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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常说，做人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入，如今喝水也要喝"纯净水"，这大概都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到"纯粹哲学"，似乎就会引起某些怀疑，说的人，为避免误解，好像也要做一
番解释，这是什么原因？
我想，这个说法会引起质疑，是有很深的历史和理论的原因的。
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纯粹哲学"的问题？
现在来说"纯粹哲学"。
说哲学的"纯粹性"，乃是针对一种现状，即现在有些号称"哲学"的书或论文，已经脱离了"哲学"这门学
科的基本问题和基本要求，或者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哲学味"，但美其名日"生活哲学"或者甚至"活
的哲学"，而对于那些真正探讨哲学问题的作品，反倒觉得"艰深难懂"，甚至断为"脱离实际"。
在这样的氛围下，几位年轻的有志于哲学研究的朋友提出"纯粹哲学"这个说法，以针砭时弊，我觉得
对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所以也觉得是可以支持的。
人们对于"纯粹哲学"的疑虑也是由来已久。
在哲学里，什么叫"纯粹"？
按照西方哲学近代的传统，"纯粹（rein，pure）"就是"不杂经验"、"跟经验无关"，或者"不由经验总结
、概括出来"这类的意思，总之是和"经验"相对立的意思。
把这层意思说得清楚彻底的是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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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叔本华是德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性人物。
本书对他的“意志自由”思想的分析，就是由批判和继承两条线索来说明的。
一是侧重于他对德国古典哲学中绝对理性的批评，在批判中发展出意志自由；一是侧重于他对德国古
典哲学的继承，特别是对康德实践理性中意志自由的继承，所谓“自在之物即意志”。
　　本书立足于叔本华哲学的核心概念“意志自由”，梳理它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地位，发掘它的内
在逻辑和理路，并力图考察叔本华哲学中意志、表象和理念之间的关系，化解叔本华哲学中的各种矛
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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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理性到非理性第一节 康德的理性的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是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与《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的主要研究课题，它是《纯粹理性批判》中对理性认识能力的起源和界限的检查
工作的继续。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探讨了人类的各种认识能力：感性、知性和理性，为知识划定了界限—
—理性的使用范围只能在经验世界。
但理性同时具有一种自然趋向，要求进一步寻求现象后面的根据，要求把经验的知识追溯到无限者，
于是出现了理性的必然的概念——先验理念(自由、上帝和灵魂)，出现了自在之物。
康德又说：“对于此概念，无相应之对象能在感官之经验中授与者”，“吾人不能知是否有此概念所
能应用之任何对象——关于此种存在形相之可能性，吾人并无方法决定之——故此概念绝不产生知识
”。
①其意是，在经验世界找不到与先验理念相对应的对象，先验理念不可能进入认识领域，因而我们并
没有关于它们的任何知识。
理性虽然有认识无限者的要求，却没有能力达到这个要求，理性在超验的使用中必然陷入矛盾。
由此康德将理性划分为理论的和实践的。
理论理性力图防止理性的僭越，否定纯粹理性的各种先验假设，这是关于理性的经验使用的问题，即
知识的问题；实践理性力图防止理性的降格，否定经验的实践理性，这是关于理性的超验使用的问题
，即本体的问题。
思考、理解本体的关键就在于“意志自由”。
康德的“意志自由”与感性经验无关，它以实践理性为依据，在道德法则的保证下，由观念的变为实
在的，并走向“至善”。
由此，康德为解决本体问题开辟了一条道路。
只有“意志自由”能提出“自在之物”的问题①，“自在之物”也只向“意志自由”显现。
这是一条从实践理性出发的意志的自由创造的道路。
与此同时，康德哲学中感性与理性、现象与本体的分离，以及重理性形式轻感性内容的倾向也显露无
遗。
对其意志自由的质疑，是以理性形式作为前提将如何产生行动的力量，或说意志自由是否具有实在的
力量。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

后记

我原本是学文学的，对哲学的兴趣始于硕士时期，真正念哲学书则是读博士学位时才开始的。
非常幸运的是我考到了叶秀山老师门下。
针对我的情况，叶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上了一堂入门课，教我如何读哲学书。
其中的主要意思后来整理成一篇文章，叫做《与新生谈读哲学书》。
由于有了正确的方法，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念哲学书比较晚这一弱点。
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我一边补西方哲学史的课，一边主要阅读康德、黑格尔的书，特别是《纯粹
理性批判》和《精神现象学》。
刚开始的感觉是恍若置身云雾，大多数时候根本不明白他们在说些什么。
间或有一丝领悟，又不禁飘飘然。
正是这点飘然之乐促使我坚持了下来。
这三年念得非常辛苦。
不仅仅是因为师门对哲学之“纯粹性”的强调，也在于阅读原著对语言方面的要求。
“纯粹”，在我看来就是不搀杂任何以实用为目的的东西。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与现实生活脱节了。
但是从对待生活的态度以及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理想来看，恰是生活的正确轨道，也符合我的性情和理
想。
学习语言则是我自小就喜欢的一件事，有机会再学一门语言是非常高兴的。
所以我不断努力以思进取。
辛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性别问题，在于我是女性。
这决不是为自己本书写得不好而找的托词，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事实。
通常认为哲学是男人的学科，这话不是随便乱说的，只有身处其中才会有比较真切的感受。
因此我虽然暗下决心要做出点东西给大家看看，却往往有力不从心之感。
不过我也决不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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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意志及其解脱之路：叔本华哲学思想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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