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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讲演录（新校重排本）》

内容概要

★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最天才的著作之一，“哲学史”的开山之作和必读经典
★全新校对，重新排版，据贺麟先生手迹修订部分文字，收为“贺麟全集”最新四卷
★贺麟弟子、著名哲学教授张祥龙参与编辑修订工作
★重新收入苗力田选译黑格尔哲学史相关书信
《哲学史讲演录》，黑格尔最天才的著作之一。——恩格斯
只有通过黑格尔，哲 学史才第一次成为独立的科学。 ——文德尔班
《哲学史讲演录》是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的代表作之一，“哲学史”的开山之作，治哲学者必读
之书。黑格尔一方面将哲学史纳入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的框架中，把哲学史归结为理念回归自身的
绝对精神阶段；另一方面把辩证法贯彻于哲学史研究，深刻地揭示了哲学史的发展规律。20世纪五六
十年代，贺麟、王太庆等先生将其译成中文出版，是贺麟先生译述黑格尔的重要成果。本次收入“贺
麟全集”，全新校对，重新排版，据贺麟先生手迹修订部分文字，并解决商务版由于出版时间相隔较
远而存在的体例不一等问题，更适合当下阅读。

Page 2



《哲学史讲演录（新校重排本）》

作者简介

黑格尔（Hegel, 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家，其思想被认为象征着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运动的
顶峰，对后世哲学流派，如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黑格尔一生著述
颇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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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国内外久享盛名的西方哲学专家、翻译家，于黑格尔哲
学无不精通，论述遍及黑 格尔哲学的各个方面，他翻译的《小逻辑》，学术界公认为是继严复《天演
论》之后影响最大的学术著作中译本；对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贺
麟在中国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1930年代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体系，是现代
早期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译著还有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精神现象学》，斯宾诺莎
的《伦理学》等，主要著作有《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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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讲演录（新校重排本）》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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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讲演录（新校重排本）》

精彩短评

1、穿上七里靴，中世纪跳过去。从哲学史讲义中可以读到黑格尔哲学体系概念的背景和起源，以及
黑格尔顺带的讲解分析。不仅仅是理解黑格尔哲学，理解观念论体系，还是理解哲学史的极佳素材。
许多论断埋下理解黑格尔理论起源的伏笔，值得认真对待，特别是导论，柏拉图和第四卷。
2、翻译得十分好！2016-4-29
3、东西之间，其实可互证——其理一也。
或许同理学一样，黑格尔哲学乃一古老谱系的反刍。
4、第四卷掠过
5、第一卷结束，放一放
6、晚上在书店看的。很多地方非常精辟，不过也有的地方令人发汗，比如东方哲学的部分。其实他
说的也没错，有时候我也不认为中国存在哲学。看到里面批判康德的语句立刻反应过来果然是黑格尔
的作品那种感觉你懂的
7、Die Wahrheit ist das Ganze.
8、还有比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亲自讲的更优秀的哲学史么？
9、我可以无聊的时候说一下，黑格尔和罗素是阻挡你真正进入哲学的事物，那是这个世界过度摇摆
需要的女性缓解的体现，你心知肚明，我觉得如在大街上看现代女人一般看你写下法哲学原理，要从
你过，你还真可爱
10、哲学有一个魅力，通俗的来说就是“以理服人”。哲学家的观点无论对错，都是建立在逻辑的基
础上。我不是学哲学的，但从这些哲学家的观点，我体会到了思考与探索的乐趣。比如，先前的哲学
家认为理性是重要的，并且有许多的论证，后来叔本华肯定了非理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看这样
的一部哲学史就是一次思维的探索之旅，跟着哲学家一起来一步一步地去探索和思考一些哲学问题。
11、搬家清理藏书。有兴趣的，请豆邮。不包邮，支付宝支付。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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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史讲演录（新校重排本）》

章节试读

1、《哲学史讲演录（新校重排本）》的笔记-第7页

        7任何东西之所以具有价值，都仅仅在于它在心灵中被把握，并不在于它是物。内容不再是一件客
观性的东西；因此神仅仅在精神之中，并不在彼岸，而是个人内心深处所固有的。纯粹的思维也是一
种内在的东西。它也接近那自在自为的存在者，并且发现自己有权利去把握那自在自为的存在者。（
不知怎的，觉得许多年前读过的书，像是之前根本没有读过一样，部分书还要与孩子一起重新读，多
少令人有些沮丧。是我记不住呢，还是没有真正消化理解，还是这些书太博大了，每一次读感受都有
所不同）
9哲学的真正出现，在于在思维中自由地把握自己和自然，从而思维和理解那合理的现实，即本质，
亦即普遍规律本身。因为这是我们的东西，是主观性。主观性自由地，独立地思维着，是不承认任何
权威的。
16有人说，一个哲学家应当过着哲学家的生活，即置身于外在的世间关系之外，不为世事分心和烦恼
。可是，人是处在各种生活必需的事情包围之中，特别是处在文化环境之中的，谁也不能自给自足，
不假外求；他必须设法与别人联系起来活动。近代世界就是这样一种基本的联系力量；它包含着这样
一层意思，个人绝对必须参与这个外在生活的联系。处在任何地位的人，都只能采取一种共同的生活
方式，只有斯宾诺莎一个孤芳自赏例外。所以，在过去，勇敢是个人的勇敢，近代人的勇敢则不在于
人人以各有自的方式行式，而在于信仰那个与别人的联系，就是这种联系使人们立下了全部功勋。哲
学家并没有像僧侣那样组成一个阶层。科学院士们是组成这样一个阶层的；但是，即便是这种院士地
位，这种地位的取得，是外在条件所决定的，也沉没在通常社会关系的汪洋大海里了。最主要的事情
是在于始终如一地忠于自己的目的，而不在于生活上独树一帜。
29培根反对对自然作目的论的考察，反对按照目的因来考察自然。探索目的因是无用的，没有益处的
，从causae efficientes作用因来考察才是主要的事情按照目的因来考察的例子是，我们之所以长睫毛，
原因在于保护眼睛，动物之所以长厚皮，是为了防寒暑。。消极外在的实用方面被人们摆了出来。。
。。这里的目的是外在的原因。这种按照目的的考察排出物理学之外，只有对原因的考察才属于物理
学。
63凡是应当在世界上起作用的，得到确认的东西，人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去洞察；凡是应当被认为
确实可靠的东西，一定要通过思维去证实。
101斯宾诺莎 面带愁容的受谴责的形象。这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的忧郁相貌，而且温和善良；他诚然
受谴责，但并不是受一种消极的非难，而是受舆论的积极的非难，这种非难是出于人们的错误和毫无
头脑的激情。
137 灵魂的本质在思维中，就像物质的本质在广延中一样。其余的东西，如感觉，想象和意志，都是
思维的变相。。灵魂不能从外界的事物得到它的各种表象和概念。。
146人们说，一个哲学家也应该象哲学家那样生活，亦即独立于世间的外部环境，不要忙于事物，太为
世物操心。但象这样的自身封闭，脱离一切需要，特别脱离文化教养，没有人会获得生活手段，反之
，他们必须在同他人的联系中寻找生活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我生活于其中的外部环境和方式是必要
的，但对我也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不应把自己的品格建议在外部环境上面，也不应表示自己是独立于
环境之外的形象，而必须为自己在世界中找到一个由自己创造出来的地位。

2、《哲学史讲演录（新校重排本）》的笔记-第447页

        在思维里，只有思想才是对象⋯⋯（思想也可以堕入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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