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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超绝发生学原理》的第1卷。
在这本书中，作者钱捷以康德的超绝演绎为案例表明一般超绝哲学应是一种奠基性、内在性和构成性
三者统一的体系，并揭示了这种体系的语义学特征，给出了它的总体性质关系式，提出了它的完备形
式必为一种超绝发生学的构想。
接着，作者具体地分析了迄今存在过的三种主要的超绝哲学形态，即康德的超绝演绎、后康德主义者(
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辩证的超绝观念论和胡塞尔的超绝现象学，分别指出了它们各自的基本理路
与系统特征，以及它们所存在的困难与不足。
因此，这本《超绝发生学原理(第1卷)》可以看做作为超绝哲学完备形式的超绝发生学的一个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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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那种将康德关于其“批判哲学”的缘起的两种说法，也就是说
休谟问题与二律背反视为毫无关系的做法是缺乏充分的理由的。
相反，在康德本人的表述中，就已经暗示了休谟问题与二律背反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
在本章一开始我们引用的关于“批判哲学”的缘起的第一段话中，康德说道：“[因果性]这个概念是
否能验前地被理性所思维，是否因此具有一种独立于一切经验的内在的真，从而是否具有一种更为广
泛的、不为经验的对象所局限的使用价值：这才是休谟所期待要讨论的问题。
”其中后两个“是否”问题分别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为：如果因果性概念本身是验前的，则它为何
能够必然地对经验有效？
以及这种知性的因果性概念是否能够超出可能经验而对自在之物，或者说，超出现象界而对本体有效
？
不难看出，这后一个问题所针对的正是二律背反。
具体地说，正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出的四个二律背反中的后两个，即所谓“动力学性二律背反
”。
因此，在康德的意识中，休谟问题作为“批判哲学”的起因与二律背反作为“批判哲学”的起因这两
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矛盾。
因为至少是在因果性这个概念上，休谟问题是蕴涵了二律背反的问题的。
我们将表明，康德的这种认识不仅有着深刻的逻辑根据，而且也反映了他的“批判哲学”形成的历史
事实。
 为了看清这里的问题，让我们简要地陈述休谟问题提出的理由。
 经验论哲学的固有内涵，到休谟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观念原子论”。
这种观念原子论以“观念”为认识的基本单元，通过联想律，观念问形成种种组合，由此构成了各种
思想认识。
而归根到底，观念来自于感性的直接性——简单的感觉印象。
观念原子论的感觉论立场将这种观念的原则当然地视为事物本身的原则。
于是当休谟断定观念的原子是“我所能形成的最小的广延部分的观念”的时候，它也必然同时成为事
物的基元。
正是按着这样的逻辑，观念原子论使休谟拒绝接受“无限分割”的实在性，从而将事物的连续性视为
假象。
他说：“总而言之，我可以断言：[无数的部分]的观念和无限的广延观念原是同一个观念；任何有限
的广延都不能包含无数的部分，因此任何有限的广延都不是无限可分的。
”这样，在否定了笛卡尔式的广延一空间概念之后，很自然地，休谟也否定了因果联系自身的必然性
。
因为从本身不过是某些观念或感觉印象的“原因”与“结果”的出现，即使这种出现曾经表现得有一
种时间上相似的相继性，这除了会激起我们心灵的某种活动——习惯——从而将它们联想为处于某种
“因果关系”之中外，这种联系其实并不存在；特别是，从观念原子论，也就是从观念一事物的存在
不可能是连续的原则来看，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实在的必然因果联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绝发生学原理（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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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