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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直观的公理”所规定的原则是，“一切直观都是外延的量”。
首先，现象均表现为量，一个客体只有作为量的表象才是能够被思维的。
其次，这种“量”是一种“广延”的量，即部分的表象先行于整体的表象，且.整体的表象是通过对这
些部分的量之表象的延续的综合，始成为可能的。
例如，我们表象一条线，总是从某个点开始，然后在意识中产生出所有的部分，最后形成十条线。
康德认为，这条先验原理给先天知识带来很大的扩展，因为几何学乃是关于空间纯直观的广延的量的
科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哲学史（第六卷）>>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德国古典哲学的界定 二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三 德国古典哲学的特征及代表人物
四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在中国第一篇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第一章 德国启蒙运动   第一节 
德国启蒙运动   第二节 德国启蒙时代的哲学   第三节 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焦点   第四节 德国启蒙运动
的自我理解   第五节 虔敬派运动   第六节 通俗哲学 第二章 与文学并肩而行   第一节 狂飙突进运动：赫
尔德   第二节 从狂飙突进运动到古典文学：席勒   第三节 德国文学的旗帜：歌德   第四节 浪漫派运动
：施莱格尔兄弟 第三章 自然科学迅速发展   第一节 “科学‘的理念   第二节 自然哲学作为自然科学发
展的一种特殊形态   第三节 自然科学成就概观：天文学、数学、化学、生物学 第四章 学院哲学与学术
自由   第一节 哲学在大学的地位   第二节 哲学课程的内容与形式   第三节 哲学与学术自由第二篇 康德 
第一章 生平与著作 第二章 《纯粹理性批判》   第一节 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   第二节 先验感性论   第三
节 先验知性论   第四节 先验理性论 第三章 《实践理论批判》   第一节 《实践理性批判》在康德哲学中
的位置   第二节 实践理性与自由的实在性   第三节 纯粹实践理性基本法则   第四节 纯粹实践理性对象   
第五节 纯粹实践理性的动力 第四章 《判断力批判》   第一节 《判断力批判》的缘起   第二节 反思判断
力的提出   第三节 审美判断力批判   第四节 目的论判断力批判 第五章 政治哲学   第一节 为知识奠基与
为自由辩护   第二节 自由与权利   第三节 一种最好的政体：共和制   第四节 一个哲学的千年王国：永
久和平第三篇 费希特 第一章 生平与著作 第二章 知识学及其演变 第三章 呼唤自由的社会政治学说 第
四章 道德宗教与人性尊严第四篇 谢林 第一章 生平与著作 第二章 自然与精神 第三章 《先验唯心论体
系》 第四章 绝对与人类自由 第五章 宗教与神话第五篇 黑格尔第六篇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主要参考文
献人名索引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哲学史（第六卷）>>

章节摘录

这也就是说，范畴的规则作用在于直观质料的综合方面，在于使直观杂多的综合达到统觉的综合统一
。
在范畴的先验演绎中，康德论证了范畴的这种规則作用，现在他需要进一步做的，是具体展现这些“
范畴的客观运用的规则”，这些规则一起构成了“一切纯粹知性原理的体系”。
这一体系是依据量、质、关系与模态四组范畴衍生出来的，因此相应地共有四种知性思维的原理，它
们分别是“直观的公理”、“知觉的预知”、“经验的类比”和“一般经验思维的公设”。
其中，“直观的公理”和“知觉的预知”属于“数学性的原理”，因为它们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经
验的类比”和“一般经验思维的公设”属于“力学性原理”，它们具有的是推论的确定性。
不过，虽然有此不同，但康德强调，它们作为纯粹知性的思维原理都与“内感官”相关，也就是与时
间的表象相关。
“直观的公理”所规定的原则是，“一切直观都是外延的量”③。
首先，现象均表现为量，一个客体只有作为量的表象才是能够被思维的。
其次，这种“量”是一种“广延”的量，即部分的表象先行于整体的表象，且.整体的表象是通过对这
些部分的量之表象的延续的综合，始成为可能的。
例如，我们表象一条线，总是从某个点开始，然后在意识中产生出所有的部分，最后形成十条线。
康德认为，这条先验原理给先天知识带来很大的扩展，因为几何学乃是关于空间纯直观的广延的量的
科学。
“知觉的预知”这条原理的规定是，“在一切现象中.实在的东西作为感觉的一个对象具有内包的量，
即具有一个度”③。
这条原理涉及的是有关现象中的“质料”的感觉，而不同于“直观的公理”涉及的是现象的“形式”
方面（空间与肘间）的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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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思想是没有国界的，今天，当“全球化”、“地球村”等词语曰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媒体上时，理
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就变得更加重要和必要，因为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之一。
在此要深深感谢叶秀山、王树人两位先生策划了这套八卷本的（西方哲学史》，并邀请我们参加此项
工作。
本书希望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贡献微薄之力，这是西学东渐以来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们极为有幸地邀请到了陈嘉明、韩水法、邓晓芒、黄裕生、谢地坤等同志参加本书的撰写工作。
陈嘉明撰写了第二篇第一、二章，韩水法撰写了第二篇第三章，邓晓芒撰写了第二篇第四章，黄裕生
撰写了第二篇第五章。
谢地坤撰写了第三、四篇。
张慎撰写了绪论和第一、五、六篇，并主持了全书的结构设计和审读，编写了主要参考文献，修改了
人名索引等。
本书邀请到的撰稿人都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某个领域有专门造诣的中年学者，他们既在文本翻译方面
有所建树，又对其中的某些问题有独到的研究。
这次他们能联手就德国古典哲学写点东西，实为难得，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们希望本书既能帮助读者回顾德国18—19世纪的思想史，又能使读者从现代的立场去理解那个特殊
年代的哲学问题，从而在21世纪确定自己的思维定向。
我们期待与读者的交流，更期待同行的批评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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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6卷)》是叶秀山和王树人编写的，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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