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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3部分）是黑格尔《精神哲学》的中文首译本。
精神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组成）的最后、也是最高和最难的
部分。
原书除绪论外，划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大篇。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3部分）是完整地把握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人学实质和深远影
响的重要著作，其主观精神篇可说是黑格尔关于人的心灵和认识的具体发展的惟一专著。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3部分）是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近现代西方哲学
及其相互关系的学人所不可或缺的西方古典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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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黑格尔 译者：杨祖陶杨祖陶，1927年生于四川达县。
1945—1950年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汤用彤、贺麟、郑昕，洪谦诸教
授，毕业后留校任教。
1959年调武汉大学执教，任西方哲学教研室主任。
现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顾问、湖北省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
长期从事西方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一贯把第一线教学视为天职，讲课的逻辑魅力至今仍为听众所难
忘和称道。
专攻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治学严谨，造诣精深。
代表著作有：《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国家教委高校出版社优秀学术著作奖)；《康德黑格尔哲学
研究》；《欧洲哲学史稿》(陈修斋、杨祖陶著)(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等奖)；《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指
要》(杨祖陶，邓晓芒著)(教育部第二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康德三大批判精粹》(杨祖陶，邓晓
芒编译)。
康德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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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导言绪论精神的概念划分第一篇 主观精神A．人类学灵魂a．自然灵魂自然的质自然的变化感受b
．感觉灵魂在其直接性中的感觉灵魂[1．生命的形式上的主体性]1．做梦2．母腹中的孩子3．个体对
其守护神的关系[2．感觉灵魂的实在的主体性]自身感觉1．痴呆，精神涣散，蠢态2．疯狂状态的第二
种主要形式一真正的傻3．疯狂状态的第三种主要形式——癫狂或精神病疯狂的治疗习惯c．现实灵
魂B．精神现象学意识a．意识本身感性意识知觉知性b．自我意识欲望承认的自我意识普遍的自我意
识c．理性：C．心理学精神a．理论精神直观表象回想想像力记忆思维b．实践精神实践感觉冲动和任
意幸福c．自由精神第二篇 客观精神划分A．法a．财产b．契约c．法与不法B．道德a．故意b．意图和
福利c．善和恶C．伦理AA．家庭BB．市民社会a．需要的系统b．司法c．警察和同业公会CC．国家内
部国家法外部国家法世界历史法第三篇 绝对精神A．艺术B．启示的宗教C．哲学人名索引术语索引译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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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附释）在§.385里，精神被区分为三种主要的形态——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并同
时指出了从第一种形态进展到第二种形态和从第二种形态进展到第三种形态的必然性。
我们曾经把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的那个精神形态称为主观精神，因为在这里精神还在其未发展的概念中
，还没有使它的概念成为自己的对象。
但是精神在它的这种主观性里同时是客观的，具有某种直接的实在性，精神通过这种实在性的扬弃才
成为自为的，才达到自己本身，达到对其概念，即其主观性的把握。
因此，人们同样可以说，精神起初是客观的而应当成为主观的，正如反过来说，精神起初是主观的而
必须使自己成为客观的一样。
因此，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的区别不能认为是一种僵死的区别。
从开端起我们就必须不把精神了解为单纯的概念、即一个仅仅主观的东西，而必须了解为理念、即主
观东西和客观东西的统一，同时从这个开端出发的每一进展都是对于精神的最初简单主观性的一种超
出，都是精神的实在性或客观性中的一种进步。
这个发展产生出一系列的形态，这些形态虽然必须从经验上来加以陈述，不过在哲学的考察里却不可
以始终外在地相互并列地放在一起，而是必须当作一个诸确定概念的必然系列的相应表现来认识，只
有在它们表现这样一个概念系列的限度内，它们对于哲学思维来说才是有兴趣的。
可是现在我们首先只能保证式地陈述主观精神的各个不同形态；它们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主观精神的确
定的发展才会显露出来。
　　主观精神的三种主要形态是：1）灵魂，2）意识，和3）精神本身。
精神作为灵魂具有抽象普遍性的形式，作为意识具有特殊化的形式，作为自为存在着的精神则具有个
别性的形式。
概念的发展就这样地体现在精神的发展中。
为什么在上面这一节里，与主观精神的上述三种形态相应的科学的三个部分获得了人类学、精神现象
学和心理学的名称，这从关于主观精神的科学的内容所作的进一步的临时性陈述中就会得到说明。
　　直接的精神必须构成我们考察的开端；但直接的精神就是自然精神，即灵魂。
如果以为可以从精神的单纯概念开始，那就是一个错误；因为，如已说过的，精神始终是理念，因而
是实现了的概念。
不过精神的概念在开始时还不可能具有它在抽象思维里所得到的那种间接的实在性；精神的实在性虽
然在开始时必须已经是某种抽象的实在性，——只有这样它的实在性才符合于精神的观念性，——但
是这种实在性必然还是非间接的，还不是建立起来的实在性，因而是一种存在着的、外在于精神的实
在性，一种为自然界所给予的实在性。
因此，我们必须从还囿于自然界的、与其形体性联系在一起的、还不是在自己本身内存在着的、还不
自由的精神开始。
人的这个——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基础就是人类学的对象。
在关于主观精神的科学的这一部分里，被思考的精神概念只是在我们——考察精神的人们里面，而还
不在对象本身里面；在这里，构成我们考察的对象的是精神的仅仅单纯存在着的概念，是还没有把握
自己的概念的、还在自己外存在着的精神。
　　在人类学里，第一个东西是质上确定的、束缚在自己种种自然规定上的灵魂（例如，种族的区别
就属于此）。
灵魂从这种与其自然性的合而为一中走出来进入与自然性的对立和斗争之中（属于这方面的有疯狂和
梦游症的状态）。
随着这种斗争而来的是灵魂对于其形体性的胜利，是这种形体性之降低为并完全降低成了灵魂的某种
符号，即成了灵魂的体现。
这样一来灵魂的观念性就在其形体性中显露出来，而精神的这种实在性就以一种本身却还是形体的方
式在观念上建立起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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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期盼已久的黑格尔的最后一部尚未译成中文的重要著作《精神哲学》的中译本，日前已由著名德
国古典哲学专家杨祖陶先生由德文译出，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该书是构成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哲学全书》的三大部分（《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
中的最后一部分，也是内容最丰富、人文气息最浓厚的部分，因为它直接讨论的是人的世界和人的精
神生活。
用黑格尔本人的话说：“关于精神的知识是最具体的，因而是最高和最难的。
”书中直接探讨了人类精神从自然状态中产生、发展、形成并向高处升华的各个阶段，涉及到人类学
、精神现象学、心理学、权利或法、道德、伦理、国家、历史、艺术、宗教和哲学，构成从主观精神
到客观精神再到绝对精神的三阶段进展。
但本书用力最多、篇幅最大的还是主观精神部分（占全书2/3），特别是其中的“人类学”的部分（占
全书1/2）。
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的部分的内容，当时已有黑格尔进行过详细探讨的《法哲学原理》单行本出版，
同时他还通过开设各门相应课程而对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已有更深入的发挥，这些讲课内容将由后人
整理为《历史哲学讲演录》、《美学讲演录》、《宗教哲学讲演录》和《哲学史讲演录》单独出版，
因而在该书中只须提纲挈领地展示个大概线索就行了。
另方面也是由于，人类精神如何从自然界中历史地产生出来，以及精神与自然之间的细致的层次划分
，这个问题是黑格尔构建他的精神哲学体系最关紧要的一环，这一环不交代清楚，他的整个哲学体系
就接不上头，而将趋于解体。
而这一过程的开端，就是“人类学”。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黑格尔对于这个精神和自然还处于混淆不清、精神随时可能退回到自然、
但又不断地努力挣扎向高处超升的环节如此感兴趣了。
这是人类精神的发生学，是最能够体现人类精神的本质倾向的一环，然而，当人类从这一环节超越出
来，进入到客观精神生活的光天化日之下，人的灵魂的这个婴儿期就被置于阴影中了，它只是在某些
不经意的甚至病态的场合下才向人们泄露出来，如做梦、感官的反射、下意识的情绪或者精神病状的
情况，对这个阴影王国的探索历来只是少数专家和医生的专业研究的领域。
至于人类精神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带来的不同民族和种族的气质、禀赋及民族性格，也只是一些探
险家和人种学家们搜集来作为猎奇的兴趣和饭后谈资而为人们所知，通常的哲学是不屑于关注这些事
情的。
对这些材料投以哲学家的眼光并将之纳入到哲学的解释中来的，前面有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作为先
例。
黑格尔的人类学显然有许多受到康德《实用人类学》影响的痕迹，但无可置疑的是，他的哲学眼光比
康德的更加自觉，同时也更有历史感。
康德的人类学是平面的，虽然偶尔也有对人类某种素质的起源的猜测和思考，但通常都限于比较学和
博物学的层次，止步于分门别类的规定。
黑格尔的人类学则把人类精神的产生看作一个从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复杂化的自我超越过程，并将之
与整个哲学体系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结构。
所以黑格尔首次使人类学变成了一门“精神哲学”，而不再只是一门实证的、或顶多是“实用的”人
类学。
 　　主观精神的另一个重点是“心理学”，其篇幅虽然不如“人类学”那么大，但也几乎接近于后面
的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总和。
在心理学前面的“精神现象学”则谈得很简略，只涉及黑格尔早先发表的《精神现象学》一书中的“
意识”部分。
在这里，人类学、精神现象学和心理学的主题被分别规定为灵魂、意识和精神。
到了精神阶段，就进入到了精神哲学的正题，这就是“心理学”所讨论的主题。
这里的“心理学”比通常意义的心理科学含义更广，实际上是心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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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关注的是人类的主观精神如何凭借自己内在的力量而实现出来，最后成为客观精神的。
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在此也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自康德以来从理论精神到实践精神并由此达到自由精
神的基本构想，而所谓客观精神，无非就是客观化了的自由精神。
本书后面的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的部分似乎没有提供出更多新鲜的东西，有许多环节基本上只是一个
存目，一种提示，是为了维持他体系的起码的完整性而不可缺少的。
只有结合黑格尔的其他著作，我们才能看出他这个体系的无与伦比的丰富和充实，真是相当于一部“
百科全书”! 　　由于黑格尔《精神哲学》一书的这些特点，也必然给该书的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
除了通常为人们所公认的行文的晦涩之外，首先是书中繁多的人名、地名和各种专业术语的查找，花
费了杨先生很多时间和精力。
所幸杨师母肖静宁教授是医学硕士出身，对生理学和脑科学是本行，在这方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其次，由于术语众多，如何把握译名的分寸也是颇费斟酌的。
我在此仅举一例，如“表象”的三个环节“回想”、“想象力”和“记忆”，其中“回想”
（Ednnemns）按正常译法应译作“记忆”或“回忆”，从而与这里译作“记忆”的Cedachtnis区分不
开。
但杨先生把前者译作“回想”，既没有偏离该词的本义，同时又表明了它只是一种尚未确定的回忆，
只是去“想”，只是想的活动，还不一定“想”得起来；而“记忆”则肯定是已经确定地记起来了的
表象。
这就把其中微妙的层次清晰地区分出来了。
在目前国内众多的译家中，肯做这样细致的分辨工作的并不多见，而在哲学经典著作的翻译中，没有
这番“炼字”的功夫，就很难传达作者真切的意思。
我一直认为，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经过了一百年，现在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应该有一个质的飞跃，这
就是必须在术语的精确化上有更进一步的要求。
以往的翻译只要译出个大概的意思就行了，因为那时国内学界对西方的东西知之不多，信息贫乏，急
于“博览群书”，疏于研究考证。
但现在已进入到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再停留于以往那样的要求之上，我们对西方的东西永远只能
知道一些皮毛。
我们现在对经典著作的翻译应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是要提供出一个不只是让入门者增加知识面、而且
是能够给专家做深入研究的可信的译本。
多年来的实践经验表明，中国学者仅仅依靠外文来做西方哲学研究是做不深入的，而必须要有好的中
译本来对照外语原文，才能真正把握西方思想的神韵，使之成为中国当代思想的精神财富。
否则仍然只能是中外思想两张皮，各自不搭界。
 　　所以我历来也强调，好的中译本不但要用词准确，而且最好能够附上详细的术语索引，便于学者
考证和研究。
这本来是国外做学问的通例，但至今还没有引起国人的普遍重视，人们也许以为这很枯燥，也很琐碎
，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但其实对于那些真正想要深入研究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一道重要工序。
杨先生这本书后就附有一个比较详细的索引。
也许只有自己做过索引的人才知道，杨先生以八十高龄而在译稿完成后坚持用手工抄写做完这道工序
有多么困难，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
做索引决不只是把书中词汇简单地挑出来和按照字母（或拼音）排列一下就完事了，如果那样，完全
可以找人来代劳，或用电脑来处理，甚至嘱咐出版社帮忙弄一下就行了。
其实做索引是对自己的译文的一次全面的检查、推敲和调整，要落实到每个词能否全书贯通；如果不
能贯通，是否自己理解得还不够透彻，是否需要重译，以免出现一词两译或多译；如果实在不能统一
译名，是否还需要加注说明。
这些事是不能请研究生代替的，甚至任何别人都不能代替，而只能由译者自己去琢磨。
当然也可以利用原书的索引，但那也不够，因为原书索引是针对西方人的，并不能满足中国读者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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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例如杨先生就利用了英译本的索引，但他还是增加了不少自选的条目。
何况原有索引只能提示哪些词是重要的术语，并不能告诉你如何译。
我与杨先生在多年前共同合作翻译康德的三大批判时就立下了一个翻译理念作为努力的目标：“让哲
学说汉语!”杨先生这个译本是符合我们的这一翻译理念的，它可以成为中国人研究黑格尔哲学思想的
一个“研究版”。
 　　最后我想谈谈杨先生的翻译态度，这一点我以前也曾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过，杨先生对待翻译工作
极其认真，少有的严谨。
该书的翻译是杨先生四十年前受命于贺麟先生而开始动手做的一项工程，当时就已经译出了一些手稿
，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完成（仅部分被选编人《黑格尔论矛盾》一书），但却一直萦绕于怀，未曾稍
忘。
后来又全力投入与我合作研究康德哲学和翻译康德三大批判，直到2003年三大批判完工，才马不停蹄
地回到这项未竟工程上来。
全部译稿实际上在2004年底、2005年初即已完工，但杨先生坚持还要写一个长篇导言来介绍黑格尔这
本书的思想脉络，而这一写就写了近半年。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译者导言”，洋洋洒洒三万余字，对该书的背景、思路、结构、内容和意义做
了全面的介绍和分析。
我曾建议他把这个导言先期在刊物上发表一下，他没有同意。
我觉得杨先生似乎根本就不关心他的工作什么时候能够面世，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维乐趣之中了。
书的校样出来后，他和肖老师两人又夜以继日地进行逐字校对，这样又是一个多月，让我们这些旁观
者等得好不心焦!现在书终于出来了，我充分理解杨先生在“后记”中所表达的心情：“四十年的宿愿
终于实现了”，以及肖老师的赞辞：“壮年梦想暮年圆”，因赋诗一首，以志庆贺： 　　——贺杨先
生黑格尔《精神哲学》译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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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精神哲学:哲学全书》(第3部分)译文力求切合原著原意，为了帮助读者阅读，书前附有"译者导言"；
书中增添了必要的注释；书后附有中德对照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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