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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6 日（星期一）晚上                                                                      王艾明 牧师  

第五讲    康德与德国古典哲学 (Kant et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1. 历史背景 

18 世纪的欧洲，主要思潮是以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的启蒙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为中心，

其历史背景是现代工业文明和民族主权国家最初的上升景象。  

 
2. 哲学议题 

关于主体性成为哲学的核心议题，形成了从康德开始的哲学转型，即，唯心主义哲学时期

（Idealism）;康德的哲学作用是在 18 世纪两大主流哲学思潮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 

 
基本问题是：人类是如何获得先验的综合判断（ synthetical a priori ）？进而形成知识和真

理等观念。Mind （心）的思考，将经验论和唯理论各自存在着的不足加以联系。康德认

为这是认识论哲学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从此，德国古典哲学家群体开始出现。 

 
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1781); 《实践理性批判》(1788);《判断力批判》(1790) 

 
3. 《 纯粹理性批判》（1781）和《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1783) 

康德的最初目的是研究人类理性的界限和范围。  

 

+ 先验的(A priori) 和 后天的，或经验的（ A posteriori）知识；Analytic 和 Synthetic 

judgements。 康德区分两种认知方式和两种判断方式: 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 

A priori 知识，即先验的知识，是必然的，普世性的知识，是独立于感觉经验的，如数学； 

A posteriori 知识， 即后天的或经验的知识，是我们从经验（experience）中能够获得特定

知识； 

 
这样，康德就提出了既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原理属于综合的先验性判断，这就是说，

既是先验性，又可以在感知经验中获得，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先验的综合判断是如何能

够获得真理的？ 

 

康德进一步确认，人类的心灵（mind）不是被动地接收感官提供的信息，而是主动地成形

和使感觉信息知性化。而这个主动的成形和知性化的方式是先验的，这就是范畴。 

 
先验十二个范畴：通过先验的时间和空间两种人类感知形式或直观形式，将人类感觉认识

变成知识。 

 

+ 本体存在（Greek, νοούμενον, L. noumenon）：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人类感觉经验的完全

不可知的世界。 + 物自体 （G. das Ding an sich, E. Thing-in-itself）；时间和空间；先验范畴

论； 

4. 《实践理性批判》(1788) 和《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 

+   三大理性之理念：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 

《实践理性批判》：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

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7%81%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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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务论伦理学（ Deontological Theories） : 定言令式和假言令式（Categorical 

Imperative;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5. 《判断力批判》1790 科学和目的论哲学（Teleology）论题，通常哲学史上理解为康德的美

学理论（Aesthetics）。 

 

小结： 康德的批判哲学的核心是确认人类的纯粹理性（Pure reason）, 如推理

（reasoning）, 判断（judging）和言说仅仅有效于可感知的客体，而非本体论世界

（noumenon），因此，要限定人类理性的范围，涉及到信仰的问题，谨防依赖理性思维

去试图证明或证伪，否则必导致谬误。对于人类而言，其理性的价值和尊严，唯有在道德

律层面才可获得有效性。 这一断言，激发起当时欧洲哲学界的巨大震动，真正造成了他所

预言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他的批判哲学体系的回应和反动，就形成了德国观念主义

哲学运动，又被称为“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概述 

特指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德国哲学界因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引发的一场哲学运

动，以德国观念主义哲学（German Idealism）为名, 连接着欧洲启蒙运动的政治革命和浪漫主义

思潮。主要哲学家为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谢林（Friedrich Shcelling, 

1775-1854）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 Hegel, 1770-1831）,一直到施莱尔马赫 。 

1. 黑格尔哲学（  G. W. F. Hegel, 1770-1831） 

+ 绝对精神；客观和主观；运动变化；正题、反题与合题；辩证法，意识和物质；第一性和第二

性；思维与存在；矛盾；对立统一； 

+ 物质存在依据自然律；精神存在依据自由律； 

+ 上帝在其哲学中被称为理念（Idea），是在人的经验认知之外的宇宙和绝对存在。人的精神或

心灵是理念的呈现和展示，逻辑学发生的辩证过程揭示出上帝的绝对性。形式和范畴作为人类认

识世界的方式直接引领人类去认知事物的客观本质。神圣的精神是在变动着的自然、世界和历史

中显示自身。  + 法哲学； + 国家哲学  

  

2. 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 E. Schleiermacher, 1768-1834） 

+ 哲学观点和贡献 

1） 继承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创建解释学哲学流派（Hermeneutics）; 

2） 汲取浪漫主义的时代价值，重视情感、友谊、审美、弥补过度强调理性对个人乃是教会精

神生活的约束和僵化； 

3） 将宗教的本质界定为个人的“敬虔”：   

4） 否认历史教会的许多正统教义，开创了自由主义神学思潮和传统； 

5） 卡尔· 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新正统神学运动（Neo-Orthodoxy），纠正自由主义

神学传统在欧洲的主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