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客体（Das Objekt） 

    §194 

    客体是直接的存在，由于在它里面差别是已当作被扬弃了的，所以客体对差别来说， 

是漠不相关的。此外客体本身又是一全体，同时因为这种同一性仅是它的各环节之潜在 

的同一，所以对于客体的直接的统一说来，它同样是漠不相干的。它于是便分裂为许多 

有差别的事物，其中每一事物本身又是一全体。因此客体就是杂多事物的完全独立性、 

与有差别的杂多事物同样地完全无独立性之间的绝对矛盾。 

    〔说明〕“绝对是客体”这一界说可说是最明确地包含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中， 

每一单子都是一客体，但它是一个潜在地表象着世界的客体，甚至是世界表象的全体。 

在单子的简单统一性里，一切的差别只是观念性的，非自身独立的东西，没有任何东西 

从外面进入单子里面。单子就是整个概念的本身，其差别所在只取决于这概念自己较大 

或较小的发展。这个简单的全体同样分裂为无穷复多的差别体，从而每一差别体都是一 

独立的单子。在单子中之单子和它们内在发展的预定的谐和里，这些实体又同样归结为 

非自身独立性和观念性。所以莱布尼茨的哲学代表完全发展了的矛盾。 

    附释一：如果认绝对（上帝）为客体，并且停止在那里，那么正如新近费希特所正 

确地强调的那样，这种看法一般地代表了迷信和奴隶式的恐惧的观点。无疑地上帝是客 

体，并且甚至可说是绝对的客体，与这客体比起来，我们特殊的主观的意见和意志，是 

没有真理和没有效力的。但即使作为绝对的客体，上帝也并不是当作一个黑暗的与主观 

性相对立的敌对的力量而毋宁是包含着主观性在内作为他自身的主要环节。这个道理基 

督教的教义表示得最明白，如说：上帝愿意所有的人皆得救，上帝愿意所有的人皆有幸 

福。人之得救，人之有福，这是由于人能达到与上帝合一的意识，于是上帝对人便停止 

其为外在的单纯的客体，因而不再是一畏惧和恐怖的对象，特别是如象神对于罗马人的 

宗教意识那样。再则，在基督教里上帝又被理解为“爱”，而且上帝启示其自身于他的 

儿子里，他的儿子与他为一，这样，上帝，即作为个别的人启示其自身给人类，由此人 

类就获得到解救。这就无异于宣称，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便自在地被克服了。至于如 

何去分享这种解救，如何放弃我们直接的主观性（摆脱掉那旧的亚当），并证悟到上帝 

即是我们真实的本质的自我，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了。 

    正如宗教和宗教崇拜在于克服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同样科学，特别是哲学，除 

了通过思维以克服这种对立之外，没有别的任务。认识的目的一般就在于排除那与我们 

对立的客观世界的生疏性，如人们所常说的那样，使我们居于世界有如回到老家之感。 

这就无异于说，把客观的世界导回到概念，——概念就是我们最内在的自我。从这一番 

讨论里也可懂得，认主观性和客观性为一种僵硬的抽象的对立，是如何地错误了。两者 

完全是辩证的。概念最初只是主观的，无须借助于外在的物质或材料，按照它自身的活 

动，就可以向前进展以客观化其自身。同样，客体也并不是死板的、没有变动过程的。 

反之，它的过程即在于证实它自身同时是主观的，这种过程形成了向理念进展。任何人 

由于不明白主观性和客观性两范畴〔的辩证关系〕，想要抽象地坚执着这两个范畴，他 

就会不自知觉地猝然发现这些抽象的范畴会从他的手指间溜走，而他所说的话恰好会是 

他想要说的话的反面。 

    附释二：客观性包含有机械性、化学性和目的性三个形式。机械性的客体就是直接 

的无差别的（indi e eerente）客体。 

    诚然，机械的物体包含有差别，不过这些机械物体的差别彼此是漠不相干的（glei 
chgultig），而它们的联系也只是外在的。反之，到了化学性的阶段，客体本质上表现 

出差别，即客体之所以如此，只是由于他们彼此的关系，而这种差别构成它们的质。客 

观性的第三形式，目的的关系，这是机械性和化学性的统一。目的，也如机械的客体那 

样，是一个自成其结的全体。但又被从化学性中展开出来的质的差别的原则所丰富了， 

这样，目的便使它自身与和它对立的客体相联系了。所以目的的实现就形成了到理念的 

过渡。 



（a）机械性（Der Mechanismus） 

    §195 

    客体（1）在它的直接性里只是潜在的概念，客体最初总是把概念看成是外在于它的 

主观的东西，客体的一切规定性也是外在地被设定起来的东西。因此作为许多差别事物 

的统一，客体是一个凑合起来的东西，是一个聚集体。它对于别的事物的作用仍然只是 

外在的关系。——这就是形式的机械性。这些客体虽然保持在这种外在关系和无独立性 

里，但仍然同样是独立的、彼此外在地互相抵抗着。 

    〔说明〕压力和冲力就是机械关系的例子。又如由死记得来的知识也可说是机械的， 

因为死记着的那些字眼对于我们没有意义，而是外在于感官、表象和思维的。而且这些 

字眼的本身也同样是外在的，一串没有意义的文字之连属在一起。 

    行为及宗教上的虔诚也同样是机械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宗教信仰等等纯是为仪 

式的法规或由一个良心的顾问所规定的，如果他所做的事，他自己的精神和意志都不贯 

注在他的行为里，那末这些行为对于他便是外在的，也就是机械的。 

    附释：机械性，客观性的第一个形式，又是一个在观察客观世界时首先呈现其自身 

于反思里，并常常停留在反思里的范畴。但机械性却是一肤浅的、思想贫乏的观察方式， 

既不能使我们透彻了解自然，更不能使我们透彻了解精神世界。 

    在自然里，只有那完全抽象的纯惰性的物质才受机械定律的支配。反之，凡是可以 

叫做狭义的物理的现象和过程（例如光、热、磁、电等现象），便不是单纯的机械的方 

式（即压力、冲力、各部件的机械替换等等）所能解释的。把机械的范畴转用到有机的 

自然里，将更显得不充分，因为这里的问题是要理解有机自然界的特殊性质，如植物的 

生长、营养或者甚至是动物的感觉。我们必须认为这是近代自然研究的一个本质的以至 

主要的缺陷：即本当用与单纯机械性范畴不同的较高的范畴去理解之时，却仍然固执地 

坚持着单纯用机械的范畴去解释，不顾这些机械范畴与朴素的直观所提供的情况相矛盾， 

因而阻碍了对于自然获得正确知识的道路。即以探讨精神世界的各种形态而论，机械观 

的应用也常常超出了它应有的范围。试举一例，譬如说，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所构成。在 

这句话里，灵魂和肉体好似两个各个自存之物，它们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联系。同样的 

机械看法，将灵魂认作仅仅是一堆彼此各个独立自存的力量和性能，彼此并列在一起的 

复合体。 

    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坚决地拒绝机械的考察方式，因为它走上来，冒充为代替了概 

念性认识的地位，并将机械性当作绝对范畴。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须明白承认机械性具有 

一种普遍逻辑范畴的权利和意义。因此也不可将机械性仅仅限制在它由之得名的自然领 

域之内。譬如，即使我们越出机械学〔力学〕固有的范围，而在物理学和生理学里着眼 

于机械的活动（如重力、杠杆等类的作用），亦未始不可。但我们却不可忽视一点，即 

在这些范围之内，机械定律已不复是决定性的东西，而只是居于从属的地位。说到这里， 

还有一点须得指出，即在自然界里，当较高级的或有机的功能的正常作用遭受任何方式 

的扰乱或妨碍时，则原来处于从属地位的机械性便会立即占优势。譬如，一个胃弱的人 

只消吃少量的食物，胃里就会感得一种压力，而别的消化机能健全的人即使吃一样多的 

食物，却不会感到什么压力。同样，身体健康情况不佳的人，也会普遍地感到四肢沉重。 

即在精神世界内，机械性也有它的地位，不过仅仅具有从属的地位罢了。人们很正确地 

说到机械的记忆，以及各式各样的机械行动如机械的读书，机械的写字，机械的玩弄乐 

平等等。特别就记忆而论，机械式的活动可以说是属于它的本质。忽视了这一事实，对 

于青年人的教育常引起很不良的后果，这是由于近代教育家过分热心于理智的自由发展， 

而忘却了机械的记忆有时也有其必需。如果一个人纯粹依据机械定律去解释记忆的性质， 

并径直应用机械定律去研究灵魂，那么，他将会是一个笨拙的心理学家。记忆的机械之 

处仅在于用纯全外在的联系以认识某些记号、声调等等，而且即在这联系里重现所记忆 

的东西，而无须注意到所记着的这些东西的意义和内在联系。要想认识这种机械记忆的 

情形，并不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力学，况且力学的研究对于心理学本身也不能有什么推进。 



    §196 

    客体之所以有忍受外力支配的那种“非独立性”，（依上节所说）只是由于它有了 

独立性。客体既然被设定为潜在的概念，则它的诸规定中的一个规定（如独立性）决不 

能扬弃其自身于它的对方（非独立性）里，反之，客体由于否定它自身（即由于它的非 

独立性），就会与它自身相结合，所以它才是独立的。同时客体区别于它的外在性，并 

在它的独立性里否定了这种外在性，所以客体就是这种和它自身的否定的统一性，中心 

性，主观性。这样一来，客体自身便指向着并联系着外在事物了。但这种外在事物也同 

样是一自身中心，同样只与别的中心相联系，它的中心也同样在别的事物之中。这就是 

（2）有差别的（Di e eerenter）机械性（可用引力、意欲、社交本能等等为例）。 

    §197 

    上面所说这种关系的充分发展便形成一种“推论”（Schluss）。 

    在这种推论里，内在的否定性，作为一个客体（抽象的中心）的中心个体性，通过 

一个中项与一些作为另一极端的非独立的客体相联系，而这中项结合起这些客体的中心 

性和非独立性于自身内，而成为一相对的中心。这就是（3）绝对的机械性。 

    §198 

    刚才所提到的推论（个体——特殊——普遍）是三重推论的结合。那些非独立的客 

体的不真实的个体性，亦即在形式的机械性阶段所特有的客体，由于它的非独立性，也 

同样是普遍性，不过只是外在的普遍性罢了。因此这些客体也是绝对中心和相对中心之 

间的中项（其推论的形式为：普遍—— 
    个体——特殊）；因为由于没有独立性，这两者才彼此分离并形成两极端，而同时 

又彼此互相联系。同样，绝对中心性作为实体性的普遍物（例如长久保持同一性的重力）， 

并且作为纯粹的否定性，同样包括有个体性在内，就是相对的中心和无独立性的客体间 

的中介，其推论形式为：特殊——普遍—— 
    个体。就它的内在的个体性来说，它同样主要地是一个分离的力量，正如就它的普 

遍性来说，它又是同一东西的结合体和宁静的自在存在。 

    有如太阳系那样，又如在实践的范围内的国家也是具有三个推论的体系：（1）个别 

的人（个人）通过他的特殊性（如物质的和精神的需要等等的进一步发展，就产生公民 

社会）与普遍体（社会、法律、权利、政府）相结合。（2）意志或个人的行动是起中介 

作用的东西，它使得在社会、法律等方面种种需要得到满足，并使得社会和法律等等得 

到满足和实现。（3）但普遍体（国家、政府、法律）乃是一个实体性的中项，在这个中 

项内，个人和他的需要的满足享有并获得充分的实现、中介和维持。三一式中的每一规 

定，由于中介作用而和别的两极端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就自己和自己结合起来，并产生 

自己，而这种自我产生即是自我保存。—— 
    只有明了这种结合的本性，明了同样的三项的三一式的推论，一个全体在它的有机 

结构中才可得到真正的理解。 

    §199 

    客体在绝对机械性里所具有的实际存在的直接性也就自在地被否定了。这是由于它 

们的独立性通过它们彼此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它们的无独立性的中介过程而被否定了。 

所以我们必须设定客体在它的实际存在里与它的对方是有差别的，或者说〔有亲和力的， 

有倾向的〕。 



（b）化学性（Der Chemismus） 

    §200 

    有差别的〔或有倾向的〕客体具有一种内在的构成它的本性的规定性。根据这种规 

定性，它就有了它的实际存在。但是作为概念的设定起来的全体性，客体就是它的这种 

全体性与它的实际存在的规定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客体不断地努力去扬弃这矛盾，并使 

得它的特定存在符合于它的概念。 

    附释：化学性是客观性的一个范畴，这范畴通常并未得到特殊的注重，而且大体上 

都被合并在机械性里一起来了解，并且在机械关系的共同名称之下，经常被提出来以与 

目的性相反对。其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机械性与化学性至少彼此有一共同之点，即 

它们首先只是自在地实存着的概念，反之，目的便被看成是自为地实存着的概念。这诚 

然不错，不过机械性与化学性彼此之间也有很确定地不同之处：机械式的客体本来只是 

彼此互不相干的自身关系，与此相反，化学性的客体则显得完全与他物相联系。无疑地， 

即，当机械性发展其自身时，已经出现了与他物的联系。但机械性的客体彼此之间的联 

系，最初只是一种外在的联系，所以那些彼此相联系的机械式的客体尚保留着独立的假 

象。譬如，在自然界里，形成我们太阳系的不同的星球彼此处于运动的关系中，由于运 

动而显示出它们彼此间有联系。运动作为空间和时间的统一，然而只是完全外在的和抽 

象的关系。因此看起来就好象这些彼此处于外在关系的星球，即使脱离了它们之间的这 

种相互关系，也可以保持它们的原状似的。反之，化学性却与此大不相同。化学上有差 

别的〔有倾向的〕对象其所以如此，显然是仅由于它们有差别性〔或倾向性〕。因此化 

学性的客体即是使彼此相互联系，各自完整的绝对动力。 

    §201 

    因此化学过程的产物就是潜在于两个紧张的极端中的中和性的东西。概念或具体的 

普遍性，通过诸客体的差别性〔或倾向性〕、特殊性，便与个体性〔即化合的产物〕相 

结合，但在这一过程中正是它与它自身相结合。同样，在这种过程里也包含有别的推论 

〔或结合的方式〕。作为活动的个体性以及具体的普遍性，均同样是起中介作用的东西。 

具体普遍性即是两个紧张的极端的本质，这本质在化合的产物里达到它的特定存在。 

    §202 

    化学性作为客观性的反思式的关系，不仅须以客体之有差别的〔或并非漠不相关的〕 

本性为前提，同时又须以这些客体之直接的独立性为前提。化学的过程即是从这一形式 

到另一形式变来变去的过程，而这些形式仍然是彼此外在的。——在中和的产物里，那 

两极端所保有的彼此不同的确定特质便被扬弃了。这产物虽说符合概念，但因为它沉陷 

在原来的直接性里，便没有分化作用的诱导原则存在于其中。因此这中和物仍是可以分 

解开的。但那能分解中和物使它还原到有差别性〔倾向性〕的紧张的两极端，与夫那能 

使得无差别性的客体彼此有差别性〔亲和力〕和诱导力的判断原则，以及那有紧张性的 

分解过程，均不存在于最初那种化学过程之内。 

    附释：化学过程仍然只是一有限的受制约的过程。只有概念本身才是这过程的内在 

核心，但在化学性的阶段，概念还没有达到它自己本身的实际存在。在中和的产物内化 

学过程业已消失，而那诱导的原因却落在这过程的外面。 

    §203 

    将有差别〔有倾向性〕的东西归结为中和的东西的过程和将无差别的东西或中和的 

东西予以分化的过程中，好象每一个过程让它们〔有差别的、无差别的或中和的东西〕 

显得彼此各自独立，互不相干似的。但是由于这两个过程的外在性〔即缺乏内在联系〕， 



在向产物过渡的过程中，却表现了它们的有限性，因为在过渡为产物的过程中，它们 

〔的自在自为性〕就被扬弃了。另一方面这过程表示那有差别〔有倾向〕的客体作为假 

定在先的直接性，乃是不真实的。——通过对作为客体的概念所陷入的外在性和直接性 

的否定，于是概念便得到解放，回复其独立性，并且超出其外在性和直接性，因而被设 

定为目的了。 

    附释：由化学性到目的关系的过渡，即包含在化学过程的两个形式的彼此相互的扬 

弃里。由于这样产生的结果，就是那原来仅潜在于机械性和化学性中的概念便得到了解 

放。 

    由于这样而达到独立实存着的概念，便是目的。 

（c）目的性（Die Teleologie） 

    §204 

    目的是由于否定了直接的客观性而达到自由实存的自为存在着的概念。目的是被规 

定为主观的。因为它对于客观性的否定最初也只是抽象的，因此它与客观性最初仍只是 

处于对立的地位。但它的这种主观的性质与概念的全体性比较起来，却只是片面的，并 

且是为它自身的，因为就目的本身而言，一切片面的特性，均设定为被扬弃在它自身里 

面。所以那假定在先的客体对于目的也只是一种观念性的自在的不实的东西。目的虽说 

有它的自身同一性与它所包含的否定性和与客体相对立之间的矛盾，但它自身即是一种 

扬弃或主动的力量，它能够否定这种对立而赢得它与它自己的统一，这就是目的的实现。 

在这个过程里，目的转入它的主观性的对方，而客观化它自己，进而扬弃主客观的差别， 

只是自己保持自己，自己与自己相结合。 

    〔说明〕目的这一概念一方面固然是多余的，但另一方面也很正当地被称为理性的 

概念，以与知性的抽象普遍相对立。 

    抽象的普遍仅形式上概括了特殊，但并不以特殊为它的内在性质。〔而作为目的的 

概念却包含特殊性，亦即主观性，因而包含更进一步的差别在自身之内，作为它自己固 

有的性质。〕——再则，关于作为目的因的目的与单纯的致动因，亦即通常所谓原因的 

区别，却极为重要。原因属于那尚未揭示出来的盲目必然性。因此原因便会过渡到它的 

对方，从而失掉其原来的原始性而成为设定的存在，且须依赖它的对方。 

    只有就其潜在性来说或就我们看来，才可说原因唯有在效果里才成为原因，才回复 

它的自己。反之，目的便被设定为包含它的规定性或还表现在那里作为它的异在，即效 

果在它本身之内。目的既包含效果在自身内，因此在效果里目的并没有过渡到外面，而 

是仍然保持其自身，这就是说，目的仅通过效果而实现其自身，而且它在终点里和它在 

起点或原始性里是一样的。由于目的有了这种自我保持性，所以它才是真正的原始的东 

西。——我们须从思辩的观点来理解目的，须将目的理解为概念，这概念在它自己的各 

种规定的统一性和观念性里包含有判断或否定，包含有主观与客观的对立，并且也同样 

是对这种否定和对立的扬弃。 

    一提到目的，我们必不可立即想到或仅仅想到那单纯存在于意识之内的、以〔主观〕 

观念的形式出现的一种规定。康德提出了内在的目的性之说，他曾经唤醒了人们对于一 

般的理念，特别是生命的理念的新认识。亚里士多德对于生命的界说也已包含有内在目 

的的观念，他因此远远超出了近代人所持的只是有限的外在的目的性那种的目的论了。 

    人们的需要和意欲可说是目的的最切近例子。它们是人的机体内：感觉到的矛盾， 

这矛盾发生于有生命的主体本身的内部，并引起一种否定性的活动，去对这种还是单纯 

的主观性的否定性〔或矛盾〕加以否定。需要和意欲的满足恢复了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和 

平。因为那客观的事物，只要这矛盾尚存在，或只要这意欲尚未满足，虽仍站在对方或 

外面，但通过与主观性相结合，便同样会扬其它的片面性。对那些大谈有限事物以及主 

观事物和客观事物的固定性和不可克服性的人来说，每一个意欲的活动都可以提供相反 

的例证。意欲可以说是一种确信，即确信主观性同客观事物一样，也并不仅仅是片面的， 

没有真理的。意欲复进一步充分实现了这种确信；因为意欲的活动使得对这种片面的有 



限性的扬弃，并使得对主观的就仅仅是并永远是主观的，客观的就仅仅是并永远是客观 

的这种对立的扬弃，能成为事实。 

    说到目的的活动，有一层还须注意，即在表示目的活动的推论里，目的通过实现的 

手段作为中介与其自身相结合，而主要的特点则是对两极端的否定。这种否定性即是刚 

才所提到的否定性，它一方面否定了表现在目的里的直接的主观性，另一方面否定了表 

现在手段里或作为前提的客体里的直接的客观性。这种否定性与下述的精神所运用的否 

定性是一样的：即当精神提高到神性时，它一方面超出〔否定〕了世间的偶然事物，一 

方面超出〔否定〕了它自身的主观性。用知性推论的形式去证明上帝存在，便忽视并丢 

掉了对于这种精神提高的阐述（如在导言里和§192里所提到的），亦即忽视并丢掉了这 

种精神提高性质的推论和否定。 

    §205 

    直接的目的关系最初只是一种外在的合目的性，在这个阶段里，概念与那假定在先 

的客体是对立的。因此目的是有限的，一方面由于它的内容〔是主观的〕，一方面由于 

有一个现成的当前的客体作为它〔目的〕实现的材料或外在条件。在这种情形下，它的 

自身决定性只是形式的。直接性的目的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特殊性或内容（即目的的 

主观性是作为形式规定而出现的）是反思自己的，因而它的内容表现出异于它的形式的 

全体，异于它的潜在的主观性，或概念。这种差异构成目的自身内的有限性。这样，目 

的的内容便是受限制的、偶然的、给予的、正如目的的客体是特殊的、现成的。 

    附释：一说到目的，一般人心目中总以为只是指外在的合目的性而言。依这种看法， 

事物不具有自身的使命，只是被使用或被利用来作为工具，或实现一个在自身以外的目 

的。 

    这就是一般的实用的观点。这种观点前些时候即在科学范围内，也曾占很重要的地 

位，但后来却得到应得的轻视，因为大家看出了实用的观点不足以达到对于事物本性的 

真切识见。无疑地，有限的事物正当地应被看成非究竟的，指向于超出自身以外的。但 

同时须知，有限事物的否定性就是它们自己的辩证法，为了认识事物的内在辩证法，人 

们首先必须注意它们的积极的内容。目的论的看法常基于一种善意的兴趣，想要揭示出 

上帝的智慧特别启示于自然中。但必须指出，即这种寻求目的的方式，将事物作为达到 

目的的工具的看法，不能使我们超出有限界，而且容易陷于贫乏琐碎的反思。譬如，我 

们仅从葡萄树对于人们熟知的用处的观点来研究葡萄树，而且又去考察一种其皮可制软 

木塞的橡树，并研究这树譬如何可以剥下来作为木塞以封酒瓶。过去曾有不少的书是根 

据这样的作风写成的。很容易看出，这种办法既不能增进宗教的真正兴趣，也不能增进 

科学的真正兴趣。外在的目的性直接站在理念的门前，但仅站在门前或门外总是很不够 

的。 

    §206 

    目的的关系是一推论〔或三段式的统一体〕。在这推论或统一体内，主观的目的通 

过一个中项与一外在于它的客观性相结合。这中项就是两者的统一：一方面是合目的性 

的活动，一方面是被设定为直接从属于目的的客观性，即工具。 

    附释：由目的到理念的发展须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主观的目的；第二、正在完成 

过程中的目的；第三、已完成的目的。首先，我们得到主观的目的，主观目的，作为自 

为存在着的概念，其本身就是概念的各环节的全体。其中第一环节就是一个自身同一的 

普遍性，就好象那中和性的最初的水一样，这里面包含着一切，但是还没有任何东西区 

分开来。第二环节为这种普遍体的特殊化，通过这种特殊化过程，它就有了特定的内容 

了。当这特定的内容由于普遍体的活动过程而得到确立时，这普遍体便通过这种过程而 

回归到它自己，并且自己和它自己相结合。因此当我们提出一个目的在前面时，我们又 

说，我们决定要做某件事，我们从而首先好象把我们看成是开阔的，我们可以接受这一 



规定或那一规定。同样，我们有时进一步说，我们决心要作某件事，这意思是说，主体 

从它单纯自为存在着的内在性向前走出来，要与那在外的与他对立的客观性打交道。于 

是就形成了由单纯的主观目的到那转向外面的合目的的活动的进展。 

    §207 

    （1）主观目的是一推论〔或三段式的统一体〕，在这推论里，普遍性的概念通过特 

殊性与个体性获得这样的结合，使得具有自我决定力的个体性成为一个能下判断的主体。 

这就是说，个体性于下判断时不仅特殊化那尚无确定性的普遍概念，使之具有确定的内 

容，而且建立起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立，同时它自己又返回到它自己。因为它分析出， 

那同客观性对立的主观的概念与那自身结合一起的全体比较起来是有缺陷的，因此它自 

身同时要转向外面。 

    §208 

    （2）这种转向外面的活动就是个体性。因为个体性在主观目的阶段与特殊性是同一 

的，在特殊性以及它的内容之内，也包括有外在的客观性。这转向外面的活动是这样的 

个体性，它首先直接指向客体，把捉住客体，把它作为自己的工具。概念就是这种直接 

的力量（Macht），因为概念是和它自身同一的否定性，在这种否定性里，客体的存在仅 

仅完全是观念性的。——于是整个中项成为概念的这种内在的活动力量。由于具有这种 

活动力量，客体才作为工具，直接与概念相结合，并从属于概念的活动力量。 

    〔说明〕在有限的合目的性里，中项分裂为两个彼此外在的环节，即（a）活动与 

（b）那用作工具的客体。目的作为力量与那客体相联系，和对象之受到目的的支配是一 

种直接的过程（对象受目的支配即是整个推论中的第一前提），因为只要在这阶段的概 

念或目的性里，客体只是一种自为存在的观念性，它的本身就是被设定为不实的东西。 

这种关系或第一前提本身成为中项，这中项同时即是推论自己，因而目的通过它包含在 

其中并起主导作用的这种关系、它的活动便同客观性结合起来。 

    附释：目的的贯彻，即是在中介方式下实现目的。但是目的的直接实现也有同样需 

要。目的直接地抓住客体，因为目的就是支配客体的力量，因为在目的里即包含有特殊 

性，而在特殊性里又包含有客观性。——有生命的存在具有一个肉体，灵魂控制住肉体， 

并直接客观化其自身于肉体内。为了使它的肉体成为它的工具，人的灵魂有许多工作可 

做。人似乎首先就须占领或控制住他的肉体，从而他的肉体才可作为他的灵魂的工具。 

    §209 

    （3）目的性的活动和它的工具仍然是指向外面的，因为目的仍然还没有与客体达到 

同一，因此它还必须利用客体为工具以求达到目的。工具作为客体在这第二前提里是与 

三段式中的另一极端，即假定在先的客观性、材料有了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现在 

能服务于目的的机械性和化学性的范围，这个目的就是它们两者的真理性和自由的概念。 

这样，那作为支配机械和化学过程的力量的主观目的，在这些过程里让客观事物彼此互 

相消耗，互相扬弃，而它却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但同时又保存其自身于它们之内。 

这就是理性的机巧（die List der Vernun et）。 

    附释：理性是有机巧的，同时也是有威力的。理性的机巧，一般讲来，表现在一种 

利用工具的活动里。这种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 

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它自己的目的。在这种 

意义下，天意对于世界和世界过程可以说是具有绝对的机巧。上帝放任人们纵其特殊情 

欲，谋其个别利益，但所达到的结果，不是完成他们的意图，而是完成他的目的，而他 

〔上帝〕的目的与他所利用的人们原来想努力追寻的目的，是大不相同的。 

    §210 



    实现了的目的因此即是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确立了的统一。但这种统一的主要的特性 

是：主观性和客观性只是按照它们的片面性而被中和、被扬弃。但客观性却以目的为它 

的自由概念，为高于它自身的力量，因而屈服于目的并遵循目的。目的则保持其自身， 

反对客观事物并在客观事物之内。因为除了目的是片面的主观性，或特殊性外，它又是 

具体的普遍性，是主客两面之潜在的同一。这种具体的普遍性，作为简单的自身返回， 

是通过了推论的三项及其运动，而仍能保持它自身同一性的内容。 

    §211 

    但在有限的目的性里，甚至业已达到了的目的，本身也仍然是如此残缺不完的东西， 

正象它是中项和起始的目的那样。在这里我们所得到的，仅是一种从外面提出的、强加 

在那现成的材料之上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于目的的内容受到限制，也同样是一种偶然性 

的规定。因此那达到了的目的只是一个客体，这客体又成为达到别的目的的手段或材料， 

如此递进，以至无穷。 

    §212 

    〔有限目的的活动，就其仅为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相对的全体而言，又陷于无穷的递 

进，由于这种活动即是一种矛盾，它使它在活动过程里所扬弃的主客对立，又重新产生 

出来。〕但在目的实现的本身所产生的结果是：片面的主观性和那当前的客观独立性与 

主观性相对立的假象，都同样被扬弃了。在把捉工具的过程中，概念建立起自身为客体 

的自在存在着的本质。在机械和化学的过程中，客体的独立性业已自在地消逝了。而且 

在它们受目的支配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的独立性的假象，或对概念的否定性也被扬弃了。 

但就那实现了的目的仅仅被规定为手段或材料的事实看来，则这目的所追求的客体，立 

刻就被设定为一个本身不实的，只是观念性的东西。 

    这样一来，形式与内容的对立也随之而消失了。当目的由于扬其它的形式规定〔的 

片面性〕而与它自身相结合时，它那自身同一的形式因之便成为有内容的了，所以那作 

为形式自身活动力量的概念，仅以它自身为内容。通过这种过程，目的这一概念的性质 

一般便确立起来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自在存在着的统一，现在就被设定为自为存在着 

的统一了。这就是理念。 

    附释：目的的有限性在于当实现目的时，那被利用来作为手段的材料，只是外在地 

从属于目的的实现，成为遵循目的的工具。但事实上客体就是潜在的概念，当概念作为 

目的，实现其自身于客体时，这也不过是客体自身的内在性质的显现罢了。这样看来， 

客观性好象只是一个外壳，这里面却隐藏着概念。在有限事物的范围内，我们不能看见 

或体察出，目的是真正达到了的。无限目的的实现这一看法的好处只在于去掉一种错觉： 

即人们总以为目的好象老没有实现似的。善，绝对的善，永恒地在世界上完成其自身， 

其结果是，善或至善用不着等待我们去实现它，它就已经自在并自为地在世界上实现其 

自身了。我们总是生活在这种错觉中，但这错觉同时也是一种推进力量，而我们对这世 

界的兴趣即建筑在这种力量上面。理念在它发展的过程里，自己造成这种错觉，并建立 

一个对立者以反对之，但理念的行动却在于扬弃这种错觉。只有由于这种错误，真理才 

会出现。而且在这一事实里面复包含有真理与错误，无限性与有限性的和解。扬弃了的 

错误或异在，本身即是达到真理的一个必然的环节，因为真理作为真理，只是由于它自 

身造成它自己的结果。 

    ------------------ 

  素心学苑  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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