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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与杨祖陶老师通力合作七年译出的康德三大批判于2004年出齐，至今又有五年了。
在这五年中，我听到了不少赞誉，也收到了很多有益的意见。
对于赞誉，我将它们视为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鼓励，实际上我知道这个译本还远不是那么完善，有很多
需要修改的地方。
而对于各方面来的意见，我在这里要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些意见，有些是来自素不相识的读者，通过来信或发电子邮件向我表达了他们在阅读过程中发现的
问题；另外还有大量的意见是在我讲解康德哲学原著的研究生课堂上由研究生们提出来的。
多年来，由于我逐字逐句地解读康德的著作，并要求研究生们对照德文和英文原版对我们的翻译进行
字斟句酌，我在课堂上收获了数以百计的修改意见。
这些意见经过我的再思考，大部分都被我采纳并反映在后来的多次重印中了（因此，越是读到后面批
次印本的读者，所读的文本就越精确）。
例如这次将三大批判集结为《合集》再版，我所提供的再修改目录（包括我自己提出的和学生提出的
）总共达三百多处。
但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心里很不踏实，因为我的康德哲学课并没有结束，所涉及的地方，仅限于《
纯粹理性批判》中收入到《康德三大批判精粹》中的那二十多万字，以及《实践理性批判》的前一部
分、《判断力批判》中的一小部分，其他未涉及的部分都没有来得及再作这样仔细的重新审查。
当然，我也知道，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的作品，我们中国人恐怕要经历好几代翻译家的埋头苦干，
才有可能逐渐接近理想的译本，任何单个人的努力只能视为前进路上的路标。
由此我深感任重而道远。
另外要说明的是，我们翻译康德的著作，原本就是出于研究的需要，即我和杨祖陶先生共同合著《康
德（纯粹理性批判）指要》一书，而萌发的一个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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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下册）》包括《康德三大批判合集（上册）》和《康德三大批判合集（
下册）》。
我与杨祖陶老师通力合作七年译出的康德三大批判于2004年出齐，至今又有五年了。
在这五年中，我听到了不少赞誉，也收到了很多有益的意见。
对于赞誉，我将它们视为对我们工作的一种鼓励，实际上我知道这个译本还远不是那么完善，有很多
需要修改的地方。
而对于各方面来的意见，我在这里要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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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康德 译者：邓晓芒 解说词：杨祖陶 合著者：杨祖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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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册　《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序　[题辞]维鲁兰姆男爵培根《伟大的复兴》序　[献辞]致宫廷国务
大臣冯策特里茨男爵大人阁下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第一版目录　导言  　Ⅰ　纯粹知识和经验性
知识的区别  　Ⅱ　我们具有某些先天知识，甚至普通知性也从来不缺少它们　  Ⅲ　哲学需要一门科
学来规定一切先天知识的可能性、原则和范围  　Ⅳ　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　  Ⅴ　在理性的一
切理论科学中都包含有先天综合判断作为原则　  Ⅵ　纯粹理性的总课题  　Ⅶ　在纯粹理性批判名下
的一门特殊科学的理念和划分　一、先验要素论　　第一部分  先验感性论    　§1  　　　　第一节　
空间  　　　  §2　空间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　　　    §3　空间概念的先验阐明　  　　　由上述概念
得出的结论　　　　第二节　时间    　　　§4　时间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　　　    §5　时间概念的
先验阐明　　　    §6　从这些概念得出的结论　　　    §7　解说　　　    §8　对先验感性论的总说
明　　　　　先验感性论的结论　第二部分  先验逻辑　　导言　先验逻辑的理念  　　Ⅰ　一般的逻
辑　　  Ⅱ先验逻辑　　  Ⅲ普遍逻辑划分为分析论与辩证论　　  Ⅳ先验逻辑划分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
辩证论　　第一编　先验分析论　　　第一卷　概念分析论　　　　第一章　发现一切纯粹知性概念
的线索　　　　　第一节　知性在逻辑上的一般运用　　　　　第二节　　　　    §9　知性在判断中
的逻辑机能　　　　　第三节　　　　    §10　纯粹的知性概念，或范畴　　　　    §11  　　　　    
§12  　　　　第二章　纯粹知性概念的演绎　　　　　第一节    　　　　§13　一般先验演绎的原则 
　　　　    §14　向范畴的先验演绎过渡　　　　　第二节　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依照第二版]
　　　　    §15　一般联结的可能性　　　　    §16　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　　　　    §17　统觉的综
合统一性原理是知性的一切运用的最高原则  　　　　    §18　什么是自我意识的客观统一性  　　　
　    §19　一切判断的逻辑形式在于其中所含概念的统觉的客观统一　　　　    §20　一切感性直观
都从属于范畴，只有在这些范畴的条件下感性直观的杂多才能聚集到一个意识中来　　　　    §21　
注释　　　　    §22　范畴在事物的知识上除了应用于经验对象外没有别的运用  　　　　    §23  　　
　　    §24　范畴在一般感官对象上的应用  　⋯⋯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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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我在打算出庭作证时所依据的那个准则受到实践理性的检验，那么我总是要查看一下，假如这个
准则作为一个普遍的自然律而起作用，它会是什么样子。
很明显，它将会以这种方式迫使每个人说真话。
因为，承认陈述具有证明作用却又故意不说真话，这是不能与自然律的普遍性相共存的。
以同样的方式，我在自由处置自己的生命上所采取的准则也马上就可以规定下来，如果我问问自己，
这准则必须是怎样的，才能使一个自然按照它的某种法则维持下去。
显然，在这样一个自然中任何人都不会任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这样一种做法决不会是持久的自然
秩序，在所有其他场合下，情况也是如此。
但现在，在现实的自然中，只要它是一个经验对象，自由意志就不是由自己来确定这样一些能够独自
按照普遍法则建立起一个自然、哪怕是自发地与这样一个按照这些法则来安排的自然相适合的准则；
毋宁说，这是一些私人爱好，它们虽然按照病理学上的（身体性的）规律构成一个自然整体，但不是
构成一个只有通过我们的意志、按照纯粹实践法则才有可能的自然。
但我们仍然通过理性意识到一个法则，它是我们的一切准则都服从的，就好像凭借我们的意志必然会
同时产生出一个自然秩序来一样。
所以这个法则必定是一个并非经验性地被给予的、但却通过自由而可能的、因而是超感性的自然的理
念，我们至少在实践方面给予它以客观实在性，因为我们把它看做我们作为纯粹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
志的客体。
所以，在意志所服从的那个自然的规律[法则]和某种（就意志与其自由行动有关的事情上）服从一个
意志的自然的法则[规律]之问作出区别是基于：在前者，客体必须是规定意志的那些表象的原因，但
在后者，意志应当是这些客体的原因，以至于意志的原因性只是在纯粹的理性能力中有自己的规定根
据，所以这个能力也可以称之为一个纯粹的实践的理性。
所以，这样两个课题是极不相同的：一方面，纯粹理性如何能够先天地认识客体，另一方面，它如何
能够直接地（只通过它自己的作为法则的准则的普遍有效性的思想）就是意志的规定根据，即有理性
的存在者在客体的现实性上的原因性的规定根据。
第一个课题属于纯粹思辨理性批判，它要求首先澄清：直观——没有它们无论什么地方都不能有任何
客体被给予我们、因而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被综合地认识——是如何先天可能的？
这个课题的解决导致这个结果：直观全都只是感性的，所以也不容许任何比可能经验所达到的范围走
得更远的思辨知识成为可能，因此，那个纯粹思辨理性的一切原理所达到的无非是使经验成为可能，
这经验要么是有关给予对象的，要么是有关那些可以无限地被给予、但却永远也不被完全给予的对象
的。
第二个课题属于实践理性的批判，它并不要求澄清欲求能力的客体是如何可能的，因为这仍然作为理
论的自然知识的课题而委托给了思辨理性的批判，而只要求澄清理性如何能够规定意志的准则，这件
事是仅仅借助于作为规定根据的经验性表象而发生的呢，还是就连纯粹理性也是实践的，它是否是一
个根本不能经验性地认识的可能的自然秩序的法则。
这样一个超感性的自然，它的概念同时能够是通过我们的自由意志将它实现出来的根据，它的可能性
不需要任何先天的直观（对一个理知世界的直观），这种直观在这种场合下作为超感性的直观，对我
们来说也必然会是不可能的。
因为问题只取决于意愿在它的准则中的规定根据，那根据是经验性的呢，还是一个纯粹理性概念（关
于一般准则的合法则性的概念），并且它又如何可能是后一种情况。
意志的原因性对于实现客体是不是足够的，这仍然是托付给理性的理论原则去评判的事，这就是研究
意愿客体的可能性，因而对这些客体的直观在实践的课题中根本不构成它的任何契机。
在这里，事情只取决于意志的规定和作为自由意志的意愿的准则的规定根据，而不取决于后果。
因为，只要意志对于纯粹理性来说是合法则的，那么意志在实行中的能力就可以是无论怎样的情况，
既可以按照对一个可能的自然的这些立法准则而现实地从中产生出这样一个自然来，也可以不这样，
对此这个批判是根本不关心的，它在此只研究纯粹理性是否和如何能够是实践的、即能够直接规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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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
所以在这件工作中批判可以不受指责地从纯粹实践法则及其现实性开始，并且必须从此开始。
但它不是把直观、而是把这些法则在理知世界中的存有的概念、即自由的概念作为这些法则的基础。
因为这个：概念并没有任何别的意思，而那些法则只有在与意志自由相关时才是可能的，并且在以意
志自由为前提时是必然的，或者相反，意志自由是必然的，是由于那些法则作为实践的悬设是必然的
。
至于对道德律的这种意识，或者这样说也一样，对自由的意识，是如何可能的，这是不能进一步解释
的，不过它们的可容许性倒是完全可以在理论的批判中得到辩护。
对实践理性最高原理的阐明现在已经作出了，就是说，首先指明它包含什么内容，即它是完全先天地
、不依赖于经验性原则而独立存在的；其次指明它在什么地方与其他一切实践原理区别开来。
至于对这个原理的客观普遍的有效性的演绎即提供辩护理由，以及对这样一种先天综合命题的可能性
的洞见，我们不可能指望像在讨论到纯粹理论知性的那些原理时一样顺利进行。
因为后者涉及的是可能经验的对象，也就是现象，我们能够证明的是，只有通过把这些现象按照那些
法则的标准纳入到诸范畴下来，这些现象才能作为经验的对象被认识，因而一切可能的经验都必须与
这些法则相适合。
但我不能在对道德律进行演绎时采用这样一条思路。
因为这涉及到的不是可以在别的地方以任何方式给予理性的有关对象性状的知识，而是在这范围内的
知识，即它能成为对象本身实存的根据、并且通过这种实存理性就具有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中的原因
性，这就是涉及到能够被看做一种直接规定着意志的能力的纯粹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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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康德三大批判合集(套装上下册)》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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