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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黑格尔的逻辑学》内容简介：作者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并不是单纯介绍黑格尔的逻辑学，其首
先介绍黑格尔的思想，然后探讨它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充当各门科学的概括。
进而在被认为是黑格尔错了的地方，论述作者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向。
《黑格尔的逻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对黑格尔逻辑学进行的系统分析，视野广阔，细致入
微，提出一些新问题和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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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村一人（1905-1977），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学科毕业，曾任法政大学
教授，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在日本几场哲学论战中崭露头角。
日文德译日有黑格尔《小逻辑》、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等，俄文有列宁《哲学笔记》，中文有毛泽
东《实践论》、《矛盾论》。
韩树英，1922年生，辽宁省大连市人。
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名誉会长。
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执行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
会副会长。
主编《通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等，著有《哲学与社会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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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作为范畴批判的逻辑学我在前一章中已明确指出，黑格尔逻辑学的对象，简言之就是范畴
。
不过，仅只这些，还没有说明黑格尔研究范畴的独特方法。
我已经说过，黑格尔的研究是亚里士多德以后最广泛的范畴研究，即是说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可以
看到亚里士多德以外任何哲学家都不能与之比拟的丰富的范畴。
黑格尔是企图网罗全部范畴的。
当然，所谓网罗全部范畴，只是就科学发展的特定阶段而言，这种工作是决不能一劳永逸地一举完成
的。
因为，如果科学的进步发现了新的最普遍的规定，逻辑学就必须将它吸收到自己里面来，从而和科学
共同前进；即使是已经发现的范畴，也会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日益丰富它的内容。
而作为科学之哲学概括的逻辑学，要不断地去探求范畴的总体这是不言而喻的。
对全部范畴既可以作简单的枚举和毫无联系的研究，也可以作有联系的考察。
黑格尔是企图在他的逻辑学中展开范畴的整个体系的。
他企图从必然联系中来把握各个存在领域所共同的、最普遍的全部规定。
这个问题，如果从主观方面来说，也可以这样表述：他是企图说明凡是对对象作全面考察的场合所不
可缺少的最普遍的观点的总体。
在这种整体地去处理范畴的做法中，可以看到黑格尔的最具有独创性的地方：一个是从最单纯的东西
出发，在必然联系中逐步展开范畴的发展观点；另一个是黑格尔为此目的而对各个范畴所进行的独自
的批判。
这两者当然是不可分的，不过，我打算从后者开始进行说明。
任何人读黑格尔的逻辑学都可以看出，黑格尔是从“有”这样单纯的范畴出发，逐步展开更为具体的
范畴的。
人们也可以看到，每个范畴都不过是整体的一个环节。
不过，通常人们的注意力被黑格尔的范畴的“自我发展”所吸引，而往往忽略它的真正的意义，即对
各个范畴的批判在认识上的意义。
本来，并不存在范畴的自我发展，这是黑格尔的根本错误之一。
在表现实在发展各个阶段的各种概念之间，会存在着发展阶段这种联系。
然而，在为一切阶段所共有的各种规定之间，却并不存在现实的发展的这种联系。
它们是同时并存的规定；如果在这里看到发展，那不过是认识的发展，是所经历的同时的联系的思维
过程。
我们只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探索到黑格尔对各个范畴的态度的积极意义。
其实，这也是由黑格尔自己说得十分明白的，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与黑格尔的思辨和形而上学的一面所
不能比的深刻见解。
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道：“在通常意识里，关于思想型式（范畴）的真理问题就从来不会发生。
据此，逻辑学的职务，亦可以说是在于研究思想的型式以察其把握真理的能力和限度。
”（着重点是引者加的）在黑格尔看来，通常人们认为只有把范畴应用于对象时才发生真假的问题。
然而问题不能局限于此，人们还必须把范畴即最普遍的规定本身作为对象，来研究它的认识价值问题
。
如果说，考察对象时所不可缺少的最普遍的观点的全体就是范畴的体系，那末，各个范畴就是全体观
点的一个方面、一个环节，而在全体之中占有特定的位置，有着它的局限性。
每一范畴虽然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但单它本身仍不过仅仅是一个方面，是有局限性的观点。
考察它的局限性，明确各个范畴的肯定内容，同时又探索它的否定面，这就是黑格尔的独特的范畴批
判。
当然，这种普遍的观点的全体也还是抽象的，认识不能到此就算完结。
不过，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科学的逻辑学，它内部的全面性的要求，则在于探究各个范畴的界限和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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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环节。
黑格尔在《小逻辑》的《概论逻辑学性质》这一部分中，批判了旧形而上学、经验主义、批判主义、
直接知识的立场。
贯穿在其中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上述的真正的范畴批判的要求。
首先就旧形而上学来说，在黑格尔看来，它的无批判性并不在于它认为可以用思想去把握对象本质这
种朴素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旧形而上学比批判哲学是更为正确的。
那末，把它说成无批判的，其理由究竟何在呢？
这就是，旧形而上学虽然例如以世界这种整体的东西作为对象，却满足于用一个一个的范畴来乱套，
而不知道各个范畴的界限。
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即“它认为思想规定，在抽象状态下（即不考虑它的联系），其本身就是有效用
的，可以成为真正实在的谓词。
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以为只要加上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而既不考察知性规定的特殊内容与价
值，也不考察纯用加上谓词来说明绝对的方法是否妥当。
”黑格尔的这一指责包含着十分重要的东西。
通常我们认为把某一谓词和主词结合起来，事情便已经结束。
因为，判断和事实相符合，就表示出这一判断的正确性。
然而，某一谓词和主词的正确结合，并不意味着主词由此已经得到全面的认识，这不过表明它的一个
方面已被认识而已。
只有对象在思想中得到全面的再现，而且只有各种规定不是简单的堆积，而是从单纯的规定到更为具
体的规定沿着它的内在联系前进，以此将它全面地再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算是真正认识了对象。
这个问题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意味着，把各个规定放在它们应占的位置上和正确的联系中，并认识它们
的界限。
旧形而上学认为每一个谓词本身就是绝对完善的，因此，旧形而上学不能达到真正的全体。
黑格尔说：“这些谓词因为是同一主词的谓词而互相结合在一起，但就它们的内容而言，又各各相异
。
”要想把对象全面地再现出来，就既要充分分析对象的构成要素，同时又必须去找寻那用内在联系把
这些要素统一成为有机整体的否定环节。
对一般的概念认识都是可以像上面这样说，而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到考察范畴本身的意义。
这就是，不仅要研究各个范畴究竟能否适用于对象，而且要进一步考察它们在全面的认识中占有什么
样的地位，它们本身能把握真理到什么程度。
换言之，黑格尔逻辑学虽然把对对象作全面考察时一般所不可缺乏的最普遍观点的整体抽象出来当作
研究的对象，但是它也不得不探讨各个观点在整体中是在何种程度上并如何的不可缺少，以及各个观
点的不足之点。
可见，在黑格尔逻辑学中，把概念联结起来的发条，简单说来就是否定的环节。
黑格尔在《大逻辑》的绪论中说：“促使概念自身向前推演的就是存在在概念自身之中的否定，它构
成真正辩证的东西。
”（克洛肯纳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第53页）每一个范畴，只要是整体的必然构成要素，就具有正
确的积极的性质。
然而，它们既然只是一个要素，一个阶段，它们就是不充分的，就在其中隐藏有否定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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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黑格尔的逻辑学》作者松村一人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东京大学文学部哲学学科毕业，曾
任法政大学教授，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在日本几场哲学论战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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