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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准备时期的哲学、德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康德的批判哲学、 费希特
的哲学（附：莱茵哈特和雅可比的哲学观点）、谢林的哲学、黑格尔的哲学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方哲学史 下册>>

作者简介

全增嘏（1903-1984），著名外国哲学史家。
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7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并修完全部博士课程，抗战前后，曾任英
文《中国评论》周刊编辑、《论语》主编、英文《天下月刊》编辑，1942年起担任复旦大学外文系教
授、系主任及校图书馆馆长，1956年任复旦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主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西
方现代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并成为全国西方哲学史专业第一批博导，1958年开始任《辞海》编委兼
外国哲学史分科主编，1979年任《哲学大辞典》副主编兼外国哲学史卷主编等职。
主要译作著作有《西洋哲学小史》《不可知主义批判》宇宙发展史概论》《爱因斯坦论著选编》《牛
顿自然哲学著作选》《华莱士著作集》《自然科学史》（梅森著）、《西方哲学史》（上、下册主编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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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康德的批判哲学（一）——关于感性的理论（数学如何可能）　　康德的批判哲学的中心
任务是要解决知识的问题、认识论的问题；解决知识本身是否可能，如何可能；解决能不能认识世界
以及在认识世界时能够达到什么界限的问题。
换句话说，在未认识事物以前，先得要确定我们认识事物的能力本身。
康德的这种提法强调不要根据认识过程本身来检验我们能不能确切地认识事物，而是离开经验，来预
先估计和确定我们的认识能力。
这也就是说要在认识过程以前决定我们能不能认识世界，来确定我们能够深入事物的程度。
这就好比是教人在岸上先学会了游泳然后再下水一样。
康德之所以这样提出哲学的任务，乃是由于他认为以前的唯理论与经验论都没有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就
断言人的理性可以完全认识事物，或者断言人的经验可以认识事物是缺乏根据的武断，所以他提出要
考察人的认识有多大的能力。
其实，唯心论的唯理论与唯心论的经验论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不了解人的理性认识能力有多大的范围
，而是在于他们否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否认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认识世界。
康德不是去批判反对唯物主义的倾向，而是批判理性，给理性划定范围，形成了一整套的先验论，所
以他在这一点上与这两派是一致的。
人的认识能力是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增长起来的，不参加社会的实践就不可能有对事物内部本质
的认识，对事物本质的理性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康德离开了实践的认识活动去考察认识，这就必然走到从人的主观活动中去寻找知识的来源，认为知
识是头脑中自生的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知识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
这就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康德把知识分为三类：数学的知识，自然
科学的知识和哲学的知识。
这本书的中心内容由两大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先验感性论”，其中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数学知识是否可能，如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
第二部分是“先验逻辑”，又分为“先验的分析论”和“先验的辩证论”。
前者要解决“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否可能，如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后者要解决“形而上学是否可
能，如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
康德认为：当时数学与自然科学已经证明是一种可靠的知识，因而已经用不着讨论“是否可能”的问
题，只讨论“如何可能”就行了；而形而上学则纷争不已，还不能证明是可靠的知识，还要讨论是否
可能的问题；他认为当时的各种形而上学体系还不能成立，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通过对纯粹理性的
批判在将来是可以成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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