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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

作者简介

克罗齐（Bendetto  Croce， 1866—1952）又译柯罗齐。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要
代表之一。1883年在罗马上大学。20世纪20年代形成自己的新黑格尔哲学体系。1903年起主编《评论
》杂志。1920—1921年任教育大臣。政治思想上一直是意大利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袖人物。哲学上
深受黑格尔影响，但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他把精神作为现实的全部内容，认为除精神之
外单纯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哲学就是关于精神（全部存在着的现实）的科学，即纯粹的精神哲学。他
的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美学原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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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

精彩短评

1、克罗齐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中把相异的东西与相对的东西糅合在一起的看法，反对以绝对精神取代
人类历史，这与其在1911年所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死亡”的政治论断在思路上大概是一致的。尽管
克罗齐的政治思想在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中不断转变，但这转变根本原因恐怕还是其哲
学一元论思想。
2、从提到柏格森的部分来看有点明白黑格尔要做什么，就是把握概念生成的历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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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探讨了维科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相似，另外反思了辩证法的应用范围并提出了相异辩证法的
概念。黑格尔说有是第一个概念，然后否定自己变成无，又生出变。这大概一方面跟德语的词汇有关
，是就是存在的意思，一方面跟基督教一神论有关吧。老子讲无生有，是不是跟东方的创世神话有关
，混沌分为天地。可西方神话也讲大地生出盖亚什么的，搞不清。从数理逻辑讲，可不可以先有0，
然后同时生出肯定的1和-1，因为毕竟数学是不受文化历史因素影响的语言嘛。是不是可以作为起点。
当然我不完全懂黑格尔的历史逻辑与形式逻辑、数理逻辑之间的关系。也就瞎说几句。克罗齐发现了
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滥用现象，“对立面底综合和相异概念的关系之间的混乱底第二种坏影响，也
是很严重的。由于这种混乱，黑格尔便无法认识精神底各种形式的自主性和对他们给予固有的和适当
的价值。错误一旦跟特殊真理混同起来，黑格尔便认为哲学底错误变成了特殊真理，因此特殊真理便
应该跟错误共同联合起来，变成哲学底错误，丧失其所有内在的标准，在被引回思辨真理的领域中，
作为不过是哲学底不完备的形式来处理了。”“因为这个理由，黑格尔不能认识审美功能的真正本质
，也不能够认识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功能的真正本质，换言之，不能够认识艺术、历史、物理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真正本质。”—————————我素看圣人掐架的分割线——————————克罗齐
认为黑格尔的错误首先体现在他的美学理论——“黑格尔所写的关于美学的文章，无疑是被一种伟大
的艺术情感所鼓舞。而且，总的来看，这种倾向占了优势。”（看到这笑了半天，大师之间的揶揄，
克罗齐这样寒碜黑格尔。这相当于说，黑格尔你丫根本不懂美学，就是凭着兴趣和激情胡搞一气~牛
逼！）然后就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再笑，意大利人还挖出了德国人的幽默，老黑格尔也够贱的，
英国人成了他贬损的对象。克罗齐讲到：黑格尔“叫我们注意这个苹果对人类曾经有过三次的致命的
影响，因为它是亚当堕落、特洛伊城毁灭，以及掉在牛顿头上使自然哲学没落的原因。——老黑格尔
恶狠狠地攻击牛顿体系的不彻底性，意大利人都看不下去了。如果哲学家都这么写该多给力啊，还能
当笑话看。）—————————北回归线—————————————————通过批判黑格尔，
克罗齐卸下了由黑格尔担在“哲学肩上的重担”，恢复了美学、宗教和自然科学的名誉。他认为这种
逻辑滥用只是“生长在他底体系之上的病瘤罢了”，造成了其体系的二元论，并且体现在后世黑格尔
的门徒身上。但还是肯定其有生命力的地方，并且特别谈到意大利人把黑格尔当成自家兄弟，要将其
和维科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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