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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和我的思想本来曾愿成为的不同，我先把这一统观哲学全范围的概要公诸于世，其最直接的缘由是需
要给听取我的哲学讲演的听众提供一本基础教程。
一本纲要性著作所具有的本性不但不允许依各种观念的内容对它们作甚为完全的发挥，而且尤其限制
对它们的系统推导作出发挥，而只有这种推导才定然包含着人们在另外场合以证明所指谓的东西，和
对一种科学的哲学来说不可或缺的东西。
本书的书名应该一方面能够表明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幅度，另一方面应该也能表明其意欲把细致方面留
待口头讲授的意图。
但是如果以一种有意简要的方式所应讲述的内容是一种已然假定的和众所周知的内容，那么在一本纲
要中更多就不外是要作一种外在合目的性的安排和处理。
由于我们现在的阐述并非属于这种情形，而是依据一种方法对哲学提出一种新的论述，并且如我所希
望的，这种方法作为惟一真实的、与内容同一的方法还将得到承认，所以假使情况先允许我如同就整
体的第一部分、即逻辑那样，已把一部较详尽的著作交给读者，关于哲学的其他部分同样也先行有一
较详尽的著作，那我就真可以认为这一做法对于哲学的这种新的论述，对于公众界才是更有好处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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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黑格尔在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多年讲授哲学课自用的教科书，是黑格尔生前亲自定稿和出版
的四种著作之一，是他自己惟一出过三次的著作，以纲要形式全面阐发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
    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
它把“理念”看做世界的本原，认为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精神现象都是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表现
形式，而“理念”的发展经历了逻辑、自然、精神这样三个阶段，因此他的哲学在此就是对这三个发
展阶段的描述。
黑格尔的这一著作“统观哲学全范围”，包括三个部分：1)逻辑，2)自然哲学，3)精神哲学。
这一著作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庞大的一个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极大地发展了辩证法。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在黑格尔生前分别于181 7、1827、1 830年出了三版，由此也可见黑格尔本人
对这部书的重视，但它在黑格尔去世后的身后命运却颇为曲折。
黑格尔去世后他的一些学生、友人组成一个团体，编辑了一套黑格尔全集，其中的《黑格尔哲学科学
全书纲要》乃取1830年版扩编为三本，方法是在原著上另加大量“附释”，这些“附释”来源于黑氏
的一些手记和他的学生听课时所作的笔记。
这一形式与处理方式为以后黑氏著作的编者一再仿效，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并给人们带来很大困难和
混乱，造成一种假象，仿佛黑格尔的《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这一本出过三版的书，原本是由他的学生
们自己编成的《小逻辑》、《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这样三大本书组成，仿佛那些“附释”是黑
格尔自己的文字，或至少是符合黑格尔自己的想法的。
本书译者采用黑格尔1817、1827、1830年三个原版本，“在可能的范围内来表现黑格尔这本书原来的
制式和原来的样子”，以期在翻译中同样使黑格尔这本著作回到黑格尔原先的制式，摆脱他的学生们
那种非常成问题的编撰，而同时也展示了黑格尔思想发展、演化的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的历程。
加之译者本人是黑格尔哲学研究的耆宿，对黑格尔哲学理解深透，译笔谨严通达，使得本书成为汉语
世界黑格尔著作翻译的重要进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迄今除德语世界外所仅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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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治·威廉·弗利德里希·黑格尔，德国哲学家、古典唯心主义的集大成者，创立了欧洲哲学史上最
庞大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并极大地发展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
恩格斯认为“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
主要著作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和《法哲学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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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1817年版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1827年版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1830年版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章节摘录

这一哲学把思维中我的本原的同一性（即自我意识的先验统一性）陈述为知性概念的确定的根据。
那些由感觉和直观给予的表象就它们的内容而言是一种多样性的东西，而由于它们的形式，由于感性
的彼此相外，它们同样是在自己的两种形式——时间和空间之内。
这种多样性的东西，当我使之与自身关联、把它作为结合到同一意识而结合于自身之内（纯粹统觉）
时，会以此而被带入同一性，带入一种本原性的联结活动。
这种关联活动的确定的方式于是便是那些纯粹知性概念，是那些范畴。
从一方面说，单纯的感知通过范畴的客观性会被提高到经验，但另一方面，由于所给予材料的限定，
这些概念作为单纯主体意识的统一性，自为地还是空洞的，并且只有在经验中才会得到自己的运用和
使用。
由于这种有限性，这些概念是不可能作为绝对物的规定的，因为绝对物不是在一种感知中给定的。
这样一来，知性，或者说通过范畴进行的认识，对于认识自在之物便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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