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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修订版)》从康德。
赫尔德，席勒。
费希特、谢林、洪堡、黑格尔等七位德国哲学家的原著出发，以其博大精深的历史哲学思想为主要研
究对象，详细梳理和探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古典历史哲学，并追溯了西方
历史哲学的起源及其在德国古典历史哲学之前的发展，简要介绍了黑格尔之后德国历史哲学的发展大
势，为德国古典历史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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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秋零，男，1957年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宗教
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哲学和基督教思想。
除本书外，著有《上帝·宇宙·人》、《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等，译有《康德著作全集》，《康
德书信百封》，《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基督教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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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　历史与历史哲学
　一、“历史”的三重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二、历史哲学的两种类型及其主要问题
　三、德国古典历史哲学
第一章　历史哲学的史前史
　一、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历史哲学思想
　二、基督教影响下的中世纪历史神学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哲学思想
第二章　历史哲学的诞生
　一、历史哲学之父维科
　二、法国启蒙时代的历史哲学
第三章　康德：历史与自然意图
　一、所谓第四批判
　二、自然意图
　三、历史的进步与恶劣的情欲
　四、自由与法治
第四章　赫尔德：历史与人道
　一、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对赫尔德的影响
　二、赫尔德历史哲学的形成
　三、历史进步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
　四、传统与有机力的统一
　五、历史中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六、历史进步的过程
　七、人类历史的目的——人道
第五章　席勒：历史与审美
　一、何谓世界通史
　二、研究世界通史的目的
　三、审美教育和审美国度
第六章　费希特：历史与世界计划
　一、知识学与历史哲学
　二、世界计划
　三、历史的分期
　四、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
第七章　谢林：历史与必然和自由的统一
　一、历史哲学在谢林早期哲学中的地位
　二、法治制度是人创造的第二自然
　三、历史是必然与自由的统一
　四、历史是绝对不断启示的过程
　五、历史的分期和进步
第八章　洪堡：历史与历史真理
　一、历史的动因
　二、历史中的理念
　三、历史研究的方法
第九章　黑格尔：历史与理性
　一、历史哲学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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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察历史的方法
　三、理性统治着世界历史
　四、理性的狡计
　五、世界历史个人
　六、国家是自由的实现
　七、民族精神和世界历史民族
　八、历史的地理基础
　九、世界历史的行程
　十、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批判
结束语：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历史哲学大势
后记
修订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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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奥托生活在经院哲学初步繁荣的时代，与以前几个世纪相比，经院哲学家对思辨、对理性的
更多的强调和重视对奥托无疑有深刻的影响，更何况他还是德意志皇族的一员。
这些因素都使奥托在比奥古斯丁更大的程度上肯定世俗的历史。
但另一方面，奥托时代的基督教会已成为一个现实的、凌驾于各国君主之上的权力中心，远非奥古斯
丁时代的国教地位所能比拟，这种现实在奥托的历史神学中的反映就是上帝之国与教会的进一步等同
。
两种显然对立的倾向同时出现在这位思想家的观点中，不能不说是一个痛苦的矛盾。
如何解决或者调和这一矛盾，也就成为奥托给后世提出的课题。
梅里斯认为：“中世纪缔造了历史哲学的三大形态。
奥古斯丁处于开端，他给予中世纪历史哲学以典型的形式。
弗勒辛的奥托意味着中世纪世界观的顶峰，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意味着中世纪哲学的重要的结束语
。
”而这个结束语的特征也恰恰就表现为教会和国家关系的和解。
事实上，托马斯·阿奎那并无意于建立一种历史哲学。
然而，他依据亚里士多德哲学所建立起的那个无所不包的宗教哲学体系，却为新的历史哲学思想的产
生扫清了道路。
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等级制中，一切存在被划分成两个大的体系，即感性的现实和超感性的现实
，或日自然的王国与神恩的王国。
而人的灵魂正是这两个王国的衔接部。
作为分离的形式它向往超感性世界，而作为内在的形式，作为生命的力量，它又转向感性世界。
人同时是这两个世界的公民。
而在尘世中，与感性世界相应的人类组织是帝国，与超感性世界相对应的是教会。
人也可以同时是帝国和教会的成员。
于是，国家不再被纯粹看作是恶的代表，不再与上帝之国处于尖锐的对立中。
虽然国家仍没有绝对的价值，但至少已有相对的价值，在上帝的救世计划中履行一定的使命，是神恩
的救世道路上的一站。
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但丁，其历史哲学思想
正是从托马斯·阿奎那的上述观点出发的。
在但丁看来，统一是人类的本性，是人类所分有的神性，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
由于上帝的本性是统一，上帝所创造的人类也就分有了上帝的这种本性。
但是，由于人类的始祖对上帝犯了罪，这种原初的统一也就被打破了。
既然人的存在目的就是回归上帝，因此，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也就是重建这种统一，这也是上帝的意
旨所要求的。
“人类只有尽其所能与上帝相像，才能处于最佳状态，而人类又只有达到完全统一才接近上帝的形象
，因为统一的真正基础就是上帝本身。
”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但丁和奥古斯丁之间也就没有原则上的区别。
但与奥古斯丁不同，但丁认为，作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目的、作为上帝的意旨的统一既具有伦理、宗教
的性质，也具有政治、社会的性质，因而也就包含着两种统一形式，即教会和世界帝国。
梅里斯认为：“相对于奥古斯丁和弗勒辛的奥托的历史图像，但丁的历史哲学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一种
巨大的进步，这首先是因为，宗教对他来说已不再被看作是唯一的上帝之子，而是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文化力量，特别是帝国，相对于教会取得了一种独立的价值意义。
”教会和帝国都是人类统一这个终极目的的暂时性实现，都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都是直接受权于
上帝。
教会是所有精神事务的绝对统治者，是道德和宗教事务的最高仲裁，帝国则是世俗事务的绝对统治者
，是尘世的最高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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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具有同等的权力，只有二者完全分离、互不干涉，上帝的意旨才能得到有效的贯彻。
世界历史也就是这两种力量分而治之的历史，而历史的终极目的则是文化借助帝国和教会在全世界范
围内的扩展，最终建立一个和平的统一国度，这也就是上帝之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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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修订版)》为哲学文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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