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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内容概要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逻辑学部分，集中地叙述了辩证法体系运动发展的一般形式。也
被哲学界俗称为《小逻辑》，是第一次依据德文原版译出。书后还附有梁志学先生为帮助读者理解黑
格尔思想编写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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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作者简介

黑格尔
1770年8月生于德国的斯图加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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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说他大器晚成毫不过分。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因此，事物的更替、发展、永恒的生命过程，就是绝对精神本身
。黑格尔哲学的任务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过自然、社会和思维体现出来的绝对精神，揭示它的发展
过程及其规律性，实际上是在探讨思维与存在的辩证关系，在唯心主义基础上揭示二者的辩证同一。
围绕这个基本命题，黑格尔建立起令人叹为观止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主要讲述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
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
至终都贯彻了这种辩证法的原则。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惊人的大胆思考之一。
黑格尔一生著述颇丰，其代表作品有《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全书》、《法哲学原理》
、《哲学史讲演录》、《历史哲学》和《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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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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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
实体性关系
因果性关系
交互作用
第三篇 概念论
主观概念
概念本身
判断
推理
客体
力学过程
化学过程
目的论
理念

Page 4



《逻辑学》

生命
认识
绝对理念
译者注释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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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章节摘录

书摘批判哲学与经验主义相同，假定经验是知识的惟一基础，不过批判哲学不承认经验是真理，而只
承认它是关于现象的知识。    批判哲学首先从经验分析中出现的两种成分，即感性材料与其普遍性联
系的区别出发。当上节中提到的反思——即认为在知觉本身包含了单纯个别的东西和单纯发生的事件
——与这个出发点相结合时，这个出发点也坚持一个事实，即普遍性与必然性是作为同样重要的规定
在被称为经验的东西中出现的。这种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成分并不是来源于经验东西本身，所以属于思
维的主动性，或者说，是a priori[先天的]。——各个思维规定或知性概念构成经验知识的客观性。它
们总是包含着联系，因此，通过它们就形成了各个a priori[先天]综合判断(即对立成分的原始联系)。   
[说明]在知识中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规定，这个事实休谟的怀疑论并不否认。它在康德哲学里也同样
是一个假定的事实；我们可以用科学中的通常语言说，康德哲学只不过提出了那个事实的另一种解释
。P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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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编辑推荐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他结束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旧时代。现当代哲学离不开黑
格尔，甚至其中许多伟大的东西都源自黑格尔。黑格尔特别熟悉人类思想史，他的哲学像一片汪洋大
海，融会了前人几乎全部的思想精华。本书也是被哲学界俗称为《小逻辑》，也是第一次依据德文原
版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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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精彩短评

1、同事儿子高中，自己要买的，看的津津有味呢
2、哲学的书，不能还没看就说三道四，所以还是好好研究一下再和大家讨论讨论！不过，这么经典
的书，相信肯定没得说。而且令人兴奋的是，书的封面是布纹硬壳的，让人很有读它的欲望！
3、书还没有看，但概述不错，应该这本书不错，毕竟是大师的著作
4、翻译的不错
5、如果你清楚那么读了它就会迷糊，如果你迷糊那么读了它就会清楚
6、在我读这个之前，关于哲学最基本的问题自己想了很多，看到这本很惊讶我和这样伟大的人竟然
有着很多完全一样的想法⋯⋯真是不自量力
7、最近有书可看了。挑战下自己。
8、十块钱买了本旧书，半天读完， 表示我的智商不能理解这么高深的科学。给四分是因为黑格尔很
有名，虽然不知道为啥有名。扣一分是因为翻译很拗口，虽然逻辑这个东西本来就很拗口。
9、非常抽象，黑格尔直接站在理性内部来考察人类的思维过程。这个过程被分为三个环节，即直接
性，中介和返回自身。黑格尔主张存在可以直接地被把握为概念，因此所谓的主客之分，不过是思维
环节的一部分，也就是片面的东西。最终所有的区别被统一在一个大概念——理念中。而价值恰恰是
由环节的统一中得到的
10、内容不错，认真思考很有意思
11、正品书很好！！！！！！！
12、刚刚看了序言,这本书又叫小逻辑相对于黑格尔之前的&lt;逻辑科学>的大逻辑而言,这本书精简了
很多大逻辑里面的数学方面的东西.
13、老黑的书晦涩难懂早有所耳闻 逻辑学不愧为老黑难懂系列中的战斗机！不过很思辨，比较严谨，
看得出孤寂的思路清晰地路
14、晦涩艰深，概念抽象！
15、卖的精装版的，印刷质量相对价格还算满意
16、看了两天，序都没看懂，不是我所能驾驭的书不错
17、非常好的书，可以提高人的思考力。
18、简单的看完了,啥都不懂...let me cry
19、书本质量太差  纸张不好
20、看不懂 ⋯
21、书挺好的，就是有些深奥，初次看不懂⋯⋯
22、黑格尔的小逻辑，逻辑思维是人非常重要的一本本领。用它可以分析一切事物，包括社会上发生
的种种事件及报道分析。这是否具有逻辑性。
23、包装的不错，书应该也是正品。慢慢看吧
24、呃 没看懂。。。
25、看不懂....
26、这是第一遍，还得看好多遍
27、抽象 抽象 这么多年来第一本我真的一句话要想半天的书
28、逻辑学（哲学全书·第1部分）
29、当初发疯想考哲学的研的产物，看完之后彻底放弃了这个念头。到现在都觉得自己逻辑和语言组
织能力都相当的有问题⋯⋯
30、也太难了。。。根本不造在说神马，可是还要写德国古典哲学的论文就撕逼般的继续看
31、自知水平有限 在没能读懂的情况下还是不要妄评了 不过这真的是我初中因为好奇而读的哲学书。
32、这本书实际是《小逻辑》，主要看重译者。
33、哲学书毕竟要比通俗书枯燥。印刷没有什么瑕疵，纸张质量不是那么好
34、译得不别扭
35、这种译本相当考验译者的语言水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36、跟我两个开玩笑
37、梁志学先生的译本确实是超越贺麟先生的，并非妄损先贤声誉，梁先生的译本更通顺（可能和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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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接通过德语翻译过来有关），梁先生作为李泽厚先生的同学，在做学问上选择翻译来完成自己的哲学
志向，更加钦佩，本书名曰：“逻辑学”，实则更多的阐释了黑格尔的辩证理论，实在得反复研读。
38、虽然读起来很费劲，但是包装什么的真的很好。
39、彻底彻底，打碎我自信的一本书，初中毕业觉得这个很酷，买回家所以的字都认识，连成个句子
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现在还有阴影，我觉得中文版我是不会再读了。。。
40、译本烂得我怀疑黑格尔本人精神有问题。
41、→_→
42、这本书要看懂(粗略的懂)不容易啊，书的质量及其字迹，感觉非常好，包装精美，纸张的厚度很
合适，因为这本书是需要反复的翻阅，纸张的厚度绝对经得起很多次的翻阅.
43、看着睡着了、、。。可能智商不够。。很枯燥
44、只看了前面一点 点  所以也给不了太多评论  第一次看这样的书 对我来说有点难
45、我个人觉得《小逻辑》比《精神现象学》要友好很多，问题讲得十分清晰与具有逻辑性。读黑格
尔的时候就会想作为人类理性的最高峰，黑格尔哲学发展到这个程度，其他哲学还有存在的意义吗？
黑格尔之后的哲学都笼罩在黑格尔的阴影之下，黑格尔之前的哲学都被纳入这个庞大的理念自我发展
过程的体系之中，似乎现象学从根本上还是在黑格尔的论述之中，所以难怪学习德国古典哲学的人认
为已经掌握了智慧，对黑格尔也是路转粉。
46、和贺译本对照着看。
47、逻辑学不错的话书。
48、我为什么买梁译《逻辑学》有以下考虑：1、是新译本，感觉有其他译本参考会更好；2、号称是
完全从德语本译出，觉得可能原汁原味。看了开头到导论第12节就感觉理解出现巨大的困难。开始以
为是自身能力问题，但是认真看了好多遍，还是看不懂。于是买了贺麟翻译的《小逻辑》作为参考。
贺译逻辑顺畅，一读即懂。再看其他章节，越看越觉得梁是在用汉语逐词逐字翻译德语。不过随着阅
读的深入，梁译的优点也逐渐显现出来。在贺麟翻译有疑问的地方，梁译明显可以作为理解的补充。
由于梁译在之前一本之后出，小逻辑又是我国几十年来极为重视的一本书，所以其翻译另有特色，更
可能是原汁原味（笔者瞎猜）。翻译要求有信达雅，但是更重要的前提是要大家看得懂才行。黑格尔
的哲学本来就以难懂著称，读懂确实不容易。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建议：1.贺麟版作为主要阅读目标
，梁译作为参考。二者的区别是贺麟版比较通俗，当然不是绝对的。很多地方梁译明显更为清楚。贺
麟版读懂之后，再读梁译，另有一番味道。2、贺译商务版有人认为纸张薄，我觉得完全可以接受，
印刷质量是商务一贯的水平，我是满意的。梁译精装版纸张和印刷质量优于贺麟版，更为典雅和实用
（精装的书比较好翻页，不会自己弹回来）。3、梁译孤立阅读容易读不通，建议不...要只买这个文本
。最后，对贺麟、梁志学等翻译大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珍重你们的学术态度和你们的伟大工作，
你们的著作是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 阅读更多 &rsaquo;
49、相比较而言，小逻辑的翻译版本，贺麟老师的更好一点。
50、时而清醒，时而晕眩。。。很有意思，但表示需要读两遍才行。
51、`````高中看的哲学书,看到大脑迟滞
52、典型中国式教材，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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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

精彩书评

1、由于最早读的是贺麟先生的译本，所以对于梁志学先生译本中采用的一些译法不以为然，对照德
原版，梁译本在语感方面明显过于松散。

Page 10



《逻辑学》

章节试读

1、《逻辑学》的笔记-第298页

        概念的普遍东西是自己特殊化自己的东西，是在自己的他物中明晰清澈地依然存在于自身的东西
。常常从感觉的立场出发对一般思维，尤其是对哲学思维所提出的一切责难，以及经常重复的那个据
说把思维推勘得太远就有危险的论断，都是由于这种混淆而引起的。——观念论对经验主义诘难的反
驳，黑格尔认为经验对知性概念所造成的矛盾，知性概念自身的矛盾，都是由于没有在更好的统一性
上把握概念所致，真正的概念恰恰是扬弃了矛盾的概念。
问题在于，黑格尔并未真正抛弃知性概念，要达到存在与本质的统一的概念，恰恰需要经过知性概念
的辩证发展。也就是说，哲学并不是知道那个唯一的真正的概念就可以的。

2、《逻辑学》的笔记-序

                客观唯心主义之集大成者。小逻辑既是本体论，又是认识论。它是一个以时间顺序而言的“大
体”本体论，“部分”认识论。较之时间的“持久性”而言，黑格尔更侧重于概念的“永恒性”。

3、《逻辑学》的笔记-第322页

        为了作出正确的推理，我们也不必事先研究过逻辑学。

4、《逻辑学》的笔记-绪论

             小逻辑中所指“葡萄不是水果”的观点大概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所表述的“白马非马”的理论。
任何事物当抽象成一个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与事物至多只是一个包含的关系，那么也就是在数学的
角度来说，概念与对象是无法做到一一映射的。所以老子说“名可名，非常名。”。因为这里的“名
”的范围是绝对的概念，而对对象的描述是有范畴的（黑格尔说学科是有范畴的），所以在某一个范
畴里，白马是马，而在绝对的范畴里，“马”则并列于“白马”（而不是包含关系）存在，那么白马
则“非马”，因为白马有的，马却未必有，比如颜色等。先哲的思想，太神奇了，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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