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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欧洲哲学思想主要有两种重要理论：由洛克、休谟等人发展出来的经验主义
，以及笛卡尔等人的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与知识来源于人的经验，而理性主义者则认为人类的知识来自于人
自身的理性。
　　而康德则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两者的观点。
康德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通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
经验对知识的产生是必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要素。
把经验转换为知识，就需要理性（康德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将这种理性称为 “范畴”），而理性则是
天赋的。
人类通过范畴的框架来获得外界的经验，没有范畴就无法感知世界。
因此范畴与经验一样，是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
但人类的范畴中也有一些可以改变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的因素，他意识到，事物本身与人所看到的事物
是不同的，人永远无法确知事物的真正面貌。
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指出，没有人可以想象一个存在于没有时间与空间的世界中的物体
，因此他强调没有时间与空间，经验就是不可能的，这两者先于一切。
此外，康德也认为经验必需来自于心灵以外。
也就是说，一个人可以感知、理解他周围的世界，但永远无法感知、理解自己本身，因为知识的产生
需要时间、空间与范畴三个要件。
　　在因果律方面，康德也推翻了休谟的观点。
休谟认为因果律并不存在，人类只是由于习惯才认为两个现象之间有关联。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感知白球与黑球的运动，但却无法感知白球导致黑球移动的原因。
正是因为我们无法感知因果律本身，所以休谟认为我们无法证明因果律的存在。
但是康德认为，因果律是人类理性的结果，康德赞同休谟认为因果律不来自于经验，但他相信可以证
明自然法则，因为自然法则就是人类认知的法则。
因果律其实就是人类理性的表现。
　　在伦理学方面，康德否定意志受外因支配的说法，而是认为意志为自己立法，人类辨别是非的能
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从后天获得。
这套自然法则是无上命令，适用于所有情况，是普遍性的道德准则。
康德认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纯粹基于义务而做的行为，而为实现某一个个人功利目的而做事情就不
能被认为是道德的行为。
因此康德认为，一个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并不取决于行为的后果，而取决于采取该行为的动机。
康德还认，为，只有当我们遵守道德法则时，我们才是自由的，因为我们遵守的是我们自己制定的道
德准则，而如果只是因为自己想做而做，则没有自由可言，因为这样就会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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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辑　纯粹理性批判　　先验直观——感性、直观、经验　　康德第一批判的核心部分由“先
验直观”、“先验逻辑”和“先验辩证”这三种认识能力构成。
康德之所以从先验的意义上来讨论它们，是由于当时的独断主义与经验主义横行，面对此情此景，康
德对人类知识的来源重新做了一次界定，即知识的构成有其验前性，也有其验后性。
　　“验前性”是指人类固有的一种先天认识形式，“验后性”是指由感性直观所得的经验，两相结
合才能形成知识。
其中，前者属于知性认识，后者属于感性认识。
就前者来说，由于这一知性形式不含有质料内容，所以称之为纯粹验前的，又由于它本身确实可以在
验后得以客观地实现，所以便称为“先验的”，这就是“先验逻辑”的由来。
同时，康德还认为，不仅知性，感性也有其先验性，即纯粹感性形式，它也先天地寓于人类认识之中
，在我们进行直观时，这种纯粹感性形式也必然会发挥作用，使世界只能如其所决定的那样现出来，
形成为“现象”而非“物自体”，这种有兵适用性的先天形式就是先验感性形式，康德将之归结为两
种：时间与空间，“先验直观”就以此被设立。
　　在“先验直观”中，康德提出了几个最基本的概念：　　第一基本概念：感性。
　　感性：是指在我们受到对象刺激时接受表象的能力。
　　第二个基本概念：直观。
　　直观：是指人类感官的感觉，知识和对象发生关系必须通过直观。
　　只有感性才会让我们产生直观印象。
感性是一种功能，直观是一种具体的呈现状态，当感性直观给予的现象与知性思维相结合时，就形成
经验知识。
　　第三个基本概念：经验。
　　经验：是指用结合或分离的方法将感性印象的原料制成称为经验的“关于对象的知识”。
　　知识是由经验而来，经验和知识两者并不等同，因为知识的来源还有其验前性；同时，经验的来
源也有其验前性。
经验的这种验前性一方面表现为先验感性形式；一方面表现为先验知性形式。
所以“经验性知识”的确切涵义是：经验是知识得以发生的根源，但不是惟一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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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世第一大哲人，难得的平民哲学家，古典哲学的鼻祖，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首次结合，意志
不受外因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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