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 ——黑格尔《法》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释义》

13位ISBN编号：9787100089982

10位ISBN编号：7100089980

出版时间：2014-2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高兆明

页数：41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心灵秩序与生活秩序 ——黑格尔《法》

内容概要

本书取文本解读法，力图系统、准确地把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基本内容、思想精髓及其内在逻
辑。本书主要特点（1）、在启蒙的立场把握、揭示《法哲学原理》中关于现代性价值精神与社会正
义秩序的深刻启蒙思想内容。（2）、以“自由精神及其定在”把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并以权
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法权人格”、“道德精神”与“伦理秩序”作为自由精神展开的三个内在
环节，深入黑格尔的思想过程，揭示《法哲学原理》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3）、深进去、跳出来
的解读方法。既立足于文本本身、揭示文本本身的真实思想内容，又不拘泥于文本本身的外在逻辑结
构，一方面努力进入文本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另一方面通过与其对话、反思、批判、诘问，试图澄
清法哲学、道德哲学、政治哲学等一系列相关基础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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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老师亲自赠送还是要好好读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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