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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康德的第一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是其三大批判著作，也是其全部哲学著述中意义最为特殊和
重大的巨著。
正是这部巨著开始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哲学革命，改变了整个西方哲学前进发展的方向
和进程。
正是这部巨著，奠定了整个批判哲学体系以及往后的全部哲学研究工作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和
形而上学的基础。
也正是这部巨著，成了康德哲学对后世直到当代西方哲学方方面面的经久不衰的深刻影响的最本原的
源泉。
人们常说康德哲学是“现代哲学的源泉”①，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历史上的转折点”②，人们在这
样说时，心目中首先想到的和所指的毫无疑问就是康德的这部巨著。
因此，英国的著名康德哲学专家、《纯粹理性批判》第四个英译本③的译者、《康德（纯粹理I生批判
）解义》一书的作者康蒲·斯密有充分的理由而且十分正确地宣称：“《纯粹理性批判》是哲学史中
转折点上的一部经典著作。
”④《纯粹理性批判》的完成不是一朝一夕，甚或三年五载之功。
它是康德从1770年起长达11年之久的潜心研究、上下求索、反复尝试、千锤百炼和呕心沥血的成果。
它初版于1781年，再版于1787年，第二版对第一版的某些部分做了重大的修改，甚至重写。
后世研究康德哲学的学者，有的推崇和强调第一版，有的推崇和强调第二版，但无论持哪种观点的人
，都一致同意必须把两个版本结合起来研究，不可有所偏废。
所以，后来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单行本，无论是德文本或其他文字的译本，一般都是把两版的异
文全部包含在内的合刊本，并在栏外注明版次和页次——以A代表第一版，以B代表第二版，A、B之
后的数字则指该原版的页码。
《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贯彻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或一条主线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
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
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
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
由此可见，《纯粹理性批判》的使命是为真正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而这样
性质的“纯粹理性批判”虽然属于一般形而上学，但本身并不就是形而上学，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
“入门”、“初阶”或“导论”。
由于康德把只涉及知识的先天要素即先天的知识形式而不涉及对象的一切知识都称为先验的知识，所
以他认为“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一种研究应称为“先验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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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康德三大批判著作、也是其全部哲学著述中意义最为特殊和重大的巨著，它改变了整个西方哲
学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康德花了11年的时间完成，1781年初版，1787年再版。
贯彻始终的根本指导思想就是：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
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而确定它能
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其使命是为
真正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
全书约有40余万字，除了序言和一个总的导言外，分为“先验要素论”和“先验方法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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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唐德（Kant） 译者：邓晓芒 注释 解说词：杨祖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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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但先验逻辑则也要根据这种借助于单纯否定的谓词所作出的逻辑肯定的价值或内容，来考察该判断，
并考察这种肯定对全部知识带来怎样一种收获。
假如我关于灵魂说道，它不是有死的，那么我就通过一个否定判断至少防止了一个错误。
现在，通过“灵魂是不死的”这一命题，我虽然按逻辑形式来说作出了现实的肯定，这时我把灵魂放
人了不死的存在者的那个无限制的范围之中。
既然有死者在可能存在者的全部范围中包括了一个部分，而不死者则包括了另一部分，所以我的这个
命题所说的无非是，灵魂是当我把有死的东西全部都去掉之后余留下来的无限数量事物中的一个。
但这样一来，一切可能事物的这一无限领域所受到的限制只不过是，有死者被从中排除了，灵魂则被
放在这无限领域中剩余的地方。
但这个剩余的地方即便有这样的排除，却仍然还是无限的，并且还可以去掉其更多的部分，而灵魂的
概念也并不因此就有丝毫的增加和得到肯定的规定。
所以就逻辑范围而言的这些无限判断在一般知识的内容方面实际上只是限制性的，从这一点看它们在
判断中思维的一切契机的先验表中是必定不可跳过去的，因为知性在这里所执行的机能也许在知性的
纯粹先天知识的领域中可以是重要的。
3.思维在判断中的一切关系是：a）谓词对主词的关系，b）根据对结果的关系，c）被划分的知识和这
一划分的全部环节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第一类判断中只考察两个概念，在第二类判断中考察两个判断，在第三类判断中考察相互关联着的
好几个判断。
在“如果确有完全的正义，则一贯作恶的人将受到惩罚”这一假言命题中，实际上包含有两个命题：
“确有完全的正义”，和“一贯作恶的人将受惩罚”。
这两个命题本身是否真实，在这里尚未决定。
通过这一判断所想到的只是这种前后一贯性。
最后，选言判断所包含的是两个或好几个判断彼此的关系，但不是次序上的关系，而是逻辑上的对立
关系，这种对立在于一个命题的领域排除另一个命题的领域，但同时又还是协同性的关系，这种协同
性在于这些命题合起来完成了真正知识的领域，所以这是一个知识领域的诸部分之间的关系，因为每
一部分的领域都是为了真正①知识的全部总和而对另一部分的领域所作的补充，例如，世界要么是通
过盲目的偶然性，要么是通过内部的必然性，要么是通过一个外部的原因而存在的。
这几个命题的每一个都占据着有关一个世界的一般存有的可能知识领域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命题合起
来则占据了整个领域。
把知识从这些领域之一中除开，就意味着把它放进其他领域之一里面去，反之，把它放进某个领域之
中，也就意味着把它从其余领域中除开。
所以在选言判断中有诸知识的某种协同性，这种协同性在于诸知识交相排斥、但却因此而在整体上规
定着那个真实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总括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唯一被给予的知识的全部内容。
而这也只是我觉得为了下面要说的起见所必须说明的。
4.判断的模态是判断的一种十分特殊的机能，它本身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对判断的内容毫无贡献（因为
除了量、质和关系之外再没有什么能构成一个判断的内容的了），而只是关涉到系词在与一般思维相
关时的值。
或然判断是我们把肯定或否定都作为可能的（随意的）来接受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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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纯粹理性批判》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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