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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埃德曼已经使人们注意到，《纯粹理性批判》按照康德的初衷应当同时包含着纯粹实践世俗智慧
或者道德形而上学的批判性奠基。
一部专门的《实践理性批判》的计划很晚才出现，而且很值得花费力气去探索它的起源。
对这个批判计划的最早的清晰预告，即《1765-1766年冬季学期课程安排的通告》，已经谈到&ldquo;整
个世俗智慧的批判和规定&rdquo;，它&ldquo;作为一个整体&rdquo;，应当&ldquo;不仅对其认识的起源
且对其错误的起源作出考察，而且草拟出持久而且合规则地修建这样一座理性建筑物所应当遵循的详
细蓝图&rdquo;①。
稍晚③，康德预告了对&ldquo;形而上学乃至整个哲学的独特方法&rdquo;的研究。
但是，他&ldquo;把这部作品看做是所有这些计划的主要目标，想把它再放一放&rdquo;，因为他还缺
乏&ldquo;能够具体地指出独特方法的例证&rdquo;。
出自这个理由，他想&ldquo;先抛出一些较小的作品，对我来说，它们的材料是现成的，其中第一批将
是《自然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和《实践世俗智慧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这样，主要的著
作就不至于因为详尽而又不充分的例证被过度拉长&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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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除此之外，如果通过取自我们自己的本性的那些谓词来规定上帝、一个理知世界（上帝之国
）和不死这些理念的话，那么，人们就既不可以把这种规定视为那些纯粹的理性理念的感性化（神人
同形同性论），也不可以把它视为对超感性的对象的越界知识；因为这些谓词无非是知性和意志，确
切地说是当它们在道德法则中被思维时在相对关系中这样看的，因而只是就对它们作一种纯粹的实践
应用而言的。
在这种情况下，其余一切在心理学上，亦即就我们对我们的这些能力在它们实施时进行经验性观察而
言与这些概念有关联的东西（例如，人的知性是推论性的，因而它的表象是思想而不是直观，这些表
象在时间中前后相继，人的意志总是带有满意对于其对象的实存的一种依赖性，如此等等，而在最高
的存在者里面却不可能是这样），就都被抽掉了，这样，对于我们用来思维一个纯粹知性存在者的那
些概念，所剩下的就无非是恰恰为了思维一个道德法则这种可能性所要求的东西了，因而虽然是对上
帝的一种知识，但却是仅仅在实践的关系中，由此，如果我们试图把它扩展成为一种理论知识，我们
就将得到一种并不思维但却直观的知性，一种指向对象而其满意丝毫也不依赖对象的实存的意志（我
甚至不想提及那些先验的谓词，例如实存的某种量，亦即持存，但它并不出现在时间中，而时间是我
们把存在表现为量的惟一对我们来说可能的手段），完全是些我们对之不能形成任何与对象的知识相
适合的概念的属性，我们由此也就得知，它们永远不能被运用于关于超感性存在者的理论，因而也根
本不能够在这方面建立起一种思辨的知识，而是把自己的应用仅仅限制在道德法则的履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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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实践理性批判(注释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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