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辨的张力>>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思辨的张力>>

13位ISBN编号：9787100056311

10位ISBN编号：7100056314

出版时间：2008-12-01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邓晓芒

页数：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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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思辨的张力>>

前言

本书初版于1992年，在1998年重印过一次，也早已脱销了。
说起初版，我还要再次感谢湖南教育出版社的龙育群先生，是他在那个学术著作出版极为艰难的时期
，毅然决定出版这本没有几个人读得懂、注定要赔的书，不仅不要作者垫付出版费用或承担发行，而
且还给稿费。
中国出版界若没有这样一些脊梁在顶着，大批的书稿都得藏之名山了。
幸好，书出来之后，反响还不错，印数虽然不大，但在学术界已得到承认。
多年来，有无数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向我要或买这本书，没有断过。
这次承蒙商务印书馆惠然再版，也算是对学界朋友们有了一个交代，我庆幸自己遇上了一个终于能够
安安静静地“坐冷板凳”的时代。
这次再版作了一些修订，除了改正了个别字句和印刷上的错误外，主要是恢复了在本书初稿中本来就
有，但在定稿时被删去了的部分。
删去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将初稿送给杨祖陶先生审阅时，他担心会因为篇幅过于庞大而影响出版，建
议我尽量压缩一下。
这在当时那种不景气的出版环境下是不得不考虑的。
这些被删除了的材料主要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即关于中西辩证法的比较的部分，这部分的分量比较大，约有近三万字，
后来我从这些材料中整理出两篇文章，即《论中国哲学中的反语言学倾向》和《论中西辩证法的生存
论差异》，分别发表在《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和《江海学刊》1994．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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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者立足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历史渊源的追溯和逻辑结构的分析，指出它
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本质要素构成，即作为内在动力的自否定的努斯精神和作为反思形式的逻各斯精神
。
通过与中国哲学的比较，《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深入分析了黑格尔哲学中这两大精神
的运作方式及相互关系，阐明了由此形成的黑格尔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三者统一的体系特征
，展示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联系和差异，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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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晓芒，男，l948年4月生，湖南长沙人，早年当过插队知青和搬运工。
1979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吏研究生，师从陈修斋、杨祖陶先生，1982年留校任教
，1989年任教授，现为武大哲学学院外国哲学学科带头人，《德国哲学》主编。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翻译和研究上成就斐然，并积极介入中西比较和文化批判，创立了“新实践美学”
和“新批判主义”，在学术界和思想界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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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再版前言序导言第一章 黑格尔辩证法的两个起源第一节 语言学的起源一、语言的追寻二、哲学语言
的建立三、语言之成为真理第二节 生存论的起源一、生存的突围二、生存与环境三、生存目的论——
善第三节 从中、西古代辩证法的比较看黑格尔辩证法起源的特征一、生存论上的差异二、语言学上的
差异第二章 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开端第一节 析《逻辑学》的开端一、怎样确定逻辑学的开端?二、逻辑
学怎样开端?三、作为开端的终结第二节 析《精神现象学》的开端一、《精神现象学》开端的历史辩
护二、《精神现象学》怎样开端?三、为什么说《精神现象学》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第
三节 《精神现象学》与《逻辑学》的方法之比较一、间接性与直接性二、“怀疑之路”与“真理之路
三、语言学的杠杆与生存论的杠杆第三章 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否定第一节 否定与肯定一、黑格
尔“否定”概念的文化背景二、否定之否定三、否定与目的性第二节 否定与主体性一、否定作为自我
意识二、否定作为自由三、否定作为理性及其异化第三节 “否定”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地位一、否定
作为飞跃二、否定作为矛盾三、否定作为概念发展的圆圈第四章 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反思第一节
“反思”概念的内涵一、黑格尔“反思”概念的文化背景二、反思的一般含义三、黑格尔“反思”的
特殊含义：“对反思的点第二节 反思与理性一、反思作为知性二、反思作为否定的理性三、反思作为
肯定的理性第三节 反思的逻辑功能一、反思与颠倒二、反思与必然性三、反思与综合第五章 黑格尔
辩证法作为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的统第一节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一、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二、辩证
逻辑与体验三、辩证逻辑与认识论的一致第二节 黑格尔的辩证认识论一、辩证理性的含义二、认识的
辩证发展1．生命2．真3．善三、辩证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一致：论黑格尔思维和存在同一的学说1．存
在是思维2．思维可以认识存在3．思维产生存在第三节 黑格尔的辩证本体论一、实体作为本体的根据
二、主体作为本体的生成三、辩证本体论与逻辑学一致1．自由和必然2．现实的与合理的3．历史的与
逻辑的结论参考文献目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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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黑格尔还提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意见，即要求从“事实”（diesa-che，中译本作“事情”）开始。
根据上述同样的理由，他也驳斥了这种一开始就想把握住具体范畴（事实）的幻想。
除此之外，黑格尔更为重视的是费希特的做法，即把“自我”作为开端。
他看出，费希特的这一要求实际上是出自经验意识的直接性要求，即“我”在我的意识经验中是最直
接的。
但他认为，这种经验意识只有经过加工，扬弃和净化掉它的个别性和具体性，才能上升到纯粹知识或
客观知识一⋯一这正是他自己在《精神现象学》中所做的工作。
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的“纯有”也正是一个普遍自我（因为有本身是主客观自在的同一，既是对象
的有，也是自我的有），但他认为以自我作开端有可能引起一种误解，即把这个最抽象的普遍自我习
惯性地看作个体经验的自我（顺便说说，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如他自己承认的，“有”本身也
可能，而且实际上已被误解为具体“存在着的东西”、“实存”）；此外，普遍自我本身固然是够抽
象的，它表达的是“纯知”，但与“纯有”比起来仍然“是一个具体物，一个自身包含着各种规定的
东西”①。
通过这样一些讨论，黑格尔牢牢地确立了：开端只能是有，而不是其他什么。
这甚至是“开端本身的本性”②。
但这并不是说，他这时就已经给自己择取有作为开端提供了完备的根据了。
在他看来，要真正辨明其根据，并不是事先就可以完全做到的，还有待于事情的进一步发展，甚至有
待于整个逻辑学体系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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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自从1971年春天，我开始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啃起了贺麟先生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到今天已有整整
二十年了。
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一百多年前这位西方哲人的思想，曾给了穷乡僻壤中一个挑灯夜读的学子以怎样
的启迪和慰藉。
当初，我是为了给阅读马克思《资本论》作准备，才决心去啃这个硬核桃的，我相信列宁所说的：“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
”而在黑格尔“绝对精神”的王国里漫游过后，虽然我并没有像老黑格尔所期望的那样，发现一位玩
弄“理性的狡计”的上帝，但却真实体验到了人类普遍精神的思想活动那渗透到每个人内心的巨大力
量，即理性的力量。
面对当时光怪陆离的非理性的现实，这股力量鼓励我向一个合理的世界不断探寻，并坚信这个合理世
界超越于有限性之上的存在。
1979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攻读西方哲学史的硕士学位。
在这里，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更感到了自己的浅陋。
中、外哲学史教研室联合开设的“哲学史方法论”课特别使我受益匪浅，激起了我学习、研究马克思
主义方法论的极大兴趣。
毕业留校后，我自己也参与了这门课程的教学。
自那以来，辩证法和方法论的问题始终是我关注的一个重点。
在学习期间和后来的日常业务联系和交往中，我得以经常与我的导师陈修斋、杨祖陶先生以及萧蓑父
先生在一起讨论问题，有机会聆听前辈们的谆谆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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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作者立足于一个全新的视角，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了历史渊源的追
溯和逻辑结构的分析，指出它由两个不可分割的本质要素构成，即作为内在动力的自否定的努斯精神
和作为反思形式的逻各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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