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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ldquo;世纪文库&rdquo;。
&ldquo;世纪文库&rdquo;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价的中外学术经典。
&ldquo;文库&rdquo;分两大类，即著作类与译作类。
&ldquo;文库&rdquo;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
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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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格&middot;威廉&middot;弗里德里希&middo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
年-1831年） 德国哲学家。
他创立的学说包括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
主要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演讲录》、
《哲学史演讲录》、《美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书籍目录

前言导论第一部 逻辑学引论一、存在论1. 质2. 量3. 度二、本质论1. 纯反映规定2. 现象3. 现实性三、概
念论1. 主观概念2. 客体3. 理念第二部 自然哲学一、数学二、无机物理学1. 力学2. 元素物理学3. 个体物
理学三、有机物理学1. 地质自然界2. 植物自然界3. 动物有机体第三部 精神哲学一、主观精神1. 灵魂2. 
意识3. 精神二、客观精神1. 法权2. 道德3. 伦理三、绝对精神1. 艺术宗教2. 受启宗教3. 哲学译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哲学科学全书纲要>>

章节摘录

　  1）就主要用大小来表示定量而言，这一表述对于量是不适宜的。
2）数学通常把大小定义为可予增加和减少的东西。
尽管这一定义反而又包含着定义本身的成分，故而是有缺陷的，但这却是因为大小的规定是这样一种
规定：它乃是被设定为可变的和不相干的，以致即使其中发生一种变化，如外延或内涵的增加，事情
的实质也不会中止，例如一处房屋仍不失为房屋，一块红色仍不失为红色。
3）绝对的东西是纯量，这一观点是就绝对的东西具有物质的规定自为地来看的；在物质那里形式虽
然存在，但却是一种不相干的规定。
在量那里规定性终归并非完全不存在，毋宁说它是量由之产生的诸环节中的一个环节。
量也构成绝对东西在概念中的基本规定，即在它这一绝对无差别的东西那里，一切区别都只应当是量
的区别。
此外，就纯粹空间上实在的东西可以理解为不相干的空间填充而言，或就它在光中形成和变暗的过程
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外在的区别而言，纯粹空间和光等等也可以被看作是量的实例。
　  1）就形式的或知性的同一性是固执自己的同一性，并被同区别抽象分离开来而言，它就是这样一
种同一性。
或者说，抽象毋宁就是设定这种形式的同一性的活动，就是把一种在自身内具体的东西改变成单纯性
的形式，不管是将具体物上现成存在的多样性删除一部分而仅取其一，抑或将形形色色的多样性集结
到同一种规定性上，以致在内容上丝毫没有改变什么。
就真实情形来看，两者是同一的东西；因为每一存在，或者每一普遍的规定，作为概念在自身内都是
具体的，所以，无论是使得对表象或思维显得是一种单纯同一物的东西保持如此，还是把显得是具体
的东西集结到单纯规定性形式之下，这都是同样随意或偶然的事情。
2）若把绝对的东西作为一个命题的主词与同一性联系起来，这个命题就可以这样提出来：绝对的东
西是与它自己同一的。
尽管这一命题是真实的，但它是否是从其真理性来领意的，这还是两可的。
在这种情形下，它至少在自己的表述上是不完善的，因为这里所指的是抽象的知性的同一性，即与本
质的其他规定对立起来的同一性，或是相反，同一性指的是作为自身内具体的同一性，这些都是没有
确定的。
如同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的那样，这种自身内具体的同一性是根据，或者在其更高的真理性之内来讲
，是概念。
甚至&ldquo;绝对的&rdquo;一词本身，常常除具有&ldquo;抽象的&rdquo;一词的意义外，也不再有进一
步的意义了，所以绝对的空间和绝对的时间也不外乎仅仅意味着抽象的空间与抽象的时间。
3）本质具有的各种规定也能够被看作本质性的规定，这样，它们就变成某一先定主词的宾词，因为
它们是本质自身拥有的规定，于是它们就是自在的本质性的规定，是普遍的本质性的规定。
据此，人们赋予这些规定以&ldquo;一切&rdquo;这个主词，而由此产生的一些命题已被表述为普遍的
思维规律。
依此，同一律的提法县：一切都是和它自己同一的，A=A；否定的提法是：A不可能同时是A又是非A
。
这一命题或定律不过是抽象的知性的规律，而不是真实的思维规律。
事实上，命题的形式已与它本身相矛盾，因为一个命题同样也承许主词与宾词之间有一种区别，但是
，这一命题却没有做它的形式所要求做的事情。
不过，这一规律首先为后面那些所谓的思维规律弄得失效了，它们被以同等效力与这里的第一个规律
并列起来。
　  2）但是，现实的东西在它同作为在自身内反映的可能性的区别中，其本身只是外在直接的东西。
或者更准确地说，现实的东西由于它的直接性，其本身也只是存在于自身反映的抽象之内。
这样，它作为现实的东西，就是被规定为一种仅有可能性的东西；由于它和一种单纯的可能性或非本
质的现实性等值，所以它就是一种偶然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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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种被设定为映象的映象，单纯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却在现实的东西那里具有自己的实在性的
在自身内反映，所以，这里已经设定起内容，从这种内容中它们取得了自己本质性的规定根据。
因此，偶然的东西和可能的东西具有的有限性，切近说来就在于形式规定、自身同一性同内容之间的
区别，而且，某物是否是可能的和偶然的关键就在于内容。
　  可是在现实的东西内已不再像在单纯的本质内那样，在自身内反映是抽象的规定，而是扬弃自己
的设定活动或中介活动。
因此，偶然性作为直接的现实性，是与自己有同一性的东西，本质上是被设定存在，这种被设定存在
的设定同样也是被扬弃了的。
偶然性是一种先被设定的东西，这种东西的直接性同样是一种可能性，而同时具有被加以扬弃的这种
规定，即是某一他物的可能性，是条件。
　  3）可能性作为充满内容的东西，其结果是条件会以此而从属于它，这样，它首先就是实在的可能
性。
但作为与内容及直接的现实性相区别的东西，它是自为的形式；而在现实东西的范围内，它不是自为
形式的抽象的同一性，而是其具体的总体性，是内在的东西把自己直接迻译成外在的东西，外在的东
西把自己直接违译为内在的东西；它是作为在自身内反映了的根据，是活动，更确切地说，是把自己
扬弃为现实性的实在根据的活动，以及偶然的现实性和条件的活动，是条件在自身内反映和这种反映[
把自己]扬弃为另一种现实性。
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这种同一性是必然性。
　  普通的逻辑自身内只包括这里作为整体第三部分中一个部分的内容而出现的东西，此外，多少还
包括上面出现过的所谓的思维规律，而在应用逻辑中还包括有关认识活动的一些东西。
指明这种贫乏性的幅度则更是多余的事情，因为它本身只是作为一种偶然摭拾来的材料产生的，而根
本不想通过任何方式辩明目己为何恰好不更大些或不更小些。
与此不同，这里的阐述中所给予逻辑东西的幅度，则是通过逻辑东西的发展推导出来和加以辩护的。
关于此前的诸逻辑规定，即存在和本质的那些规定，现在可以指明：它们并非仅仅是思想规定；在它
们的转化这种辩证环节中，以及在它们向自身回归与总体性中，它们证明自己是概念。
但它们只是特定的概念，是自在的概念，或者同样说，是为我们的，因为每个规定所转化成的他物，
或每个规定在其中映现的他物，不是被规定为特殊的东西，它们的第三者还不是被规定为个别的东西
或主体；规定在其各个对立规定中的同一性，规定的自由并未被设定起来，因为它不是普遍性。
2）概念的逻辑按照通常的处理被理解为一种单纯形式的科学，这就是说，关键的事情似乎在于概念
、判断和推理的形式本身，而全然不在于某种东西是否是真理性的；但是，某种东西是否是真理性的
，应该说完全依赖于内容。
假使概念的逻辑形式竟是表久或思想的僵死的、无效的和不相干的容器，那么有关。
它们的知识就会是一种很为多余的、可以少掉的轶事集。
但是，实际上，它们反过来作为概念的形式，却是现实性东西的活生生的精神，并且，在现实性东西
中是真理性的也只是那种凭借这些形式，通过它们和在它们之内是真理性的东西。
但是，迄今为止，这些形式本身的有效性和真理性却从未得到过考察和研究，它们的必然性的联系也
很少得到考察和研究。
　  按照通常对综合方法与分析方法之间区别的陈述，整体来说，人们想用何种办法似乎是随其所好
的事情。
按照综合的方法，具体的东西是结果，如果具体的东西被作为前提，那么从其中就可以分析出一此抽
象的规定作为结论，而它们就构成了证明的前提和材料。
关于曲线的种种代数学定义在几何学程序中是些定理。
于是，连毕达哥拉斯定理也似乎可以被假定为直角三角形的定义，通过分析似乎将可得出几何学中那
些从它着眼而先前已加以证明的定理。
选择方法上的这种随意性是基于此一方法与彼一方法同样都从一种外在地被假定的东西出发。
按照概念的自然本性，分析活动是先初的，因为事情需要首先把给定的具体材料提到普遍抽象的形式
，尔后这些抽象才能作为定义被置于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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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对于哲学认识活动是不适用的，这乃是自明的，因为它们具有一种始初的前提，而认识活动
由此便把自己降为知性，降为凭借形式同一性行进。
继先前在哲学和科学中以这些方法的形式主义从事的那种滥用后，新近时期又出现了以所谓构造从事
的滥用。
通过康德，有一种观念曾流行起来，认为数学构造了它的概念，而这不外乎意味着数学根本不具有什
么概念，而是表现各感性直观中的种种抽象的规定，从此，通过绕开概念来陈述感性的、从感知中获
致的规定，就被称为概念的构造了。
还有一种形式主义被称为这样，它按照一种被假定的范式，同时也按照任意和随想，对哲学对象和科
学对象作表格式的分类。
这里，作为基础的是对理念、对概念与客观性的统一性有一种模糊的观念。
但是，这种所谓的构造的游戏却远远没有表现出那种统一性，那种统一性只是概念本身。
此外，因为几何学本来是与空间感性的、却又抽象的直观有关，所以它可以不受阻碍地把空间中单纯
的知性规定固定下来，并且正因如此，才具有在其完善形态中的、有限认识的综合方法。
然而，它最终也碰到不可通约性和种种无理性，在此，如果它想在规定上继续行进，它就会被推出知
性的原则。
（如同其他场合常见的那样，在这里出现了术语上的颠倒：被称为有理的，是知性的东西；而被称为
无理的，倒应当说是合理性的一种开始和迹象。
）其他科学当遇到它们的知性进展的界限时，便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解助自己，它们打断知性进展的连
贯性，并从外面，从表象、意见、感知或者其他什么地方拿起它们用得着的东西，而每每拿起的都是
此前进行的东西的反面。
有限认识活动的盲目性既不容许认识到它在自己通过定义和分类等等进展时是不断受概念规定的必然
性引导的，也不容许认识到另外一点：当它处在自己的界限，尤其是在它已然超出自己的界限时，它
自己是置身于一个领域，在那里，诸种知性规定性不再有效，而它却依然以生硬的方式在那里使用它
们。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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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它版本请见：《哲学科学全书纲要（1817年版、1827年版、1830年版）（套装共3册）》　　为
了系统整理和充分展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文化资源，进一步拓展我们的文化视域，大力推动中
国学术创造与前进的步伐，我们决定出版&ldquo;世纪文库&rdquo;。
&ldquo;世纪文库&rdquo;定位于出版高质量的优秀学术图书，特别是已获定评价的中外学术经典。
&ldquo;文库&rdquo;分两大类，即著作类与译作类。
&ldquo;文库&rdquo;将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人
类学、心理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语言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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