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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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通过自己的存在论把思维原则奠定在自由原则之上，从而使思维原则与自由原则统一起来，共同
构成了社会的基本原则而承担起了近代社会。
由此，一切伦理学和政治学不仅要具有真理性，更要具有合理性，即要以自由理性为根据。
　　近代哲学不仅把追求真理作为自己的目标，而且把维护自由作为自己的使命。
那么，真理是什么？
自由又是什么？
真理与自由是否有关系，还是毫无关系？
如果没有关系，它们又如何共同构成哲学的根本问题？
如果有关系，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本书通过对康德哲学的重新阐释，不仅探讨了希腊精神与希伯来精神如何在西方古典哲学中得到融通
与统一，而且在存在论层面深入讨论了真理与自由这两个最核心的哲学问题的本质关联，从而为理解
近现代社会的合法性根据提供了一个具有普适性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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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裕生，男，1965年11月生，福建省平和县人，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198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
，1990年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入哲学研究所工作；1991年到河北省涞水县下乡锻炼；1992年考取
哲学研究所在职博士，导师叶秀山先生，199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2002年在德国马堡大学哲学系进修。
2003年晋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德国哲学，基督教哲学 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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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真理的尝试与自由的缺失　　1.1　真理的道路：从Logos到思想　　对于这种获得德性
知识而对感性世界有了“免疫力”的人来说，他的一切行动的根据就是德性知识，因为我们想象不出
还会有别的什么根据能成为他行动的理由。
因此，有了德性之知识，德行就是必然的。
这等于说，有了德性之知识，人们就必定不作恶。
这也就是苏格拉底的另一著名命题“无人自愿犯错”的基本意思。
这里，“犯错”并不是因缺乏或违背某种经验知识而没有做成某事或破坏了某事这种意义上的过错或
犯规，比如，因没有完全掌握制鞋知识而制作了废品鞋。
因缺乏或违背经验知识而导致行为失败这种意义上的过错的确都不是人自愿的，只要人们知道怎样行
动肯定不会成功，人们就不会那样去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自然哲学家”（广义上的“物理学家”）和智者们都会赞同“无人自愿犯错”
这一命题。
如果苏格拉底只是在此意义上提出这一命题，那么他在哲学史上就不会具有他今天占据着的那种地位
。
苏格拉底在这一命题中首先关心的不是人的经验行动，与经验行动的失败相比，道德上的过错对于人
类更具有危害性。
因此，对于人类的“牛虻”来说，首要的任务或使命在于帮助人类避免道德上的过错。
这是苏格拉底不同于智者的一个出发点。
　　单从逻辑的意义上讲，“无人自愿犯错”这一命题实际上就是说，人的一切错误都是在“不知不
觉”中犯下的，没有人明知故犯。
因此，这一命题可以表达为另一个命题：无知使人犯错。
这意味着知识至少是避免犯错误的必要条件。
而在苏格拉底心目中，知识甚至是人在伦理领域避免犯错误的充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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