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德的信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康德的信仰>>

13位ISBN编号：9787214049162

10位ISBN编号：7214049163

出版时间：2008年6月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广明

页数：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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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的信仰>>

前言

　　江苏人民出版社自2002年出版这套“纯粹哲学丛书”已有五年，共出书12本，如今归入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凤凰文库”继续出版，趁改版机会，关于“纯粹哲学”还有一些话要说。
　　“纯粹哲学”的理念不只是从“纯粹的人”、“高尚的人”、“摆脱私利”、“摆脱低级趣味”
这些意思引申出来的，而是将这个意思与专业的哲学问题，特别是与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结合起来思
考，提出“纯粹哲学”也是希望“哲学”“把握住”“自己”。
　　这个提法，也有人善意地提出质询，谓世上并无“纯粹”的东西，事物都是“复杂”的，“纯粹
哲学”总给人以“脱离实际”的感觉。
这种感觉以我们这个年龄段或更年长些的人为甚。
当我的学生刚提出来的时候，我也有所疑虑，消除这个疑虑的理路，已经在2002年的“序”中说了，
过了这几年，这个理路倒是还有一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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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原来康德要坚持住哲学知识论的纯粹性而又具有经验的内容，要有两个方面的思想准备。
一方面“理性”要妥善地引进经验的内容，另一方面要防止那本不是经验的东西“混进来”。
按照近年的康德研究的说法，“理性”好像一个王国，对于它自己的王国拥有“立法权”，凡进入这
个王国的都要服从理性为它们制定的法律。
康德认为，就科学知识来说，只有那些感觉经验的东西，应被允许进入这个知识的王国，成为它的臣
民；而那些根本不是感觉经验的东西，亦即不能成为经验对象的东西，譬如“神一上帝”，乃是一个
“观念一理念”，在感觉经验世界不存在相应的对象，所以它不能是知识王国的臣民，它要是进来了
，就会不服从理性为知识制定的法律，在这个王国里，就会闹矛盾，而科学知识是要克服矛盾的，如
果出现不可避免的矛盾，知识王国一科学的大厦，就要土崩瓦解了。
所以康德在他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里，一方面要仔细研究理性的立法作用；另一方面要
仔细厘定理性的职权范围，防止越出经验的范围之外，越过了自己的权限——防止理性的僭越，管了
那本不是它的臣民的事。
　　康德至善概念的含义是什么？
是自由和自然的一致。
基于至善而设定的上帝存在的含义是什么？
只有当自由和自然协调为一时，上帝才会降临。
自由和自然的这种终极关系如何可能？
因美而可能。
美是道德的象征，是信仰的路径，是整个批判哲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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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代表作有专著《理念与神——柏拉图的理念思想及其神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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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卷一　康德的理念思想　　二　纯粹理性批判　　§4　康德的理念　　§4.1　论一般的理念　
　如果需要从康德之前的西方哲学传统中，寻找一个对康德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的人物，这个人肯定
是柏拉图；如果需要在这传统中寻找一个对康德来说最为要紧的概念，这个概念一定是理念，柏拉图
的理念。
哈曼对康德最为不满之处，是康德只知道关心理性，而根本上忽视了对语言的关注和研究。
啥曼无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语言确实不是康德哲学的兴趣。
在批判哲学中，康德极少涉及语言问题，只有一处例外，而这个例外被安置在“先验辩证论”第一章
“论一般的理念”的开头：　　尽管我们的语言极为丰富，毕竟还经常有思想家为找不到精确地适合
其概念的术语而感到窘困，并且由于缺乏这一术语，他既不能为他人所正确理解，甚至也不能为自己
所正确理解。
锻造新词，乃是对语言中的立法的一种鲜有成功的苛求⋯⋯（A312）　　因此之故，如果对某一个概
念来说，只有惟一的一个词在已经采用的含义上与该概念完全适合，那么就应该“审慎地保持它特有
的含义”。
康德所特别强调的这个应该保持且必须保持其特有含义的概念，就是柏拉图的理念概念。
柏拉图创造了这个概念，康德准确地理解和保持了其源初含义，并把它变成批判哲学最核心的概念之
一：　　柏拉图使用理念这一术语，使人清楚地看出，他把它理解为某种不仅绝非借自感官、而且远
远超越亚里士多德所探讨的知性概念的东西，因为在经验中永远找不到某种与它相应的东西。
在他那里，理念是事物本身的原型，不仅仅像范畴那样是可能经验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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