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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是20世纪德国哲学家马丁&middot;海德格尔的主要著作之一、其内容原
为海德格尔的成名作《存在与时间》的写作计划之一部分　　本书主要是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阐释成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活动，其目的在于将形而上学疑难作为一种基始存在论的疑难展现出来。
基始存在论就是对有限的人的本质作存在论上的分析工作，是人的亲在的形而上学，它与所有的人类
学，甚至与哲学的人类学都保持着根本性的区别，出于何种意图和以怎样的方式对一个基始存在论的
观念做阐释工作，在什么范围之内以及在什么样的前提条件之下提出&ldquo;什么是人？
&rdquo;这一具体问题，海德格尔在书中论述得非常清楚，为我们深刻领会《纯粹理性批判》提供了难
得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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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是20世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现象学的重要代表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创
始人。
他的著作除了《存在与时间》具有完整的统一结构外，其他著作大多都是以论文集或讲演集的形式出
版的。
主要著作有：《形而上学是什么？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真理的本质》、《形而上学导论》、《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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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论想象力前的退缩 C．超越论想象力与人的纯粹理性之疑难 第32节 超越论想象力以及它与时间的关
联 第33节 超越论想象力的内在时间特质 a)作为纯粹统握的纯粹综合 b)作为纯粹再生的纯粹综合 c)作
为纯粹认定的纯粹综合 第34节 作为纯粹的自身感触的时间与自我的时间特质 第35节 已奠定基础的渊
源与形而上学的疑难第四章 形而上学奠基的一次复返 A．在人类学中的形而上学奠基 第36节 康德形
而上学奠基中已奠定的基础和成果 第37节 一种哲学人类学的理念 第38节 追问人的本质存在与康德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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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亲在 C．作为基始存在论的亲在的形而上学 第42节 一种基始存在论的理念 第43节 基始存在论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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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附录Ⅲ 达沃斯讲座：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形而上学的一个奠基的任务附录Ⅳ 达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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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向范畴的超越论演绎的过渡”中，康德提示说，我们的表像活动，而且更确切地
说，纯认知的表像活动，具有显而易见的有限性质。
康德给出这一提示决不是偶然的，“因为这里说的决不是那种由意志而来的因果性”。
问题毋宁在于：白为的表像活动与存在物有关联，在关联中影响作用于存在物，但是，什么东西使得
白为的表像活动能够这样呢？
康德说，“自在的表像”“并不依据定在产生出它的对象”。
我们的认知不具备存在物层面上的创生力，不可能将存在物从自身中产生出来并放到自己面前。
在对超越论演绎的讨论中，康德强调说：“在我们的知识之外，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我们能够将之与
这种知识相应地对置起来。
”这样说来，如果我们的认知作为有限的认知必须是某种领受着的直观，那么，仅仅确保这一点还不
够，现在，疑难才刚刚出现：究竟什么东西必然属于存在物的这种绝非自明的领受活动的可能性？
十分明显，存在物能够从自身出发来相遇，亦即说，存在物能够显现自身为站到对面的对象。
但是，如果我们还没有掌握存在物的现成存在的话，那么，对这一现成存在的领受活动的依存就会要
求，将对象化的可能性，事先和时时刻刻地赋予这一存在物。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

编辑推荐

《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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