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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自由问题最初是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第三个二律背反当中提
出来的。
作为先验理念的自由，是在与必然的相互矛盾中呈现出来的，二者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正题：按照
自然律的因果律并不是世界的全部现象都可以由之导出的惟一因果性。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还有必要假定一种由自由而来的因果性。
反题：没有什么自由，相反，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只是按照自然律而发生的。
”①在康德看来，自由的先验理念之所以必须存在，是因为如果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无一例外地服从
于机械性的自然因果律，那么，这个因果序列就只有相对的开始而没有绝对的开始，因为自然因果律
永远需要追溯更早的原因，从而导致这个无穷回溯的因果序列永远不可能完成，这有悖于充足理由律
，不可能说明世界何以存在。
因此，在自然律的因果性之外，必定还存在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由因果性，它是一种绝对自发的原因，
自身之外不再有其他原因，从而是自由的。
根据康德对现象界与物自体的区分，自然因果律作为知性的法则适用于经验现象，而自由因果性作为
先验的理念适用于物自体。
由此，自然与自由之间的二律背反便迎刃而解。
然而，由于自由因果性只是提供了能够与自然因果性并行不悖的可能性，因此这种自由还只是消极意
义上的先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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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在审美与自由的相互关系中，虽然自由的最终实现取决于审美，但自由却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根
本出发点与核心，就此而言，在二者之中，自由居于决定性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康德不是为了解决审美问题而诉诸道德理论，而是为了解决道德问题即自由如何能感性实现
的问题而诉诸美学。
因而，康德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为了解决悬而未决的自由问题而出现的，在康德批判哲学的整个体系
中，作为这个有机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拥有相对独立的地位。
正是由于康德美学的这一特征，最终改变了康德批判哲学的特征。
康德批判哲学的出发点因为立足于现象与本体、自然与自由的截然对立而具有鲜明的二元论特征，然
而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矢志不移地决意将二元论坚持到底。
随着批判哲学的发展，康德最终找到了审美的途径来化解二元对立的矛盾，从而，康德批判哲学的归
宿最后由于自然与自由的统一以及自由的感性实现而宣告完成。
由于康德美学在康德批判哲学中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系统地研究哲学应当从美的理论开始，这样
一来善和真就会被揭示得更加充分”。
①对此，康德本人也明确宣称对于审美判断力的批判是“一切哲学的入门”。
②因此，无论是研究康德批判哲学当中的认识论问题，还是伦理学问题，都必须与审美问题结合起来
。
而长期以来，人们却普遍忽略了这一点，从而导致康德批判哲学的研究出现在知、意、情三足鼎立式
的管中窥豹、略见其斑而不见全貌的局面，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康德哲学被肢解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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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在此，首先感谢我的硕士生导师袁鼎生教授与博士生导师章建刚研究员。
在本人的学习、生活与工作方面，两位先生诲人不倦，关怀备至，这些都使我获益匪浅、受益终生。
其次，感谢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所营造的鼓励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自由的良好学术氛围。
最后，也感谢家人对我一以贯之的支持。
本书作为对康德哲学和美学的一种诠释，只是我对康德的管窥之见，挂一漏万，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与
不足之处，恳请诸位专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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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由的审美之路:康德美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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