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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

内容概要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李秋零主编、主译的《康德著作全集》（9卷本），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
本（通称“科学院版”）为底本，全部直接从德文译出，原文为拉丁文的则直接从拉丁文译出。科学
院版《全集》包含了康德生前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并且经过了德文编辑者的详细校勘。中译
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各种译本，同时也对一些名词、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中译者以
其在西方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方面的深厚学养，以及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
信、可读的康德著作文本，对康德翻译与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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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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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

书籍目录

第一部 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道德形而上学导论
一、人的心灵的能力与道德法则的关系
二、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理念和必要性
三、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
四、道德形而上学的预备概念
法权论导论
第一节 什么是法权论
第二节 什么是法权
第三节 法权的普遍原则
第四节 法权与强制的权限相结合
第五节 严格的法权也可以被表现为一种与每个人
根据普遍法则的自由相一致的普遍交互强
制的可能性
附录 论有歧义的法权
一、公道
二、紧急法权
法权论的划分
一、法权义务的一般划分
二、法权的一般划分
生而具有的法权只有一种
一般道德形而上学的划分
第一卷 私人法权
第一篇 将某种外在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来拥有的方式
第二篇 获得某种外在的东西的方式
第一章 物品法权
第二章 人身法权
第三章 采用物的方式的人身法权
插入章对任性的一个外在对象的观念性获得
第三篇 通过一种公共的司法权的判决而来的主观上有条件的获得
一、捐赠契约
二、借贷契约
三、重新获得（追回）所失去的
四、通过宣誓而获得保障
第二卷 公共法权
第一章 国家法权
从公民联合体的本性出发关于法权作用的总附释
公民与祖国以及与外国的法权关系
第二章 国际法权
第三章 世界公民法权
结束语
附录 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的解释性附释
第二部 德性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
德性论导论
一、一种德性论的概念阐释
二、一种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概念阐释
三、设想一个同时是义务的目的的根据
四、哪些目的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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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

五、这两个概念的阐释
1.自己的完善
2.他人的幸福
六、伦理学不为行动立法（因为这是法学的事），而是
只为行动的准则立法
七、伦理义务是广义的责任，而法权义务则是狭义的责任
八、对作为广义义务的德性义务的解说
1.自己的完善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2.他人的幸福作为同时是义务的目的
九、什么是德性义务
十、法权论的至上原则是分析的，而德性论的至上原则却是综合的
十一、德性义务的图型可以按照上述原理以如下方式来图示
十二、心灵对于一般义务概念的易感性之感性论先行概念
1.道德情感
2.良知
3.人类之爱
4.敬重
十三、在讨论一种纯粹的德性论时的道德形而上学普遍原理
十四、德性论与法权论相分离的原则
十五、德性首先要求对自己本身的控制
十六、德性必然以不动情（被看做坚强）为前提
十七、德性论之划分的预备概念
十八、伦理要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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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

编辑推荐

康德编著的《道德形而上学(注释本)》（9卷本），以普鲁士王家科学院本（通称“科学院版”）为底
本，全部直接从德文译出，原文为拉丁文的则直接从拉丁文译出。科学院版《全集》包含了康德生前
公开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并且经过了德文编辑者的详细校勘。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了已有的
各种译本，同时也对一些名词、术语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中译者以其在西方哲学、宗教学、语言
学方面的深厚学养，以及十年如一日的苦心孤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信、可读的康德著作文本，对
康德翻译与研究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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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

精彩短评

1、康德的奠基性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无疑，后来的著作都是用《纯批》的那一套方法来衡量万
物。晚期的作品反映出其逐渐涉世的历程。本书许多内容在其另外的著作中都有涉及，看此书之前最
好先看178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再看1788年出版的《实践理性批判》，最后看1797年出
版的这本书，基本能把握康德道德哲学的脉络。第一次读李秋零老师翻译的版本，感觉有些地方翻译
得不够通顺，转折处有点卡，因而还是更倾向于邓晓芒老师的，且后者的译书后总有词汇索引，这很
重要。
2、TAT
3、法权和德性论前面的理论过于晦涩，后面的实例好一些，翻译还是觉得不太好，总的来说，看不
懂
4、很好，凡康德著作李译本都收藏。
5、《法权论》三遍（大四、研一、研二），《德性论》翻过。
6、本想注释本好一些，结果注释作用不大。。。
7、老康德（写完实批写这个
8、翻译得过于通俗，失掉了康德哲学的一些深刻性和内涵。当然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更好理解些，
不过对于研究者来说就不够了。
9、一切从原理出发。
10、是全套买的，只有这本稍差点，但其他的都不错
11、康德唯一完成的形而上学，其余都是导论。
12、绵密繁复，曲折幽深，识其大概而难以窥堂奥。
13、SELF.
14、该书是注释本，但是注释很少有用。价格奇高。
15、要看康德的著作存在一个问题：翻译的质量。信达雅三条标准只能求一。本书上半部分写法权，
下部分讲道德伦理在各种情况下的义务。
16、我想给译者提点意见：虽然我不否认这个译本算不错了，但确实有些地方有语病（其中有些可能
是笔误）；此外，语言表达习惯偏西方化，口语化（有些句子被割裂成好几块），好好修订一下吧。
我知道您功底深厚，抽空温习一下汉语基础知识会更好
17、纸张质量不错，翻译也不错。
18、#论文
19、接下来读读《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然后再看看阿伦特的讲稿，看看她为啥认为康德的政治哲学
是非常平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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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形而上学》

章节试读

1、《道德形而上学》的笔记-第4页

        这个睿智的人合理地要求，任何一种哲学学说，如果学者不应当甚至落入起概念晦涩难懂的嫌疑
之中的话，就必须能够通俗化（一种足矣普遍传达的感性化）。我很利益承认这一点，只不过对理性
能力本身的一种批判的体系以及所有只能经由对批判的这种规定来证明的东西例外，因为它是我们知
识中感性的东西与超感性的、但仍然是理性职权范围内的东西区分开来所需要的，这一点决不能通俗
化，正如一般而言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都不能通俗化一样；尽管它的结果对于健康理性（一个不知道
这一点的形而上学家的健康理性）而言完全能够使之变得明白易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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