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

13位ISBN编号：9787545803563

10位ISBN编号：7545803566

出版时间：2011-4

出版时间：上海书店出版社

作者：芬克

页数：386

译者：贾红雨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

内容概要

关于《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性著作太少了，现象学家芬克的这本书无疑是我们期盼已久的！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是芬克1966—1967年在弗莱堡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系列讲
座的整理稿，芬克鲜活而敏锐的释读，不啻是带领我们进入黑格尔思辨迷宫的“阿里阿德涅线”。

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更是就哲学的可能性在德国现象学与其古典哲
学之间展开的一次论辩式对话。
与其说芬克的解读只是为了阐释黑格尔的思想，以便让人们能更容易地理解黑格尔，毋宁说，芬克的
解读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哲学，一种有着自己的探求与目标的哲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

作者简介

芬克(Eugen
Fink，1905—1975)，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家，1929年在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28
年起担任胡塞尔的私人助教，直至1938年胡塞尔逝世，1948年起，任弗莱堡大学哲学教授。
芬克哲学的核心关注是阐明“世界”的原初现象。
他的主要著作有：《作为世界符号的游戏》(1960)、《尼采哲学》(1960)、《赫拉克利特：与海德格尔
一起主持的研究班》(1970)、《存在与人：存在论体验的本质》(1977)、《人类此在的基本现象
》(1979)、《世界与有限性》(199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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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Ⅰ.说明性绪论：关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宇宙一存在论意义上的思想开端及一条通向现象学阐
释的通道
1.现象学的方法和“事物自身”：人的自存在和物的自存在。
实体—主体
2.自在存在、自为存在及世界。
黑格尔的诸概念。
“绝对精神”及其批评者。
存在作为光明(知识、真理)
3.存在和知识。
知识的存在及《精神现象学》中“显现着的知识”之问题。
绝对者作为真者
Ⅱ.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对“导论”、“意识”、“自身意识”和“理性”章节的阐释
A.导论
4.黑格尔的争辩：反对某种优先于哲学的认识论。
真理的本质之规定。
对“显现着的知识之展现”这一概念的讨论
5.对“认识的实在性”的审查和检验
B.意识
a)感性确定性；或这一个与意谓
6.对问题的一般性阐释：“真理的本质”。
章节的划分。
对“感性确定性”的表述和第一步检验
7.第一步检验的继续：此时和此地。
第二步检验：对我的感性确定性。
第三步检验的开始
8.第三步检验的继续：感性确定性的整体。
对三个检验结果的概述
b)知觉；或物与错觉
9.从“感性确定性”向“知觉”的过渡及关于知觉的“存在表象”的第一个规定。
对被知觉对象的辩证检验：一—全—多
10.知觉辩证法：自同性一不同性。
知觉的“整个运动”。
向“力与知性”的过渡。
对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回顾(范畴)
c)力与知性，现象与超感官世界
11.力概念的发展以及章节之划分。
力与外现
12.力作为动能。
“现实的”力。
力作为“观念”。
现象与本质
13.真正的、显现着的世界。
此岸与彼岸。
“空洞的”彼岸。
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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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现象与自在物。
诸现象的法则。
现象与超感官世界。
“颠倒的世界”。
力的施展。
无限者。
生命
C.自身意识
d)自身确定性的真理
15.从“意识”向“自身意识”的过渡。
自身意识的规定。
关于自身意识对自身的确定性之真理
a)自身意识的独立性与非独立性；主人地位与奴隶地位；自身意识的自由；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
16.自身意识的诸环节：欲望—生命。
为着另一个自身意识的自身意识：承认—斗争—主／奴—自由。
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
13)不幸意识
17.人类的存在理解的有限性与不幸意识
18.“不幸意识”的“存在论”维度(针对从实存维度或历史维度对“不幸意识”和无限性所作的阐释)
。
向“理性”的过渡：无限意识的舍己
D.理性
e)理性的确定性与理性的真理
19.在对理性一词的日常及主观理解的背景下，黑格尔的理性规定。
黑格尔—康德之比较。
理性的确定性与理性的真理。
“直接的观念论”
20.单纯的“确信的观念论”。
“空洞的观念论”(黑格尔的康德—费希特批判)
α)观察着的理性
αα)对自然的观察
21.无机自然：描述—意谓—理性本能
22.对“描述”的批判：本质的东西与非本质的东西的区别；规定性与普遍性—法则—情况
23.有机自然：规定—与“生命元素”的关系—目的概念—内在和外在—有机体的属性(感受性；激动I
生；再生性)
24.感受性—激动性—再生性。
内在与外在(形态)关系的法则。
内在的诸法则：有机体的被反映的存在(激动性的程度，力)。
外在的诸法则(重力)
25.外在的诸法则(凝聚性)。
有机体的观念。
种属、类别、个体性。
向自身意识的观察的过渡
26.思维的法则(逻辑学)。
意识的行动着的现实性(心理学)
27.肉体性，面相学，颅骨学
28.民族精神与个体性；个体对于伦理世界的态度及个体的历史性；幸福；三条“进入规定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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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第一条路：个体脱离于伦理世界[享受；欲望；享受乐趣；“空洞的本质性”；死的(抽象的)必然性
；普遍性之威力]郎)心的法则，与自大狂
第二条道路：反对伦理世界的心的法则(普遍法则与个别性之间的矛盾；“人类福祉”作为心的法则之
原则；心的法则的实现；从自身的异化；意识的“疯狂”)
30.自大狂，普遍秩序的颠倒性，世界历程
第三条道路：世界历程与德行之间的中介(自我牺牲；通过反对颠倒性来扬弃世界历程之颠倒性的尝试
；世界历程对德行的暂时胜利；对世界历程之必然性的洞察；世界的自为存在与德行的自在存在之间
的中介；个体性作为自在的目的)
31.普遍及个体性的渗透过程，对行动自身的行动之运动，作为圆圈式的运动
γα)精神的动物王国与诡计或事物自身
(个体性作为原有的自然；迄今为止理性自身运动之范畴的无意义性；“理性的产品”；事物自身)
γβ)立法的理性(那两个绝对命令)
γγ)审核法律的理性
编者后记
译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现象学阐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