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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康德哲学研究的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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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康德哲学研究的近况   

   郭大为  

今年正值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逝世200周年,德国人称之为“康

德年”。德国的康德研究以成熟稳健而一直不失为显学的尊贵。据《康德研究》去年的统

计,2001年西方学界出版或发表康德的著作及相关研究共963种,其中德语文献占了近一半,康

德被视为引用率最高的德国哲学家。   

  近年来,康德研究在德国所取得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对于康德文献的整理、注疏与解读

上。由狄尔泰发起、1902年出版第一卷的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一直被视为康德研究的标准

版本,但由于多种原因,这一“全集”至今未能出齐。不过,这一尴尬局面很快就会被改观。

1997年,《人类学讲演录》作为该全集的第25卷在人们的期待中已经出版,第四部分即讲演部

分的最后一卷《自然地理学》也在编纂之中,预计2006年与读者见面。康德的基本著作版本

繁多,其中不乏名家校刊的精品,又尤以《纯粹理性批判》为最。即使如此,德国学者依然学

不厌精,对于第一批判的校订、评注屡屡有新的发现。1998年,提莫曼根据第一、二版原版重

新校订了《纯粹理性批判》,修正了长期不为人觉察的舛误。2002年,纳塔勒出版了《〈纯粹

理性批判〉的系统评注》,从多学科总结了二战以来第一批判的研究成果。除了根据新发现

的材料整理刊行康德的文献外,专家们还尝试从新的视角来编辑康德的著作,比如由弗兰克等

人编辑校注的《康德美学与自然哲学文集》(2001)就力图将自然哲学看成是与康德的美学思

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这些对于第一手资料的发掘与研究为德国康德研究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此外,康德研究的工具书这两年也不乏新作,伊尔利茨编写的《康德手册——生

平、著作与影响》(2002)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随着人们对于康德兴趣的不断高涨,卡西勒、伏尔伦德等人的康德传记因年代久远已经

不能满足要求了,根据新材料和新视角重新考察康德生平与思想的作品应运而生。仅2003年

就有多种新传记付梓,其中既有记者出身的舒尔茨文笔风趣的通俗读物,也有盖尔的《康德的

世界》与迪驰的《康德传》这样严谨的学术著作。任教于马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库恩教授继

2001年英文版《康德传》之后,去年又出了德文本,这部六百多页的巨作更是以考证稹密、资



料丰富、学术性强而倍受学界人士的称道。这些传记作品向世人描绘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轶闻

趣事,生动地展现了哲学家的真实生活,从而纠正了海涅关于康德“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

史”这一流传已久的刻板形象。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康德生活的还原有助于人们更加完整准

确地把握哲学家思想的起源与深刻的意蕴。  

  总体说来,德国康德研究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围绕康德的生

平、著作和影响展开的专门性研究,加深了人们对于康德哲学现实意义的认识；另一方面,由

于当今哲学所有领域的探讨几乎都要回溯到康德,现实问题的争论又向康德专家们提出了更

多的问题和更高的要求。在浩如烟海的康德文献中,理论哲学研究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同时,认识论与其他理论哲学领域一样越来越受到分析哲学及海德格尔哲学的影响。此外,康

德理论哲学的研究热点还悄悄发生了另一种转向,既从认识论转向了科学哲学,这是对《自然

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及《遗著》深入研究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批判哲学核心

问题的重新审视是与对于西方哲学发展命运的思考密切相关的。2003年年底,图宾根大学哲

学系赫费教授以“现代哲学的基石”为副标题发表了他的新著《康德的〈纯粹理性批

判〉》。在这部颇受好评的著作中,作者完全从当代背景出发,联系康德之后哲学发展提出的

问题与挑战,用“更加善知的眼睛”来清除误解与错读。赫费教授认为,康德的第一批判为整

个哲学领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西方思想的风景由此获得了它的现代容貌。让作者深感

遗憾的是,康德所成就的伟业被人遗忘了,以至于人们在认识论中还经常抱守一种前批判的经

验主义,在身心问题的争论中甚至总是围绕笛卡尔的二元论打转转。面对哲学受到外部的认

识科学与内部告别理性趋向的冲击,作者通过批判性的解释学研究再一次确证了皮尔士当年

的断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今还是“哲学的母乳”。  

  赫费对于《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是针对后现代思潮及各种怀疑论的情绪的,其主旨不

但是强调康德理论哲学的普适性,更是突出其实践哲学的现实意义。可以说,对于实践哲学的

浓烈兴趣是当今德国康德研究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一方面,福科对于启蒙本质的反

思,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围绕正义展开的争论,所有这些追波逐浪似的学术热潮都一再将人

们带到康德的面前；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度信息化的背景下,固有的道德—

价值体系失衡,生命—技术伦理濒于无效的边缘,风险社会、文明冲突、地区与世界和平的现

实压力更是不断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康德关于道德自律、公共理性、永久和平思想的内在

价值。近年来对于“永久和平”思想的关注就比较能够说明实践哲学这一持续增加的热度。

1995年前后,为纪念康德《永久和平论》发表200周年,德国多所大学举办了大型研讨会,大量

的相关论著也接踵而至。  

  此外,对于美学与目的论、宗教哲学及人类学的研究也正处于方兴未艾的热潮阶段。研

究表明,《遗著》将会成为今后的一个重点课题,因为康德在生命暮年的思考力图为他哲学的

核心问题给出最后的答案。当然。对于德国康德研究的现状还存在着批评性意见。比如,慕

尼黑大学资深退休教授迪特·亨利希就认为,虽然在细节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专门家,但独领

风骚的统军人物和开创风气的名山之作确属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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