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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郑昕是第一个到德国攻读康德哲学的中国学者，并从1933年起在北京大学讲授康德历时三十余年
，国内研究康德的学者或者直接出自其门下，或者间接接受其教益。
《康德学述》是中国学术界认真介绍康德哲学的第一部专著，也是当时中国学术界介绍、研究康德的
总结性成果，对中国康德哲学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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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弁言
谈哲学(代序一)
从希腊，文艺复兴，说到康德的唯心论(代序二)
一 康德对玄学之批评
前言
本论上篇 玄学之由来：对象原则种种
现象与物如的分别
释物如
玄学怎样产生的
经验的方向
经验的方向与玄学
玄学之对象——“先验的幻象”
玄学的原则
本论下篇 各种玄学系统及其批评
三种理念
三种玄学
甲、心灵玄学(理性心理学)及其批评
心灵的本体性的{皮论
心灵的单一性的波论
心灵不灭的诐论
心灵的人格性的诐论
心灵的理想性的诐论
“心理学问题”的出路
乙、宇宙玄学(理论的宇宙论)及其批评
关于宇宙量的争执
关于宇宙内容的争执
关于宇宙秩序的争执
关于宇宙存在的争执
理性的宇宙论可能么？

理性的宇宙论里的假矛盾命题
丙、“神道”玄学(理性的神学)及其批评
本体论的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困难
宇宙论的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困难
自然神学的证明(上帝的存在)及其困难
二 康德论知识
上篇 总问题及时空
I绪论
一、现象与本体对立的假定
二、感性与悟性对立的假定
三、悟性与理性对立的假定
四、理论的理性(自然)与实践的理性(自由)对立的假定
II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
(或从纯理性来的知识如何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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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的区别
二、先天综合判断
三、数学的判断，是先天综合判断
四、自然科学(物理学)里基本的假定，都是先天综合判断
五、玄学命题是先天综合命题
III空间，时间，及其“体”，“用”
A、先明空间时间之“体”——“形上的”讨论空间时间
一、空间时间非经验的观念，而为先天的观念
二、空间，时间，不是概念，而是直观
三、空间时间是唯一的，无尽量的
B、空间，时间的“用”——先验的讨论空间时间
C、“空间时间即在吾心之观念”
D、空间时间的“先验的理想性”及“经验的实在性”
中篇
甲、改造的范畴
乙、范畴的“体”“用”
范畴的先验演绎(按第一版申说)
创造的想象力与范畴
范畴的先验演绎(按第二版申说)
范畴的致用(图式说)
下篇 知识的基本原则
一、本质常住的基本原则
二、按照因果律之时间内的继续原则
三、交互(影响)的基本原则
经验思维底设准
附录 真理与实在
(一)引论
一、真与实
二、“思”与“在”
三、几种对象——实在的与不实在的
四、思维，认识与错误
五、几种判断举例
六、有效性与效准
(二)真理问题
一、真理，效准及事实关系
二、真理与思维，矛盾法的试用
三、第三境界
四、真理与错误是平列么？

五、真理与对象
(三)实在问题
一、实在问题的外形剪影
二、论感觉，客观思维，实在之连锁
《康德学述》成书背景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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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纯几何的判断，也不是分析判断。
“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距离”，是一个综合判断，因为曲直是质，长短是量，直线的概念，并不包含
量，只包含质。
最短之概念，不能由直线之概念所可得到，而是借重直观所新获得之性质。
在“直线是两点间最短的距离”命题中，我们实将点、直线、量三概念，在一定的关系中排列。
数学上的点是没有面积的，而任何画出的或表象中的点都有面积。
故数学的点的存在，之为一数学的概念，是先天的。
线之成立，由于点之运动，假若运动的方向不变，即为直线。
即是说方向包含直线的概念。
故直线是一个先天的概念，在方向中，直线的直，是质，我们还没有将它的长度，当作量去思维；故
此命题是综合的。
只有借重纯直观的必然性，先天的综合才可能。
　　总之，数学的判断，不是分析的判断，不建立在矛盾律上，徒恃逻辑的分析其概念，是不够的。
同为数学的概念，包含纯直观，其概念之必然性，不是逻辑的分析的必然性，而为“构造”的，直观
的必然性，譬如三角形的概念其意义不在其既非直角三角形，也非钝三角形，也非等边三角形等等，
这样一个“普遍”的三角形的概念，而即在一特殊的构造的三角形之中，表示数学的概念之实在性，
或数学的真理。
数学的公理，是先天综合判断：宾词必然的与主词连系，而非任意的结合，不是形式逻辑的，分析的
必然性，而是一个直观的，构造的必然性，只有这种必然性，才对先天的综合，具积极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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