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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作者康德)包含了论发现一切纯粹知性概念的导线；论经验之可能性的先
天根据；所有一般对象区分为现象和本体的根据；论纯粹理性的辩证推理；纯粹理性的二论背反；贯
穿所有四个先验理念的对宇宙论问题的怀疑论观念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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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康德（Kant.I.） 注译：李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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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一个概念并不包含任何矛盾，甚至还作为被给予的概念的限制而与别的知识相关联，但其客
观实在性却不能以任何方式被认识，我把它称之为或然的。
一个本体的概念，亦即一个根本不应当作为感官的对象、而是应当作为物自身（仅仅通过纯粹知性）
被思维的事物的概念，这是根本不自相矛盾的；因为关于感性人们毕竟不能断言，它就是惟一可能的
直观方式。
此外，为了不使感性直观一直扩展到物自身之上，从而为了限制感性知识的客观有效性，这个概念又
是必要的（因为感性直观所达不到的其他东西之所以叫做本体，恰恰是为了借此表明，那些知识不能
把自己的领域扩展到知性所思维的一切之上）。
但最终，这样一些本体的可能性毕竟是根本看不出来的，显象领域之外的范围（对我们来说）是空的
，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以或然的方式扩展到比显象领域更远的地方的知性，但却没有直观，甚至就
连能够使对象在感性领域之外被给予我们，并使知性超出感性之外而被实然地应用的一种可能的直观
的概念也没有。
因此，本体的概念纯然是一个界限概念，为的是限制感性的僭妄，所以只有消极的应用。
尽管如此，它却不是任意地杜撰出来的，而是与感性的限制相关联的，但毕竟不能在感性的领域之外
设定某种积极的东西。
因此，虽然概念确实允许划分为感性概念和理智概念，但把对象划分为现象和本体，把世界划分为感
性世界和知性世界，却是在积极的意义上①根本不能允许的；因为人们不能为理智概念规定任何对象
，从而也不能把它们冒充为客观有效的。
如果离开感官，人们想如何说明，我们的范畴（它们将会是为本体惟一留下来的概念）还到处意味着
某种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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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纯粹理性批判(注释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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