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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逻辑(全译本)》主要收录了概念本身、判断、质的判断、反映的判断、必然的判断、概念的判断
、推论、质的推论、反映的推论、必然的推论、客体、机械性、化学性、目的性、机械性、化学性、
目的性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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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 译者：裴瑞雪  黑格尔（Georg Wilhelm Hegel 1770
～1831），德国哲学家，出生于德国斯图加特。
18岁进入图宾根大学，与荷尔德林、谢林成为朋友，同时，被斯宾诺莎、康德、卢梭等人的著作和法
国大革命深深吸引。
1801年，30岁的黑格尔任教于耶拿大学。
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学校长。
其哲学思想才最终被定为普鲁士国家的钦定学说。
1831年在德国柏林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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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三篇序言的简述 导言（第一至第十八节） 第一部逻辑学 概论逻辑学性质（第十九至八十三节） 
甲、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一态度 乙、思想对客观性的第二态度 A.经验主义 B.批判哲学 丙、思想对客观
性的第三态度 直接知识或直观知识 逻辑学性质详究及部门区分 第一篇 有论（第八十四节至 甲、质 A.
有 B.限有 C.自有 乙、量 A.纯量 B.限量 C.等级 丙、度 第二篇本质论（第一一二至一五九节） 甲、本质
作为存在的根据 A.纯反映范畴 1.同  2.异 3.根据 B.存在 c.事物 乙、现象 A.现象界 B.内容与形式 C.关系 
丙、现实 A.实体关系 B.因果关系 c.相互作用关系 第三篇概念论（第一六节至二四四节） 甲、主观概
念 A.概念本身 B.判断 1.质的判断 2.反映的判断 3.必然的判断 4.概念的判断 C.推论 1.质的推论 2.反映的
推论 3.必然的推论 乙、客体 A.机械性 B.化学性 C.目的性 丙、理念 A.生命 B.认识 1.知识 2.意志 C.绝对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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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知识论有着巨大的影响，它具有一切二无论所具有的根本缺陷，即把
本质与现象加以分割，认为二者无法联系，即使是联系起来，也无真理性和实在性，只有二者分离才
有真理性和实在性。
这是康德哲学一个很大的矛盾，它对知识是一个严重限制。
黑格尔认为，自然事物固然是受限制的，但这并不是从自然事物本身来说，而只是从我们的认识来说
，才是这样的。
当一个人意识到他的限制或缺陷时，事实上他已经超出他的限制或缺陷了。
另外，生命的过程，也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生命是在不断否定其自身的过程中保持其自身，这说明
两个不同的方面包含在同一个主体里。
同样的，知识的限度或缺陷，既不是固定不变的，也不是单从其本身就可以察觉的，只有把它与完整
的理念相比较，才能察觉出来。
黑格尔的这些议论，都是为着反对康德把现象与本质加以分割，并且把知识只限于现象。
黑格尔认为现象与本质，有限与无限是辩证的统一，当一件事物处于有限的状态，正表示它本身包含
着无限。
同样的，假如我们没有无限的观念，就不可能具有有限的知识。
 黑格尔认为，康德的知性世界（即现象世界）实质上是经验论的，康德的理性世界（即关于思想的原
则和自由的原则）。
却与旧形而上学相同，只是内容更加空洞罢了。
换句话说，康德的理性过于抽象，即没有性格，也没有权威。
但是，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终于唤醒了理性的自觉（或思想的绝对内在性），这在哲学史上却具有
重大意义。
 附释一：黑格尔认为，康德哲学有一很大的消极功绩，在于使人看到知性范畴是有限的，单凭它不可
能认识真理。
但是关于知性范畴的有限性的原因，康德的解释却是不恰当的，他认为这是由于知性范畴仅属于我们
的主观思想的缘故。
黑格尔认为，其原因不在于我们的主观思想，而在于它本身的性质就是有限的。
另外，康德对意识各阶段所作的考察，最后都归结到一个观点上，即“凡是我们所认识的一切内容皆
只是现象”。
黑格尔认为，到了现象阶段，思想并没有完结，还有更广的领域，但这对康德来说，却成为不可知的
“他界”。
 附释二：黑格尔认为，费希特首先发现康德关于思想的原则的空洞，即康德未曾明确规定思想自决的
内容，为了克服这一缺陷，费希特便强调范畴的推演，并且以自我为出发点，创立了一个范畴推演体
系，这是他与康德不同的地方。
然而，费希特并没有真正超出康德哲学的境地，因为他的自我，最初是由受外来的刺激而起来反抗，
由于反抗外来的刺激，它才达到自觉，这种性质的自我并不是真正的绝对或无限，实际上永远是一个
有限的存在。
自我既然是有限的，在认识范围上自然也就仍然限制在有限上。
所不同的是，康德的“物自身”，在费希特那里，变成了“外来刺激”；康德说我们只能认识现象，
而费希特则说自我活动所产生的内容只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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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小逻辑(全译本)》并不是一本介绍形式逻辑的书，而是旨在介绍人的思维形式的书。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逻辑>>

名人推荐

黑格尔的《小逻辑》并不是一本介绍形式逻辑的书，而是旨在介绍人的思维形式的书。
在这本著作的导言中，黑格尔着重地介绍了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系统的体系。
而这种体系就是人自身的一种思维的形式。
“哲学同别的科学、文化、经验知识等不是平等的，否则，就会发生矛盾，哲学实际上以科学、文化
、经验知识等为自己的内容，以他们为自己的基地，哲学应对这些内容从思想上加以把握，作出哲学
的概括和说明”。
 ——贺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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