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13位ISBN编号：9787535563453

10位ISBN编号：7535563457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湖南教育出版社

作者：朱学平

页数：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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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融合>>

前言

　　我们从黑格尔青年时代作品开始，来更好地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意义。
　　——伊波利特　　在《精神现象学》出版以前，除了《卡特密信》（匿名出版）、《费希特和谢
林哲学体系的差别》两个小册子以及发表在《哲学批判杂志》上面不多的几篇文章（其中包括《论自
然法的科学探讨方式》、《信仰与知识》等）以外，黑格尔在其长达15年左右的思想形成时期留下了
大量的手稿和笔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这些手稿、笔记和他公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一道全面展示了《精神现象学》之前黑格尔思想蜿蜒曲折
的发展，对于我们理解黑格尔与康德、费希特、谢林以及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之间的内在
关系，理解黑格尔哲学的本质及其成熟时期的著作如《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科学百科
全书》和《法哲学》等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同时，黑格尔的早期思想也并不仅仅是其成熟思想的形成史，相反，这些思考自身即具有其独特的意
义和价值。
　　德国学界对黑格尔早期思想一直都比较关注。
罗森克兰茨撰写的《黑格尔传》最早系统论述了黑格尔早期思想的发展，①此后海谋步其后尘，进行
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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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士研究生教育是中国教育也是世界各国教育的最高阶段。
    博士论文则是博士研究生成果的最后集成。
    博士论文是如何写成的呢?论文的指导老师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呢?他们是如何指
导博士论文写作的呢?    如果你正在关心这个问题，本丛书应能给你恰当的解答。
    本丛书所收博士论文全部由邓晓芒教授点评。
    邓晓芒教授，现供职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长期从事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与教学，在国内外学术界享
有盛誉。
  　名师出高徒。
　  邓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肯定是高徒。
他特别推荐点评的这些博士论文当然也就绝非一般。
    看看这些论文研究的题目也就知道，这绝非一般学人敢轻易涉猎之领域：    《论康德的知性与理性
》(易晓波著)，研究的是康德哲学中最重要也最容易混淆的两个基本概念；    《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与
融合》  (朱学平著)，述说的是青年黑格尔思想形成与转变过程，这对黑格尔研究极其重要；    《哲学
、语言与生活》(苏德超著)，谈论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这对理解20世纪西方哲学的转向意义
重大；    《图像与本质》  (耿涛著)，所做的则是胡塞尔图像意识的现象学辨证，这也是个难题，尤其
对现象学来说。
    论文本身的高质量，加上名师进行点评，锦上添花。
    由名师对博士论文进行点评并汇集成书，这在国内出版界则更是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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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Ⅱ否定或纯粹自由或犯罪　　自然伦理是在关系中的伦理，在这里个人由原始的感觉上升到形式
、概念或抽象的普遍性，所以黑格尔说“自然自身不过是直观从属于概念”，即从直观进到抽象的反
思阶段，后者相当于在《论自然法》中所批评的康德、费希特的形式主义的阶段。
但正如《论自然法》中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形式主义并没有真正摆脱有限，因而绝对伦理还必须要超
出这一有限的、知性的阶段，因为这一阶段只不过是“绝对从属于概念”，而绝对伦理则是概念和直
观的统一，是先验直观，它必须要超越这一抽象的反思阶段。
　　形式或者抽象的知性阶段虽然达到了普遍性，但在黑格尔看来这种普遍性实际上只不过是特殊的
规定性被提高到形式的普遍性，只是一种抽象的普遍，而非具体的普遍。
在现实中，它体现为抽象的法律的统治，其中人与人达到的只是一种外在的统一，而黑格尔所寻求的
则是古典社会所拥有的活生生的伦理上的统一。
黑格尔早年宗教改革的思想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而在《基督教的精神及其命运》中开始了对于这一
问题的比较深入的思考，是《伦理体系》这一称作“否定或自由或犯罪”部分的先声。
在《基督教精神及其命运》中，黑格尔首次从犯罪和惩罚的角度切入这一主题。
犯罪是对实证的法律的否定，但这种否定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否定，与肯定的（实证的）东西直接处于
对立之中。
耶稣从人、从主体性出发，直接违犯犹太教的各种客观的礼节仪文，从而与整个现实世界直接处于矛
盾之中。
耶稣看到了现实的缺陷，但他只是通过否定来反对它，这种与有限的现实对立的否定物、天国、纯粹
自由的领域，同样也只是一种抽象的知性物，现实并没有真正被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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