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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哲学的确证与康德的经验实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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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先验哲学的确证及其与康德的经验实在论之间的关系。先验哲学探究知识的先天条件，康德重新界定了其

范围，强调理性在构建经验现实中的作用。文章分析了先验哲学如何通过先天确证来揭示知识的可能性，进而探讨了先天确证

与经验实在论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先验条件既是理解经验现实的基础，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限制。文章最后讨论了康德观

点与黑格尔式观念论的区别，指出康德通过先验哲学确立了经验知识的界限，而黑格尔则试图超越这些界限。本研究深化了对

先验哲学与经验实在论相互关系的理解，展示了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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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验哲学的内涵

先验哲学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其

主要探讨知识的先天基础及其条件。康德对先验哲学的

内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强调了先验元素在我们认识世

界过程中的不可或缺性。区别于以往哲学家关注的是由

外部世界向主体认识过程的“自下而上”途径，康德提

出了一种“自上而下”的探究路径。他不是从经验对象

的影响出发去理解知识的产生，而是从知识本身出发，

探讨构成经验之前的先验条件。这种方法论的转变意味

着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悬置，即暂时放置对于事物自

身性质的直接探讨，转而探究我们如何能够认识事物的

条件。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提出了“纯粹理性”

的概念，指出理性不仅能够处理经验数据，还能够先于

经验提出问题和形成概念。这些先于经验的概念和问题，

即所谓的“先验”元素，是我们能够认识世界的基础。

先验哲学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和阐明这些先验元素及其

运作方式。康德认为，所有的经验知识都是在时间和空

间这两个先验形式的基础上构建的，而类别则是理解经

验内容的先验框架。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仅

仅是被动接受感官数据，而是通过先验的认知结构主动

构造经验世界。通过先验区分的训练，康德不是要我们

完全抛弃对经验世界的探究，而是要我们认识到，所有

的经验知识都有其先天的基础。这种基础不是来源于经

验对象本身，而是来源于我们认识世界的先验条件。这

种探究不仅揭示了知识的结构和来源，还为理解主体与

对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康德看来，理解这

种关系的关键不在于探究对象如何影响主体，而在于如

何从先验的角度理解主体构造经验世界的能力 [1]。

二、康德对先验哲学的界定

康德在哲学体系构建中开创性地阐述了先验哲学

理论，针对“经验知识如何实现”的研究议题进行分析。

该研究触及知识领域边界及知识获取本质层面。康德鲜

明地主张，所有知识的来源即是经验，然而，并非所有

知识都源自实践。核心问题在于区分“先验”与“后验”（经

验）知识的差别。先验知识是指实际经验之前的理论认

识，这就是指那些不受特定经验制约的情况，普遍适用

且不可避免的知识。实际经历是获取后续知识的唯一途

径。遭遇先验哲学涉及知识极限的疑问，我们需深入剖

析康德针对四个议题所构建的回应架构：先验哲学是否

能被认作知识体系；究竟是其天生拥有还是后天培养；

探寻此类知识的方法有哪些；关于真实性确认，这才是

核心要点。康德对这些问题给出的回应明确且坚决。首

先，先验哲学确然为一个知识体系，鉴于广泛涉猎知识

领域，其对条件普遍性与必然性的深入研究，因而备受

瞩目。其次，这种知识具有先天特性，不依赖于特定经

验，经验知识的生成离不开所述条件的铺垫。先验条件

下，时间和空间的直观呈现与范畴的逻辑构建固有存在。

先验哲学的认识源于纯粹理性的学术运用，这就是通过

理性而非感性的方式所获得的分析结果。这种思考涉及

对经验可能性本质的探讨，因此，揭示了知识构建的先

天本质。关于此类知识的验证方式如下详述，康德提倡

对理性限度和能力的辩证审视，我们可以更全面地洞察

其内在与边界，我们验证了先验知识的实用性和关键作

用。此历程涉及理性应用的自我审视，限制先验知识在

合理界限内，避免越界。康德对先验哲学的定义不仅解

决了知识边界的问题，进一步研究了认知边界，先验哲

引   言 ：
在现代哲学史上，先验哲学的确证及其与经验实在论的关系一直是核心议题之一。自康德提出其批判哲学以来，

对于如何界定人类理性的能力和限制、知识的来源及其确证方式的探讨成为哲学研究的焦点。康德通过其革命性

的先验哲学框架，尝试解答经验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经验实在论的概念，即我们的知识虽然起源于经验，

但经验的结构和可能性受到先验条件的制约。此后，康德的思想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引发了包括黑格尔

在内的后续哲学家对先验哲学及其与现实世界关系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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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在解释经验知识生成根基方面的重要性得以突显。康

德在这一体系中搭建了一套完善的知识架构，既受先天

因素制约，又未突破经验范畴。

三、先验哲学的先天确证

康德哲学体系的基石是他对先验哲学先天确认的

深入探讨，通过对形式与质料的区分，有助于深入探讨

事物本质。这一区分在哲学、科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具有

显著的启示意义。研究过程中，我们应重视形式与质料

之间的交互作用，为全面洞悉事物本质规律提供坚实基

础。此外，这一区分有助于我们辨识表象与本质，以防

止误判。总之，区分形式与质料成为理解世界关键方法，

提炼出经验中潜在纯粹形式元素，将这些形式因素视为

知识先天基础的组成部分。这一思想的核心在于它同时

整合了知识产生的根基与认知，剔除将这些条件视为超

验对象的观念。康德的方法为当代知识论关于先天确认

的研究赋予了创新视角，该知识体系并不依赖于具体经

验事实作为其基础，仅依赖特定先天观念的理性演绎。

康德“可能经验”理论成为理解其先天确认关键所在。

康德的核心观点在于“潜在经历”的引导下得以呈现，

先天知识本质上是经验可能性预设或构建的体现，因此，

它们为累积经验奠定基础并营造有益条件。在《未来形

而上学导论》与《纯粹理性批判》两部著作中，康德对

可能经验与先天知识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了深刻研究，

先验哲学的核心使命并非萃取实践经验以获得智慧，核

心在于揭示并确认经验形成的先天根基。康德的后验哲

学借助于此种方法，为我们探究知识本源与范畴提供了

深刻的视角，此外，它为当代哲学家探究先天确认理论

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思维启发。康德运用先验

手段探究，揭示了一种既超脱常识认知，又源于实践经

验的知识认证途径，因此，独特视角为知识架构探究及

准确性验证提供了便捷途径 [2]。

四、先天确证、经验实在论与黑格尔式观念论

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先天确认、经验实在论与观

念论三者独特融合，这揭示了康德哲学核心观念的深刻

转变与扩展。康德哲学体系中的先天性知识，是指不受

经验制约，且在经验发生之前就已存在的知识，他却基

于“纯粹理性批判”理论构筑了先验哲学体系，感性直

观与概念的深度融合是经验知识产生的关键要素。然而，

康德哲学体系引发费希特、谢林等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家

批判，随后，黑格尔进一步深化并完善了这一理论，创

建了一种独特的审视先验哲学验证问题的视角。黑格尔

基于康德关于主体先天性认识必要性的理论进行了继承

与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观点，并针对可能经验及其

先决条件，提出了创新性解释。他主张，经验或许不应

被视为与外部现实有直接关系的现象，概念辩证运动的

过程所呈现的客观性并非源于其他，而是其本质属性。

这种经历是在排除外部支持的情境下取得的，自我塑造

进程受精神活动的推动影响。因此，黑格尔对康德的“无

直观，概念空洞”理论进行了修正，仅依靠概念的内在

辩证演变不足以赋予其实体属性，无需倚靠与外部事物

的即时互动。黑格尔对直观的批判及对概念辩证运动的

强调，他提出了一种独特视角来探讨先验哲学中的确认

问题。黑格尔主张，精神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共同构成了

经验的先天基石，而非康德所述的纯感性与形态，或是

理念性的架构。这种观点体现了一种经验实在论的视角，

经验的实在性并非源自外部物质世界，精神活动的内在

逻辑与历史演变为其提供根源。麦克道威尔等学者强调

康德在研究经验方面的观点，尽管努力摆脱预设观念的

影响，但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尚无法完全摆脱“所予

神话”的制约，即，知识建构需依赖与外部实体的直接

联系 [3]。

结  论：

本文通过深入探讨先验哲学的内涵、康德的经验

实在论以及黑格尔式观念论，展现了先验哲学确证问题

的历史演进与理论深化。康德的先验哲学揭示了经验知

识形成的先天条件，强调了先验区分的重要性和对可能

经验的关注。而黑格尔对康德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尤其

是对先验哲学确证方法的重新解释，不仅拓展了先验哲

学的边界，也为理解知识的形成提供了更为深刻的哲学

基础。这一理论探讨，不仅丰富了先验哲学的内涵，也

为当代哲学提供了对知识形成与确证问题的新视角，从

而强调了理性和概念在认识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为理解

人类认识活动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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