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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史中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著作，在百年之后的今日加以注释，还是不能希望
它可以极臻完备、无以复加的。
时至今日，有些东西我们是比康德同时代的人清楚多了，可是在另一些主要方面，我们的观点又比康
德反而后退了，而决定我们的见解的历史记载还远远不够完备。
然而此外还有性质上更为严重的一种困难。
《纯粹理性批判》所处理的问题在今日依然是聚讼纷纭的，而这些问题的解释又只能从一定的立场上
来作出。
这一定的立场和形成这立场的哲学环境都有其局限性，而难免影响对原文的体会，使之受到歪曲或者
使其意义模糊。
因此，在这解义中，我尽力避免我个人的武断的或者限于个人的见解。
我唯一的目的乃是尽其所能地达到对康德这部伟大著作的一种毫无偏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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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诸结论对于逻辑学说有其重要的关系。
正如现代几何发生于平行线公理之怀疑对待一样，现代观念论逻辑是奠基于康德对于休谟怀疑学说革
命性后果之证明的。
盖原理既然总不是自明而又不能从经验归纳出来的，那么它们是用什么别的方法建立起来的呢？
康德对于这问题的答复，略述了现在通称为真理前后一贯说这一立场。
人们一向把这种说法归之于黑格尔，其实它的起源是在《纯粹理性批判》。
它所表达的是莱布尼茨的理性论之修正，而这修正是休谟之发现因果公理的综合性而使之不得不然的
。
笛卡儿派诸体系的演绎方法和英国诸哲学流派的归纳方法，都再不能看为是正确描述着科学方法的实
在过程的。
　　一般性的原理要就是先行假定，要就是公准。
如果它们是先验的，它们便是在所有意识的觉知中所先行假定的；如上所述，它们在所使之成为可能
的经验的范围以内有其事实上的有效性的。
如果它们是属于更特殊的性质，它们就是我们在解决某些特殊问题的过程中不得不承认的公准；所以
它们是由试验和失败的方法发现出来的。
它们之有效是按照它们怎样使我们能够把一些现象协调起来，所决定归之于每一现象的实在，是和归
之于每一个其他现象之实在不相冲突的。
　　事实的证明在其一般性质上亦与此相类。
事实这名词不只是有描述意义，而且是有称赞的意味的；它标志着某一知识主体，无论是现实的或可
能的，具有认识的意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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