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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
本书中导言甲、乙两部分是由贺麟译出，丙部分由王太庆译出。东方哲学是由王维诚从
英文译本译出，又经王太庆根据德文本整理，贺麟根据荷夫麦斯特本增补的。希腊哲学
中导言、七贤、伊奥尼亚哲学及毕泰戈拉派哲学是王太庆翻译或整理别的同志的译稿而
成。爱利亚学派及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是贺麟译出，赫拉克利特及恩培多克勒是杨祖陶
译出，阿那克萨戈拉哲学是方书春译出。全书均经宗白华及方书春根据德文本校阅一遍
。贺麟与王太庆除校阅了其他同志译稿外，并负最后编排整理的责任。依照德文第1版标
出原版页数于书边上，以及编制重要人名地名索引，皆是王太庆的工作。在书中我们力
求名词统一，其中有少数名词含义较丰，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中文名词翻译，也是经
过集体商讨的。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
史讲演录（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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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
从上面所论理念的形式性质，足见只有能够掌握理念系统发展的那一种哲学史，才够得
上科学的名称（也只有因为这样，我才愿意从事哲学史的演讲）；一堆知识的聚集，并
不能构成科学。哲学史只有作为以理性为基础的现象的连续，本身以理性为内容，并且
揭示出这内容，才能表明它是一个理性的历史，并表明它所记载的事实是合理性的。那
一切通过理性而发生的事实，自身如何会不是合理性的呢？相信人世间的事变不是受“
偶然”所支配，应该已经是一个理性的信仰，而哲学的任务，就在于认识哲学自己的表
现虽这样的是历史，而它却只为理念所规定。
通过这些初步阐明的一般的概念，我们现在就规定了哲学史的范畴了。我们必须考察这
些范畴在哲学史上进一步的应用，这种应用，将可以使我们得到哲学史上最有意义的观
点。
（一）各种哲学在时间上的发展
关于哲学史的第一个问题，涉及刚才所提及的理念在表现上的差异。这问题是：哲学如
何会表现为在时间上有发展而且有一个历史？对这问题的回答，就会牵涉到时间的形而
上学。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只在于指出几个要点，以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愿意离题太
远，说得太多。
上面已经提到，精神的本质在于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活动。反之，自然就它本身说来，它
的变化因此只是些重复，它的运动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更确切点说，精神的事业就是
认识自己。我是一个直接的存在，但这只是就我是活的有机体而言；只有当我认识我自
己时，我才是精神。“认识你自己”，这个在德尔斐的智慧神庙上的箴言，表达了精神
本性的绝对命令。意识在本质上包含着这样的意义：我是自为的，我是我自己的对象。
根据这一绝对的判断，“我的”与我自身有了区别，精神使自身成为定在（或译“限有
”——译者），把自身当作自身以外的东西；它建立其自身于外在性里，而外在性正是
自然的、一般的有区别的存在方式。但是外在性的一种形式就是时间，这种形式在自然
哲学和精神哲学里，将要予以详细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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