笔录）》里关于这种“处于实现中的精神”谈的，也只是法和道
德，而不专门涉及作为法与道德的统一的伦理；在《初级班法学、义务学与宗教学（1809/10至1815/16
学年）》里谈的，虽然比较详细，但也仍然是作为人与人的关系的法和道德。把法、道德与伦理作为
客观精神发展的三个阶段加以陈述，是在《哲学全书纲要》里第一次作出的。不过，就精神哲学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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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部分“绝对精神”而言，黑格尔在《高级班哲学全书：特殊科学体系（1810/11年口授笔录）》里
则作出了完整的逻辑推演和准确的科学陈述。他把绝对精神界定为“精神的纯粹表现”，认为“艺术
是客观地为直观和表象表现这样的精神的”，表现的是“具有个体性的精神”，“宗教不仅为直观和
表象提供了绝对精神的表现”，而且“将个体提升到绝对精神，产生个体与绝对精神的统一”，“哲
学科学是对绝对精神用概念进行的认识”，最后达到的是“以自身为内容和用概念把握自身的概念”
。《哲学全书纲要》则与此有所不同，艺术被限定于一种与宗教相结合的艺术，宗教被限定于一种最
完善的宗教——天启宗教。所以，关于纽伦堡时期的教程与海德堡时期的纲要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
说，一种哲学的成熟形态代替它的不成熟形态，在整体上显然是进步，但这并不排除这种进步在个别
环节中隐含着退步。
二、纽伦堡教程的出版经过
黑格尔过世以后，逝者友人协会虽然拥有他纽伦堡时期的大量内容丰富的手稿，但在最初并没有把它
们编到全集里。卡尔·罗森克朗茨于1838年秋季在柏林旅行，发现了这些文本，才第一个认识到它们
在黑格尔哲学体系形成过程中的意义。在逝者友人协会克服了内部的某些反对意见以后，有一部分经
他组织与加工的手稿，即《初级班法学、义务学与宗教学》、《中级班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与《高
级班概念论和哲学全书》，才由他以“哲学入门”为标题，编入第18卷，附加到全集里，于1840年在
柏林出版。罗森克朗茨的贡献在于，他把这些文本纳入全集，开拓了研究纽伦堡时期黑格尔体系的形
成的历史视角。但他忽视了那些以同样的名称重复出现的教程的内容是不同的，没有认识到它们反映
了黑格尔的观点在不断改变，所以他只选编一部分教程，以期表明黑格尔哲学体系在耶拿和海德堡之
间有一个发展阶段，而没有把所有的教程都编辑出版。他不仅没有看到其他手稿的价值，而且没有把
自己借的一切手稿还给逝者友人协会和黑格尔的家属。有些手稿经过他的侄孙阿诺尔德·根特之手，
流落到了美国，其中一部分看来已在那里佚失，而只有另一部分保存在哈佛大学。
20世纪初叶，在黑格尔主义复兴的时期，雅可布·鲁汶堡从这个保存的部分抽出三个文本，即精神学
说手稿（1808/09年）、宗教哲学手稿（1811/12年）和推理学说手稿，编为《哲学全书与哲学入门草稿
》，公之于世（莱比锡1912年）。此后，约翰·荷夫迈斯特积极蒐集黑格尔纽伦堡时期的教程、讲话
与书信，把它们分为四个部分，即给学生讲课用的手稿，在学校发表的讲话、给当局写的通报和写给
有关人士的书信，对它们进行考订，编成了《纽伦堡作品集》（莱比锡1938年）；然而，由于一些手
稿已经散失，他在此书第一部分的有些地方也就不得不沿用罗森克朗茨的初版。
20世纪中叶，黑格尔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弗利德海谋·尼柯林重新考订了《初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
辑学（1809/10年）》，将它发表于《黑格尔研究》第3卷（1965年）。从1969年开始，埃娃·莫登豪尔
与马尔库斯·米歇尔编的《黑格尔全集》理论版相继问世，其第4卷（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970年）中的
纽伦堡教程共有十篇，除了《初级班逻辑学（1809/10）》以尼柯林版为依据，其他九篇都是荷夫迈斯
特编黑格尔《纽伦堡作品集》的翻版，所以以往在辨认手稿、考订文字和编辑加工中存在的问题并没
有得到应有的解决，而这九篇就是：《高级班哲学全书（1808年以后）》、《中级班意识学说
（1808/09年）》、《中级班逻辑学（1808/09年）》、《中级班意识学说（1809年以后）》、《高级班
概念论（1809/10年）》、《中级班逻辑学（1810/11年）》、《初级班法学、义务学和宗教学（1810年
以后）》、《中级班和高级班宗教学（1811/13年）》与《心理学和数学残篇》。
1975年，埃娃·齐熙在联邦德国《哲学研究杂志》（第29卷第438-444页）发表“未知的手稿”一文，
报导她在柏林国家图书馆又发现了一部分长期以为丢失的黑格尔纽伦堡手稿，同时在威斯巴登发表了
她独自编辑的《黑格尔手写遗著和柏林国家图书馆黑格尔典藏》第1卷《书目》和她同迪克·施尼格
尔合编的此书第2卷《黑格尔手稿的纸墨分析研究》。与这种重新发现相联系的，是《纽伦堡现象学
》由乌·腊迈尔编辑加工，发表于《黑格尔研究》第29卷（1994年），《中级班逻辑学（1810/11年以
后）》由帕·苟斯鲍夫和赫·施奈德尔编辑加工，发表于《黑格尔学》第15卷（2001年）。与这种重
新发现没有联系的，是《中级班意识学说与逻辑学（1808/09年）》由英佳·高塔特重新编辑加工
，1995年发表于《黑格尔研究年鉴》第1卷第15-42页。
在《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10卷问世以前，保存和搜集、考订和编辑黑格尔纽伦堡教程的经过就
是这样。此卷于2006年出版，从而结束了过去那种不能令人满意的情况。首先，它编入的手稿与口授
笔录共13篇，是迄今最齐全的。它把它们按照编年史顺序排列起来，这就展现了黑格尔在当时的思想
演进过程；当然，纽伦堡前期的教程在这里占了大量篇幅，这是因为黑格尔在后期并没有像在前期那
样大力准备他的课程，而是更多地致力于修订以前的教程和学生的笔录。其次，它在辨认原稿、考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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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和编辑加工方面做得最准确，解决了荷夫迈斯特编黑格尔《纽伦堡作品集》里出现的问题，这就
给探讨黑格尔这个时期的体系形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当然，它在处理第二手流传作品时，由于没有
原始手稿可供校勘，也不得不动用罗森克朗茨编黑格尔《哲学入门》。最后，它用黑格尔当时看过和
能够看到的大量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文献资料，详细地注释了相关的正文，并纠正了
黑格尔的个别差错，这不仅有助于准确理解原著，而且给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历史线索。关于这
个版本依据的原始手稿和参照的最佳复制文本，可以扼要列举如下：
手稿和口授笔录——1）《中级班逻辑学：精神学说（1808/09年手稿）》，手稿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
霍顿图书馆，复制文本见荷夫迈斯特编黑格尔《纽伦堡作品集》，莱比锡1938年，第11-50页。2）《
高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哲学全书（1808/09年口授笔录）》，手稿保存在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国家图书
馆。3）《高级班哲学：特殊科学体系（1810年口授笔录）》，手稿保存在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国家图
书馆。4）《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1808/09年口授笔录，1809/10学年修订
）》，手稿保存在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国家图书馆。5）《初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09/10年
手稿）》，手稿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保存在柏林原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国家图书
馆、席勒民族文学博物馆（保存两个部分）和汉堡国家档案馆，复制文本见荷夫迈斯特编黑格尔《纽
伦堡作品集》第51-62页和123-125页；手稿又经弗利德海谋·尼柯林重新考订，发表于《黑格尔研究》
第3卷（1965年）。6）《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10/11年断残手稿）》，手稿系个人保存，
复制文本见荷夫迈斯特编黑格尔《纽伦堡作品集》第63-101页。7）《高级班与中级班宗教学说：宗教
·关于上帝概念·精神宗教（1811/12年手稿）》，手稿保存于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复制文本见
荷夫迈斯特编黑格尔《纽伦堡作品集》第103-119页。8）《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10/11年
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学年修订）》，手稿保存在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国家图书馆。9
）《高级班哲学全书：主观逻辑（1809/10年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学年修订）》，手
稿保存在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国家图书馆。10）《高级班哲学全书：特殊科学体系（1810/11年口授笔
录，1811/12、1812/13、1814/15、1815/16学年修订）》，手稿保存在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国家图书馆
。
第二手流传作品——1）《初级班法学、义务学与宗教学(1809/10至1815/16学年）》，手稿已经遗失，
最初发表于《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第18卷《哲学入门》，卡尔·罗森克朗茨编，柏林1840年，
第1-76页。2）《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心理学(1811/12、1813/14、1815/16学年）》，手稿已经遗失，
最初发表于《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第18卷《哲学入门》，第79-90页和第179-196页。3）《诠释、
摘记与异文（以《哲学入门》若干章节为根据）》，手稿已经遗失，最初发表于《黑格尔全集》逝者
友人版第18卷《哲学入门》，第91-95页、第97页、第127页以下、第131页以下、第134页、第148页、
第153页以下和第201页以下。
三、关于高级中学讲话和本卷附录
黑格尔作为纽伦堡高级中学校长发表过六次讲话。1）第一次是1808年12月6日在纪念前任校长莱昂哈
德·申克（1724-1814）供职五十年的大会上发表的；这次讲话在当时收入约·卡·西·基辅哈伯关于
这个纪念会的《报导》（美茵河畔法兰克福1809年）第25-30页，后来收入《黑格尔全集》理论版第4
卷第305-311页。2）第二次是1809年9月29日在全校颁奖大会上发表的，收入《比林文集》（纽伦
堡1809年）第23-44页，后来收入《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第16卷（柏林1834年）第133-147页。3）
第三次是1810年9月14日在全校颁奖大会上发表的，收入《比林文集》（纽伦堡1810年）第37-52页，后
来收入《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第16卷第148-165页。4）第四次是1811年9月2日在全校颁奖大会上发
表的，收入《比林文集》（纽伦堡1811年）第37-48页，后来收入《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第16卷
第166-182页。5）第五次是1813年9月2日在全校颁奖大会上发表的，手稿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古代
文献档案馆；这篇讲话并不像以往那样，当年见诸出版物，但随后收入《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
第16卷第183-190页；讲话手稿是如何进入这个档案馆的，至今仍然不清楚，克劳斯·格罗奇在编辑这
篇讲话时，只看到手稿的一份复印件。6）第六次是1815年8月30日在全校颁奖大会上发表的，这篇讲
话也不像以往那样，当年见诸出版物，但随后收入《黑格尔全集》逝者友人版第16卷第191-199页；荷
夫迈斯特在1938年根据存放在纽伦堡高级中学的手稿，对这篇讲话重新编辑加工，将它发表于他所编
的黑格尔《纽伦堡作品集》第365-373页。但后来手稿下落不明，第10卷中的这篇讲话是按逝者友人版
照排的。
本卷附录了黑格尔在纽伦堡时期写的五件残篇，保存和发表它们的情况如下：1）《算术和几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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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保存在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可能是在1805年秋季与1808年12月中旬之间写成的，未曾付梓
。2）《数学残篇》手稿，由私人保存，经荷夫迈斯特编辑加工，收入《纽伦堡作品集》第125页以下
。3）《心理学残篇》手稿原来保存在柏林原普鲁士国家图书馆法恩哈根珍藏室，目前保存在克拉科
夫雅吉洛恩斯卡图书馆，曾经由荷夫迈斯特编辑加工，收入《纽伦堡作品集》第122页以下。4）《判
断逻辑摘记》手稿保存在柏林普鲁士文化典藏图书馆，经克劳斯·杜森编辑加工，发表于《黑格尔研
究》第13卷（1978年）第9-15页。5）《亚里士多德<灵魂论>卷三译文》手稿，由私人保存，经耶稣会
士瓦尔泰·开尔恩编辑加工，发表于《黑格尔研究》第Ⅰ卷（1961年）第49-88页。
四、编译说明
1、关于选译文本。《黑格尔全集》历史考订版第10卷的正文（原书第3-507页），中文本全部照译。
它的附录（原书第511-832页）分为三个部分，即上述五件手稿残篇、学生听课笔记和第二手流传记录
。我们考虑到北莱茵-威斯特伐伦科学院黑格尔委员会原来规定，收入全集第Ⅰ部类（第1-22卷）的必
须是出自黑格尔手笔的文本，所以我们在附录里只选择了这五件手稿残篇。在整个第10卷里，德文编
者把他考订手稿字句的说明都相应地排到了页底，这对钻研文本当然很有用处，但我们要译出这些说
明是不必要的，因而将它们从略。
2、关于使用符号。在口授笔录中，用仿宋体排的文字是学生记的，用宋体排的文字是黑格尔改的。
黑格尔给他写的手稿和改的学生笔录使用了大量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希腊文字母和拉丁文字母，
作为各个章节和重要段落的标号；但他的做法不严格，在若干地方有纰漏，德文编者用加方括弧的方
法作了改正和补充。我们在译文中沿用了德文编者的标号，但因为不存在改变语义的问题，所以没有
再加方括弧。对于在行文中黑格尔一般地强调的字句，德文编者使用了疏排字母的方法，我们在译文
中使用了加着重点的方法；对于在行文中黑格尔加倍强调的字句，德文编者使用了小号大写字母，我
们在译文中使用了同号黑体字母。译文中的脚注是黑格尔通常按照自己的习惯在手稿左侧写出的边注
，译者用小写英文字母标明。译文中的圆括弧是黑格尔给自己写出的文字标的，方括弧是德文编者给
自己增补的文字加的，大括弧是译者给自己添加的文字标的。
3、关于编译注释。中文版注释主要着眼于准确地理解原著，是根据德文版注释编译的，但力求简明
扼要；所以，我们在编译时一方面删节了一部分德文版注释，例如减少所引的资料和压缩所写的释文
，另一方面增写和改写了少量注释，并且为了便于查阅，还援引或标明了相关文献的中文译本。注释
中的人名，凡是不列入人名索引的，都写出原文和生卒年代；注释中的书名，凡在中文译著里通用的
，都加以采用，只有那些在中文译著里难以见到的书名，才予以迻译。
北京与湘潭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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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译者户晓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校者梁志学、李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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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程·手稿和口授笔录
中级班逻辑学：精神学说（1808／09年手稿）
高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哲学全书（1808／09年口授笔录）
高级班哲学：特殊科学体系（1810年口授笔录）
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作为哲学导论的精神学说（1808／09年口授笔录，1809／10学年修订）
初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09／10年手稿）
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10／11年断残手稿）
高级班与中级班宗教学说：宗教·关于上帝概念·精神宗教（1811／12年手稿）
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逻辑学（1810／11年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学年修订）
高级班哲学全书：主观逻辑（1809／10年口授笔录，1811／12、1812／13、1814／15学年修订）
高级班哲学全书：特殊科学体系（1810／11年口授笔录，18ll／12、1812／13、1814／15、1815／16学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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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班关于法、义务与宗教的学说（1809／10至1815／16学年）
中级班哲学预备科学：心理学（1811／12、1813／14和1815／16学年）
诠释、摘记与异文（以《哲学入门》若干章节为依据）讲话
1809年7月10日讲话
1809年9月29日讲话
1810年9月14日讲话
1811年9月2日讲话
1813年9月2日讲话
1815年8月30日讲话
附录·手稿
算术与几何
《特殊科学体系》的数学残篇
心理学残篇
判断逻辑笔记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卷三摘录
译者注释
人名索引
本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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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早日出齐为盼。
2、　　艺术取决于精神是什么样的实质性意识。我们研究希腊人的作品，并未因此就是希腊人。我
们是这个自我，这不是表象所致，而是内在的、创造性的生命所致。民族的幻想不是对某物的迷信，
而是自己的精神；所谓的神奇之物是一个可笑的机械装置；克洛普施托克描述他的天使、北欧诸神的
失误。因此，一个民族的活生生的神话构成这个民族的艺术的基础和内容。【Art depends on which
substantial consciousness spirit is. We study
　　the Greek works of  art and are not therefore Greeks .  It  is not done by [mere]  representation but by the
inner productive lif e. The imaginative products of a people  are not a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something but the
nation's own Spirit; the so-called miraculous is a ridiculous bit of machinery;  the  angels  and  the Nordic  gods  of
Klopstock  are  a misconception.  It  is  the  living  mythology  of a  people,  therefore, which constitutes  the ground
and  substantial content of  its Art.——G..W.F.Hegel,“The Philosophical Propaedeutic”,edited by Michael
George and Andrew Vincent,translated by A.V.Mill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167.】
　　【按：中英译文有几处出入，不知何者为过，有懂德文的请指点。尤其克洛普那句。。。】
3、　　先读了“讲话”部分的“1809年9月29日讲话”这一篇，发现有关键一处，黑格尔强调阅读古
典著作的重要性时，该书译为“我想，我不太主张这种观点：如果谁不懂得古人的著作，谁活着就不
懂得美。”也许是译者把句子意思理解反了。相应之处，诺克斯爵士的英译本译为：I do not believe I
claim too much when I say that he who has never know the works of ancients has lived without knowing what
beatty is，意思是“我认为这样说并不为过：对古典著作一无所知者，终其一生不知美为何物”。虽然
未见德文原文，但结合上下文，以及黑格尔对古希腊精神遗产的一向推崇，汉译应该是错了。其他尚
未细读，无从多说了。
4、英文漏掉了“我们是这个自我”，就是“It is not done by [mere] representation”中的形式主语的内
容。
    克洛普那句的原文直译是“misconception of Klopstock with his angels and Nordic gods”，没有句子动词
，只是一个短语。
    批判版全集10,1，第445页。
5、如题。个别关键地方的句子翻译错了，译者对黑格尔不是很熟悉啊。
6、阿萨德阿萨斯个
7、久未来，谢谢楼上！不过，翻译的这些短语时，是不是可以补全句意？毕竟，这是根据听课笔记
整理出来的材料，不是黑格尔本人写出的句子。
8、已出版的两本仅是以前尚未翻译过的。期待其他后出的书。
9、书很满意，就是商务印书馆的纸张质量似乎太差了点吧
10、黑格尔论述了教育问题，这是这位哲学家不多的论述教育的书，很好
11、先读了“讲话”部分的“1809年9月29日讲话”这一篇，发现有关键一处，黑格尔强调阅读古典著
作的重要性时，该书译为“我不大相信不读不读古典著作的人对美一无所知”（大意如此，书不在手
头，但确实是一个否定句）也许是译者把句子意思理解反了。相应之处，诺克斯爵士的英译本译为：I
do not believe I claim too much when I say that he who has never know the works of ancients has lived without
knowing what beatty is，意思是对古典著作一无所知者，终其一生不知美为何物。虽然未见德文原文，
但结合上下文，以及黑格尔对古希腊精神遗产的一向推崇，汉译应该是错了。其他尚未细读。无从多
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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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艺术取决于精神是什么样的实质性意识。我们研究希腊人的作品，并未因此就是希腊人。我们是
这个自我，这不是表象所致，而是内在的、创造性的生命所致。民族的幻想不是对某物的迷信，而是
自己的精神；所谓的神奇之物是一个可笑的机械装置；克洛普施托克描述他的天使、北欧诸神的失误
。因此，一个民族的活生生的神话构成这个民族的艺术的基础和内容。【Art depends on which
substantial consciousness spirit is. We studythe Greek works of  art and are not therefore Greeks .  It  is not done by
[mere]  representation but by the inner productive lif e. The imaginative products of a people  are not a 
superstitious  belief  in  something but the nation's own Spirit; the so-called miraculous is a ridiculous bit of
machinery;  the  angels  and  the Nordic  gods  of Klopstock  are  a misconception.  It  is  the  living  mythology  of a
 people,  therefore, which constitutes  the ground and  substantial content of  its Art.——G..W.F.Hegel,“The
Philosophical Propaedeutic”,edited by Michael George and Andrew Vincent,translated by
A.V.Miller,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p.167.】【按：中英译文有几处出入，不知何者为过，有懂德文的
请指点。尤其克洛普那句。。。】
2、先读了“讲话”部分的“1809年9月29日讲话”这一篇，发现有关键一处，黑格尔强调阅读古典著
作的重要性时，该书译为“我想，我不太主张这种观点：如果谁不懂得古人的著作，谁活着就不懂得
美。”也许是译者把句子意思理解反了。相应之处，诺克斯爵士的英译本译为：I do not believe I claim
too much when I say that he who has never know the works of ancients has lived without knowing what beatty is，
意思是“我认为这样说并不为过：对古典著作一无所知者，终其一生不知美为何物”。虽然未见德文
原文，但结合上下文，以及黑格尔对古希腊精神遗产的一向推崇，汉译应该是错了。其他尚未细读，
无从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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