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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　　我们可以把出自先天原则的认识能力称之为纯粹理性，而把讨它的可能性和界限所作的
一般研究称之为纯粹理性批判：尽管我们所理解的这种能力只是在其理论运用中的理性，如同在第一
部著作中也已经以那种命名出现过的那样，那时还没有打算把理性能力作为实践理性并按照其特殊原
则来加以研究。
于是那种批判就只是指向我们先天地认识事物的能力，所以只是讨论认识能力，而排除愉快和不愉快
的情感和欲求能力；而在诸认识能力中则根据其先天原则来讨论知性，而排除(作为同属于理论认识的
能力的)判断力和理性，因为在这一进程中的情况是，除了知性以外，任何别的认识能力都不可能提供
出构成性的先天认识原则。
所以这个批判按照其他每一种能力或许会自以为出于自己的根芽而在知识的现金资产中所拥有的份额
，对所有这些能力加以审查，它没有剩下别的，只有知性先天地作为对自然、即诸现象的总和(这些现
象的形式同样也是先天被给予的)的规律而制定的东西；但这个批判使所有其他的纯粹概念都听从理念
的指点，这些理念对于我们的理论认识能力来说是言过其实的，但却或许并不是无用的和可以缺少的
，而是用作调节性的原则：一方面抑制知性的这种令人担忧的僭妄，好像它(由于它能够先天地定出它
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的可能性条件)由此就把任何——般物的可能性也包括在这个界限内了似的；另方
面在考察自然界时按照一条知性永远也达不到的 完整性原则来引导知性本身，并由此来促进一切知识
的最终意图。
　　所以真正说来是知性，就其含有先天的构成性认识原则而言，作为拥有，也就是在认识能力中拥
有它自己的领地的知性，本应当通过一般地这样称呼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在所有其他有资格的能力面前
确保自己独占的财产。
同样，仅仅只在欲求能力方面包含有 先天构成性原则的那种理性，它的财产已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被分
得了。
　　那么，在我们认识能力的秩序中，在知性和理性之间构成一个 中介环节的判断力，是否也有自己
的先天原则；这些先天原则是构 成性的还是仅仅调节性的(因而表明没有任何自己的领地)，并且 它是
否会把规则先天地赋予作为认识能力和欲求能力之间的中介 环节的愉快和不愉快的情感(正如同知性
对认识能力、理性对欲求能力先天地制定规律那样)：这些正是目前的这个判断力的批判所要讨论的。
　　对于纯粹理性，即对我们根据先天原则进行判断的能力所作的一个批判，如果不把判断力的批判(
判断力作为认识能力自身也提出了这一要求)作为自己的一个特殊部分来讨论的话，它就会是不完整的
；尽管判断力的诸原则在一个纯粹哲学体系里并不能在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之间构成任何特殊的部分
，而只能在必要时随机附加于双方中的任何一方。
因为，如果这样一个体系要想有一天在形而上学这个普遍的名称下实现出来的话(完全做到这一点是可
能的，而且对于理性在一切方面的运用是极为重要的)：那么这个批判就必须对这个大厦的基地预先作
出这样深的探查，直到奠定不依赖于经验的那些原则之能力的最初基础，以便大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
不会沉陷下去，否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全体的倒塌。
　　但从判断力(它的正确运用是如此地必要和被普遍地要求着，因而在健全知性这一名目下所意指的
没有别的，而正是这种能力)的本性中我们很容易相信，要发现它所特有的某种原则，必定会伴随着巨
大的困难(因为任何一条原则它都必须先天地包含于自身内，否则它就不会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能力而
本身受到最通常的批判了)，尽管如此，这种原则必须不是从先天概念中推导出来的；因为这些概念属
于知性，而判断力只针对知性的应用。
所以判断力本身应当指示某种概念，通过这概念本来并不是认识事物，而只是充当判断力本身的规则
，但也不是充当一条判断力可以使自己的判断与之相适合的客观规则，因为为此又将需要一个另外的
判断力，以便能够分辨该判断是否属于这个规则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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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审美判断力的分析论、崇高的分析论、审美判断力的辩证论、目的论判断力的分析论、目的论判
断力的辩证论等内容。
《判断力批评》在国内已有两个译本，一个是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卷宗白华译本和下卷韦卓民
译本，二是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全译本。
目前这个本子是第三个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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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康德 译者：邓晓芒马尔腾，已去世80年。
曾著有《奋力向前》等50部书。
译者简介：肖文键，译有《自动自发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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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56．鉴赏的二律背反的表现     鉴赏的第一句套话就是这个命题，每个缺乏鉴赏的人都想到用这个
命题来抵制对自己的指责：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鉴赏。
这就意味着：这种判断的规定根据只是主观的（即快乐和痛苦）；而这判断无权要求别人的必然赞同
。
    鉴赏的第二句套话，是那些甚至承认鉴赏判断有权宣布对每个人都有效的人也运用的，这就是：关
于鉴赏是不能争辩的。
这就意味着：一个鉴赏判断的规定根据虽然也可能是客观的，但不可能被放到确定的概念上来，因而
关于这个判断本身没有任何东西能通过证明而得到判定，虽然对它很可以并且能够有理由来加以争执
。
因为争执和争辩虽然在它们试图通过诸判断的相互反对而产生出它们的一致这一点上是同样的，但其
差别在于：后者希望把这一点按照那些作为证明根据的确定概念而产生出来，因而把客观的概念假定
为这个判断的根据。
但在这一点被看作是不可行的地方，这种争辩也就同样被评判为不可行的。
    容易看出，在这两句套话中间还缺了一个命题，这命题虽然并未以谚语的方式流传，但却包含在每
个人的思想中，这就是：关于鉴赏可以争执（虽然不能争辩）。
但这个命题包含着上面第一个命题的反面。
因为只要容许对什么东西应当争执，也就必然会有在相互间达成一致的希望；因而人们就必须能指望
判断的那些不只具有私人的有效性、因此不仅仅是主观的根据；然而这与前面那条原理：每一个人都
有他自己的鉴赏，是恰相反对的。
    所以在鉴赏原则方面就表现出如下的二律背反：    1）正题。
鉴赏判断不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因为否则对它就可以进行争辩了（即可以通过证明来决断）。
    2）反题。
鉴赏判断是建立在概念之上的；因为否则尽管这种判断有差异，也就连对此进行争执都不可能了（即
不可能要求他人必然赞同这一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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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判断力批评》在国内已有两个译本，一个是196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上卷宗白华译本和下卷韦
卓民译本，二是1992年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牟宗三全译本。
目前这个本子是第三个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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