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德的知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康德的知识学>>

13位ISBN编号：9787100074568

10位ISBN编号：7100074568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商务印书馆

作者：齐良骥

页数：50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德的知识学>>

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几十年研究康德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分析与证明，批判与另立学说，都有令人信
服的根据，是一部代表汉语学术界康德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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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齐良骥，生前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当时最有成就的康德研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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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感性
　第一章 感性自身的形式
　　1．感性的特性
　　2．亚里斯多德论感性的被动性与感性自身具有的特定条件
　　3．霍布斯、洛克和莱布尼茨
　　4．批判哲学的出发点
　　5．了解感性的基本理论的途径和与感性相关的一些重要概念
　　6．不是由于对象刺激而出现的感性表象
　　7．康德早期的空间理论
　　8．批判哲学形成的重要关键：空间时间的先天性
　第二章 空间、时间
　　1．感觉表象的普遍的、必然的条件
　　2．外感官与内感官
　　3．空间时间的表象不是从经验抽引来的经验概念
　　4．空间时间表象的来源问题
　　5．空间时间是先天的表象
　　6．空间时间不是概念，是直观
　　7．空间时间是先天的直观
　　8．作为先天直观的空间表象是(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基础
　　9．是不是循环论证？
 “
　　10．几何学在纯直观中构造概念
　　11．几何学的客观有效性
　　12．时间表象与算术以及动力学的关系
　　13．总结空间时间表象的本质
　　14．对空间时间表象的本质的说明：1．显现与物自身
　　15．对空间时间表象的本质的说明：2．外直观
　　16．对空间时间表象的本质的说明：3．内直观，时间是一切显现的先天的形式的条件
　　17．对空间时间表象的本质的说明：4．先验的观念性与经验的实在性
　　18．从历史看康德空间时间理论的特点：1．与牛顿和莱布尼茨客观的时空观的对立
　　19．从历史看康德空间时间理论的特点：2．与巴克莱、休谟和亚里斯多德、笛卡尔、斯宾诺莎时
空观的区别
　　20．“不能重叠的对应物”
　　21．“蓝色眼镜”？

　　22．康德的空间时间观点的哲学意义
第二编 知性
　第三章 知性的形式：范畴
　　1．知性与感性
　　2．知性：判断的能力
　　3．一般知性活动的核心：概念
　　4．判断的形式
　　5．先验逻辑
　　6．知识的内容与综合
　　7．范畴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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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范畴表的辩证法
　第四章 什么是对范畴的先验演绎？

　　1．先天的表象(空间、时间和范畴)与天赋观念的区别
　　2．“演绎”
　　3．何以要进行对范畴的先验演绎？

　　4．先验演绎是知识学的新的方向
　　5．“对象”与“客体”
　第五章 范畴的先验演绎
　　1．B版的《范畴的先验演绎》表现康德更发展的观点
　　2．综合作用
　　3．综合作用的三要素
　　4．把捉的综合
　　5．想像作用的再生综合
　　6．概念中的认定的综合
　　7．综合作用的基本方面
　　8．统一性与统觉
　　9．统觉与综合。

　　10．统觉的分析的统一性与综合的统一性
　　11．客体不是物自身
　　12．客体的特性
　　13．统觉的综合统一性与客体
　　14．统觉的客观统一性与主观统一性
　　15．统觉的客观统一性与判断
　　16．一切感性直观必定从属于范畴
　　17．范畴的应用与想像力
　　18．范畴与自然界的规律
　　19．范畴的应用范围只限于经验的对象
　　20．能否认识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

　　21．先验演绎的总结
　第六章 范型的中介作用
　　1．知性与判断力
　　2．范畴应用于显现的可能性条件
　　3．先验的范型
　　4．量的范畴的范型
　　5．量的范畴与数、时间的产生
　　6．质的范畴的范型
　　7．关系范畴的范型
　　8．样式范畴的范型
　　9．范畴与范型
　　10．范型论的知识学意义
　第七章 范畴的运用于可能经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先验原则”
　　1．先验原则的论证与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
　　2．先验原则的论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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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构成综合判断的基础：“第三者”
　　4．知识的客观实在性
　　5．经验的可能性、
　　6．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
　　7．纯知性的原则的实质
　　8．纯知性的原则的体系
　　9．对“直观的公理”(Axiome der Anschauung)的论证
　　10．广延的量
　　11．量的原理对数学的客观有效性的进一步论证
　　12．对“知觉的预知”(Antizipationen der-Wahrneh．mung)的论证
　　13．感觉与知觉
　　14．感觉的内强的量
　　15．内强量的连续性
　　16．内强量的连续性与知性的综合
　　17．内强量与广延量的关系
　　18．什么是经验？

　　19．一般经验的可能性条件：对“经验的类推”的一
　般论证
　　20．实体(“第一类推：实体的常在原则”)
　　21．因果性(“第二类推：以因果律为依据的时间顺序原则”)
　　22．实体的交互作用(“第三类推：按照交互作用或联合体规律的同在原理”)
　　23．关于可能性、现实性、必然性的知性原则(“一般经验思想的设准”)
后记
附录总体方面的设想、计划、方针等
齐良骥先生学术年表
重读《康德的知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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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这个判断里边，谓语“可以分割的”是一个“可分割性”的概念，它是一般的，它可以与好多
其他的概念或直观发生联系，当前是与“物体”概念联系着。
而“物体”终归是与一些显现相联系的，所以，由于利用“可以分割的”概念，就对这些对象作了表
述，这科表述具有间接的性质，因为它是利用有普遍适用性的概念对于从直观得到的直接的表象的表
述。
　　由于概念是一般性的，如果概念作为谓语，它就可能有广泛的应用，它可以用于这个表象，也可
以用于别的表象，一个概念总可以用作好多判断的谓语。
“可分割性”可以联系于“物体”概念，也可以联系于植物、动物、桌子或者别的东西。
一个概念对多种多样的表象部有效，从而它就能够应用到多样的对象上面去。
　　知性思想对象。
直观不是思想，思想是利用概念得到知识。
直观不是判断，判断是利用概念认识对象的结果。
可见，知性的活动：思想或判断，其核心在于与直观相对的概念。
　　概念可以是纯的，也可以是经验的。
包含有感觉、以对象的实际出现为前提的，是经验概念。
不带有任何感觉的，就是纯的。
纯概念就是范畴。
现在我们不去区别经验的和纯的慨念，先一般探索一下概念的特性。
　　感性直观依靠外面的刺激，概念则是依靠功能。
功能指一定的作用或活动以及它产生的效果、完成的工作；通常是联系着有机体来说的。
康德说概念依靠功能，又有特别意义。
这里所谓功能特指一种统一性的活动，由于这种统一性才把一些不同的表象统摄在一个共同的表象之
下。
所以说概念的基础是思想的主动性，与感性直观之以接受印象为基础有根本区别。
正是由于概念的这种功能，所以判断就表现出在一些表象中间赋予统一性的功能：　　因此，一切判
断就是关于我们的表象的统一性的功能，就是说，不是用一个直接的表象而是用一个把这个直接表象
和更多的表象都包括起来的更高级的表象来认识对象，从而把好多可能的知识综合成为一个知识。
　　按照知识学的分析，判断是概念的统一性功能的表现，概念的统一性功能在判断里得到展开，概
念实际上先天地蕴涵着判断的可能性条件①。
判断是概念的现实表现。
概念的统一性功能及其在判断中的成就，归根到底，也即知性本身的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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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齐良骥先生是我国最有成就的康德学者，对于康德哲学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康德的知识学》是作者几十年康德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分析与证明，批判与另立新说，都
有令人信服的根据，是一部代表汉语学术圈康德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
全书分两编，共七章。
第一编研究康德哲学的感性学说，内容包括“感性自身形式”、“空间、时间”等。
第二编研究知性学说，内容包括“知性的形式、范畴”、“什么是对范畴的先验演绎”、“范畴的先
验演绎”、“范型的中合作用”和“范畴的运用于可能的经验：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先验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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