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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中国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视角出发，吸取国内外西方哲学研究的成果，编写出一套多卷本的西方哲学
通史，以此总结和促进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这是一些前辈专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已有过的设想。
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极“左”思潮禁锢的解除，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进入了可以有组织、有规划进行
的新阶段，许多专家纷纷要求把原来的设想纳入现实日程。
1983年在福州举行的第一届国家社科基金哲学学科项目规划会就曾决定，集中国内有关单位的专业力
量，共同编撰多卷本的西方哲学通史，并把通史的编写作为课题正式列入国家规划之中。
然而，由于参与单位多、观点分歧大等原因，这一课题后来未能按规划执行。
原来分工负责编写古希腊罗马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阶段的专家，在从事专题
研究和资料编译、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些研究成果和资料的出版对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性的西方哲学通
史终究未能问世，毕竟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事实上，当我们需要查阅较为详细的西方哲学史读物时，还只能利用考普尔斯顿（F.Copleston）等西
方学者撰写的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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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路德与宗教改革的影响、莱布尼兹一沃尔夫的哲学遗产、莱辛、赫尔德与德国的启蒙运动、歌德
和席勒：德国文学艺术的杰出代表、牛顿、休谟和英国文化的渗透、斯宾诺莎主义的入侵、卢梭与法
国革命的多棱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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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　弗·施莱格尔  第六章　德国古典哲学的客观化——谢林  　第一节　谢林的同一哲学体系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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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世  　第四节　黑格尔成熟时期的哲学体系    第五节　精神哲学    第六节　青年黑格尔主义者  
外文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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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德国古典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毋庸讳言，德国古典哲学乃是西方哲学史的一个有机
的组成部分。
作为断代史，德国古典哲学也和其他分卷一样，在写作上面临着如下的困难：作者不但应该阐明它的
思想之“源”，即它与相应的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也应该阐明它的思想之“流
”，即它一方面如何传承了以前世代和同时代人的问题意识和思想资源，并把它们主题化；另一方面
又如何开启了以后世代的思考方向，从而使整个哲学史发展的连续性得到真实的刻画。
事实上，把开掘“源”和“流”这两方面的任务综合起来，也就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
整个历史文化背景作出比较全面的考察。
我们将通过以下七节的内容来完成这一考察工作。
第一节 路德与宗教改革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德国古典哲学，甚至从莱布尼兹以来的整个德国哲学都
是由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运动催生出来的，以至海涅干脆宣布德国哲学是“新教教会的女
儿”，并在叙述路德的新教思想时指出：“凡是承认宗教改革的诸侯，都把这种思想自由合法化了，
思想自由开出的一朵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花朵便是德国哲学。
”那么，路德发动的宗教改革究竟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
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出生于德国东部的爱斯莱本，从小接受的是天主教会的正统教
育。
他先就读于爱尔福特大学，1505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计划研习法学。
但他攻读法律才两个月，就突然决定进入一家修道院。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据说，1505年春，爱尔福特曾经爆发黑死病，路德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离开那里，返回自己家乡的
。
“不久之后，在路德探家后返回爱尔福特的途中，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
7月2日，路德在距爱尔福特不远的施图特尔海姆遇到了一场强烈的雷暴。
出于对这场风暴的恐惧，他向圣安娜起誓，愿意成为一名修道士。
”于是，路德在爱尔福特加入了奥古斯丁修道会。
1507年2月，他被任命为牧师，继续研究哲学和神学。
1512年10月，路德从维滕堡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该校讲授《圣经》，还经常在社会上布
道，对教会人士和世俗政权的弊端进行抨击。
不久，路德卷入了关于赎罪券的论战。
1517年10月31日，他把抨击赎罪券交易的95条论纲张贴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
其中两条是：32．那些持有赎罪券而自信得了救的人，将和他们的师傅永远一同被定罪。
36．每一个真悔改的基督徒，即令没有赎罪券，也完全脱离了处罚和罪责。
如果说，上面列出的第36条论纲直截了当地点穿了赎罪券神话的荒谬性，那么，第32条论纲则把矛头
直接指向那些从事赎罪券交易的人，尤其是那些推销赎罪券的教士们。
路德当时并不打算策动一场对罗马教廷的反叛，但其95条论纲却在民众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掀起了轩
然大波。
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也是始料不及的。
教皇下令奥古斯丁修道会会长和其他人去扑灭这场刚刚燃起的火焰。
于是，从1518年起，先后举行了海德堡、奥格斯堡、阿尔滕堡、莱比锡和沃尔姆斯的辩论会，路德不
但拒绝认错，而且镇定自若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1520年9月底，由教皇发布的、谴责路德的教谕被公开宣布了。
“允许路德公开认错的60天在11月底到期。
然而，他非但不认错，还对他的敌人进行还击，发表了两篇反对教谕的宣言，然后将教谕和教规等一
并公开焚毁。
”尽管后来路德对闵采尔掀起的宗教革命抱拒斥乃至敌视的态度，但他所倡导的新教改革取得了伟大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古典哲学>>

的成功。
路德的另一个重大的功绩是把《圣经》从拉丁语翻译成德语。
借助于新发明的印刷术，路德的《圣经》译本立即普及到整个德意志。
正如海涅所说的：“这种书面语言今天能通行于德国，并赋予这个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国家以一种语言
上的统一。
⋯⋯人们将到处谈论自由，而自由的语言则将是圣经的语言。
”而在路德所倡导的新教思想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以下三个观念：一是关于灵性与血气关系的观念。
路德认为：“人有两个性：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
就人称为灵魂的灵性说，就叫做属灵的人，里面的人，或说新人；就人称为血气的属肉体的性说，就
叫做属血气的人，外表的人，或说旧人。
⋯⋯因有这个性的不同，所以《圣经》说到同一个人，却有两样矛盾的话，就是因为这两种人住在一
个人之内，原来就两不相容，肉体与灵性相争，灵性与肉体相争。
”在路德看来，“灵性”指涉的是灵魂，而“血气”指涉的则是身体。
对于人来说，灵魂和身体通常处于分裂的，甚至争执的状态下。
假如一个人的身体无拘无束，吃喝拉撒都没有问题，甚至能得到很好的享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
灵魂也得到了什么益处，甚至完全可以出现相反的情形，即他的灵魂是非常险恶的。
反之，如果一个人的身体被囚禁，处于饥寒交迫，甚至濒死的状态下，但身体的痛苦并不一定会伤害
到他的灵魂，他的灵魂依然可以是十分善良的。
显然，在灵魂（灵性）与身体（血气）的关系中，路德崇尚的是前者，贬低的是后者。
他认为，前者应该管束后者，而后者则应该服从前者。
人“应该留心借着禁食、警醒、勤劳以及别种合理的操练，操练他的身体，叫身体服在心灵之下，听
从、顺服他里面的人与信。
”既然路德主张身体应该绝对地服从灵魂，那么在他的心目中，什么样的灵魂才是值得他的身体服从
的呢？
路德回答道：“灵魂缺少别的都不要紧，但少不了上帝的道；没有上帝的道，灵魂就无处求助。
但灵魂若有了道，他就是富足，不缺少什么，因为这道就是生命的道，就是真理，光明，平安，公义
，拯救，喜乐，自由，智慧，能力，恩典，荣耀，以及我所想象不到的诸般好处的道。
”在这里，路德又把问题引回到他的新教理论，尤其是对上帝的信仰中。
二是关于信与义关系的观念。
所谓“信”，就是对基督教和上帝的信仰。
路德认为，“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留心的第一件事，是丢弃依靠行为的心，单单多求信的坚固，借着
信不在行为的知识上生长，要在为他受死而且复活的基督耶稣的知识上成长，如同彼得在他的前书（
指《罗马书》——引者）末章所说的；因为没有别事可使人成为基督徒”。
在路德看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的虔诚的信仰远比他做善事的行为更重要。
所谓“义”也就是好或善；“义人”也就是上帝面前的好人、善人；而“称义”也就是灵魂得到拯救
，成为上帝面前的新人。
把“信”与“义”综合起来，也就是路德常说的“因信称义”。
但这个观念并不是路德创造出来的。
实际上，保罗在《罗马书》中早已说过：“心里相信，就可称义。
”在信与义的关系上，路德把信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上。
他甚至认为，“基督徒在信里就有了一切，再不需用什么行为使他称义”。
毋庸讳言，路德之所以如此尖锐地把“信”与“行为”对立起来，并对单纯的（即没有信仰背景的）
行为（包括善行）取极端蔑视的态度，因为关于赎罪券的辩论给他的核心启示是：判断一个基督徒是
不是“义人”的根本标准不是他的某个行为（如购买赎罪券），而是在于他心里究竟信不信上帝。
显然，重视“信”与重视“灵魂”、轻视“行为”与轻视“身体”完全是一回事。
三是关于自由与受捆关系的观念。
路德这里所说的“自由”和“受捆”都是针对人的灵魂（或心灵）来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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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为了使知识浅薄的人——因为我只是服侍这等人——易于明了起见，我就先提出两个论心
灵自由与受捆的主题，就是：一、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
二、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人管辖。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万人之主”和“万人之仆”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和地位，它们究竟是
如何统一在同一个基督徒身上的呢？
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必须了解，在路德的语境中，“自由”与“受捆”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路德告诉我们：“这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也就是我们的信；这个自由并不是叫我们过懒惰、邪恶的生
活，乃是不需以律法与行为称义来得救。
”显然，路德把“自由”与“信”视为同样含义的概念。
也就是说，自由不在于一个人的身体可以为所欲为，而在于其灵魂对上帝的绝对的信仰。
这种信仰已经自觉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根本不需要律法的外在约束，也不需要通过行为体现出来。
这种无条件的、绝对的“信”导致一个基督徒与上帝的合一，因而他和上帝一样成了“万人之主”。
路德把这样的自由称做“一种属灵的真自由⋯⋯这一个自由高出一切外表的自由，有如天高出地。
但愿基督帮助我们明白并保守这自由。
”至于“受捆”，也就是一个基督徒心甘情愿地置身于由“信”所引起的“爱”中。
而“爱的本性就是随时服侍，并受所爱之人的管辖。
基督正是这样：他虽是万有之主，却甘愿服在妇人之下，服在律法之下。
所以他一面是自由的，一面是奴仆；一面有上帝的形象，一面又有奴仆的样式。
”不用说，在路德那里，如果“自由”只指涉灵魂的话，那么“受捆”则指涉身体，因为爱作为情感
，主要是通过身体和行为来表现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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