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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学（上卷）》

内容概要

我馆历来重视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
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
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
，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
于研读考，又利于文化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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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学（上卷）》

书籍目录

序言：论科学认识〔一、当代的科学任务〕〔1.真理之为科学的体系 2.当代的文化 3.真理之为原则及
其展开〕〔二、从意识到科学的发展过程〕〔1.绝对即主体的概念 2.知识的生成过程 3.个体的教养〕
〔三、哲学的认识〕〔1.思辨的思维 2.天才的灵感与健康的常识 3.结语，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导论甲
、意识第一章 感性确定性，这一个和意谓第二章 知觉，事物和幻觉〔一、事物的简单概念〕〔二、
事物的矛盾概念〕〔三、朝向无条件的普遍性和知性领域的发展运动〕第三章 力和知性，现象和超感
官世界〔一、力与力的交互作用〕〔二、力的内在本质〕〔Ⅰ.超感官世界〕〔1.内在核心，外表现象
，知性或理智 2.超感官世界即现象界 3.规律作为现象的真理〕〔Ⅱ.规律作为差别与同一〕〔1.特写的
规律与普遍的规律 2.规律与力 3.说明或解释〕〔Ⅲ.关于纯粹差别的规律〕〔三、无限性〕乙、自我意
识第四章 意识自身确定性的真理性〔Ⅰ.自我意识自身〕〔Ⅱ.生命〕〔Ⅲ.自我与欲望〕一、自我意识
的独立与依赖，主人与奴隶〔Ⅰ.双重的自我意识〕〔Ⅱ.对立的自我意识的斗争〕〔Ⅲ.主人与奴隶〕
〔1.统治 2.恐惧 3.培养或陶冶〕二、自我意识的自由，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和苦恼的意识〔Ⅰ.斯多
葛主义〕〔Ⅱ.怀疑主义〕〔Ⅲ.苦恼的意识，坏的主观唯心主义〕〔1.变化的意识 2.不变的形态 3.现实
与自我意识的统一——（1）纯粹的意识 （2）个别的本质与现实性，虔敬的意识的活动 （3）自我意
识达到了理性〕丙（甲）、理性第五章 理性一的确定性与真理性一、观察的理性二、理性一的自我意
识通过其自身的活动而实现三、自在自为地实在的个体性译后记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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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学（上卷）》

精彩短评

1、差不多过完了上卷一遍，正在走第二遍。我觉得我能啃下来。
2、争取将来再一遍遍读
3、自我的觉醒，终归还是没有逃脱他者话语权的丧失啊。悲剧的是，在我说这句话时，还是other而
已。二十年前我开始读黑格尔，今天依旧感叹。
4、MD，装B不容易啊，读不下去了
5、框架一开始就在那里搭好了，一旦接受以后，读者就可以很快地进入。总觉得像是资产阶级哲学
，太保守，虽然经过否定的环节，但最终回到了“精神=现实”。
6、不甚求解
7、这么好的书怎么看过的人那么少？！！
8、79后版
9、黑哥的花开在了哪里，你的花骨朵捏
10、： �B516.35 
11、再读一次吧勇士！
读完了觉得黑格尔还是没什么。。。什么都没有。还是历史哲学比较像样
12、误入隐藏关卡
13、還沒細讀，只粗略看了下 有時間再看
14、跟着邓晓芒重读黑格尔
15、回顾，做哲学札记。
16、绝对会让你成长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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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象学（上卷）》

精彩书评

1、以前断断续续读过一部分，今年年初花了两个月细读了五分之四，（当然在这期间还有别的书在
看），发现倒头来还是一头雾水。虽然有前面的导读，也看过无数人的讨论、论文、解读和简写，但
亲自读来还是困难重重、异常吃力。虽说学分析哲学的人不必读此书，但是当看到Brandom在匹兹堡
的照片上手握此书洋洋得意，不免觉得这也是分析哲学发展之必然趋向，即体系性、辩证性、整体论
等。遂读之，然痛之。真是让人又爱又怕。贺先生的翻译已经够好了，可我还是发现有的时候一句话
不懂，有的时候一段话不懂，有的时候几页纸都不知所云。后来我晓得就连张如伦、叶秀山等大师级
学者也不是每段必懂每句必通的，遂放心而放下，看别的书去也。等日后哲学功底渐强之后再细细品
味此书吧，谨为记。
2、著书目的：促使哲学接近科学的形式1。如今人的目光过于执着于世俗事物了，从精神之如此易于
满足，我们就可以估量它的损失是如何巨大了。然而这种感受上的易于满足或给予上的如此俚吝，并
不合于科学的性质。谁若只寻求启示，谁若想把他的生活与思想在尘世上的众象纷坛加以模糊，从而
只追求在这种模糊不清的神性上获得模糊不清的享受，他尽可以到他能找得到的一些地方去寻找；他
将很容易找到一种借以大吹大擂从而自命不凡的工具。但哲学必须竭力避免想成为有启示性的东西。
由于这样的精神完全委身于实质的毫无节制的热情，他们就以为只要蒙蔽了自我意识井放弃了知性，
自己就是属于上帝的了，上帝就在他们睡觉中给予他们智慧了；但正因为这样，事实上他们在睡眠中
所接受和产生出来的，也不外是些梦而已。事实上，精神从来没有停止不动，它永远是在前进运动着
。但是，犹如在母亲长期怀胎之后，第一次呼吸才把过去仅仅是逐渐增长的那种渐变性打断———个
质的飞跃——从而生出一个小孩来那样，成长着的精神也是馒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
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只有通过个别的征象才预示着旧世界行将倒塌。现存世界里充满
了的那种粗率和无聊，以及对某种未知的东西的那种模模糊糊若有所感，在在都预示着有什么别的东
西正在到来。可是这种逐渐的、并未改变整个面貌的颓毁败坏，突然为日出所中断，升起的太阳就如
闪电般一下子建立起了新世界的形相。但这个新世界也正如一个初生儿那样还不是一个完全的现实。
这一点十分要紧，必须牢牢记住。同样，科学作为一个精神世界的王冠，也决不是一开始就完成了的
。新情神的开端乃是各种文化形式的一个彻底变革的产物，乃是走完各种错综复杂的道路并作出各种
艰苦的奋斗努力而后取得的代价。这个开端乃是在继承了过去并扩展了自己以后重返自身的全体，乃
是对这全体所形成的单纯概念。但这个单纯的全体，只在现在已变成环节了的那些以前的形态，在它
们新的原素中以已经形成了的意义而重新获得发展并取得新形态时，才达到它的现实。科学的知性形
式是向一切人提供的、为一切人铺平了的通往科学的道路，而通过知性以求达取理性知识乃是向科学
的意炽的正当要求：因为知性一般说来即是思维，即是纯粹的自我，而知性的东西则是己知的东西和
科学与非科学的意识共有的东西，非科学的人通过它就能直接进入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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