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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理与敬义：康德道德哲学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康德道德哲学的产生和理论转向、康德道德
哲学的基础、康德道德哲学的轴心和枢机——实践理性、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指向、康德道德哲学批
判、康德道德哲学的现代启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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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康德认为把理念和范畴区别开来，作为在种类、来源和使用上完全不同的知识，对于建立
一种包括所有这些先天知识体系的科学非常重要。
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次做出的澄清，避免理智概念长期的误用。
 纯粹的理智认识概念是在经验里提供的，并通过经验证实。
但是理性认识的理念则不是。
而且纯粹理性要想发现错误也很困难。
理性理念自身的辩证法是不可避免的假象，不能把事物看成自在之物，做客观的、教条式的探讨，只
能将之看成现象，做主观的探讨，才能对它加以限制。
我们可以看出，在康德的理论中，感性是属于知觉的，知性[理智]是属于经验的，那么理性是属于什
么呢？
理性主要是对事物的现象，对事物的主观探讨，是一种先天的结构图式，是借助于理念的完整推理表
现出来的。
 不过，康德认为，区分几种知识的来源，还是为了把各自所属的概念推演出来，从而使形而上学的知
识得到完整体现。
但在理性理念的推理过程中，理念的使用和范畴的使用是完全不同的。
 与理智（知性）的范畴不同，“理性理念对我们的理智在经验上的使用毫无用处，我们在这方面甚至
可以完全抛开它不管” （4：331）。
如关于灵魂是否是一个实体，对于解释灵魂现象就无关紧要。
关于世界的有始或永恒的宇宙学理念，对于说明世界本身，也无用处。
自然界是出于一个至上存在体的安排，也要避免做任何解释，若解释就是自然哲学的破产。
由此康德引出了对三种理性理念的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康德此处的论证是站在形而上学立场之上，其目的在于搞清理性理念一旦出现对理智
的超验使用就会出现辩证的困难。
这是不同于《实践理性批判》当中对三个公设的说明。
这在后文还将详细加以论证。
 其实，康德在此担心的并不是理智逾越自己的界限跑到纯粹思维存在体的领域里去。
由于理性不满足于理智规则的任何经验使用，只有把理智推出它的领域，一方面使经验的对象表现在
经验捉摸不到的系列里，另一方面则在经验系列之外寻找一个本体，并摆脱经验条件的限制，理性就
终于功德圆满了。
 在康德看来，他所要分析的三种理性理念都属于本体概念。
这些本体概念是先验的理念，这些理念不是为了夸大概念，而是扩大这些概念的经验使用，但这些理
念却会引诱理智去做超验的使用。
由于这种诱骗，要想把理智（知性）限制在经验范围内非常困难，即使有科学的训练也只能勉强地做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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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明理与敬义: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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