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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評審的意見和質疑，讓本文得以改進，而其一質疑正關乎本文標題。評審認為

「黑格爾作為方法」這個表達很有問題，並提問「黑格爾是一個哲學家，他如何作

為方法？」筆者認為評審的提問十分合理，因這表述相對含糊，為此筆者也曾反覆

思量。「X 作為方法」並非新穎的表達方式，人文學科裡也有不少作品以此為名，如

陳光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朱耀偉的《香港研究作為方法》，李歐梵與

陳冠中亦曾以「香港作為方法」(Hong Kong as Method) 為題撰文及主辦國際學術會

議（2014 年）。筆者認為以上的表述，最簡單的含義，就是以某對象作定向 

(orientation)，並依此對象呈現出來的具體內容，回溯出一種獨特的「方法論」。例如

以「亞洲作為方法」的意思，就是以亞洲的種種（包括價值觀念、文化內涵、歷史

處境等）作定向的起點──定向零點 (zero-point of orientation)，據此回溯出一套方法

觀念，再依此實踐之。而以「黑格爾作為方法」為題，是想標示出，筆者認為劉創

馥一書的核心觀念，正是以黑格爾的整個思想和具體歷程，作為一種處理哲學問題

的方法觀念，甚至提升為一種治學態度。此中「方法」的意思，並非單純為一套貞

定不變的框架，而是同時是具體、具歷史和發展性的存在者。評審建議題目改為「黑

格爾哲學作為哲學方法及其具體應用：評劉創馥《黑格爾新釋》」，是能照顧到這

方面，但此名稍為累贅，最後決定維持原名。筆者於此解說，以望釋疑。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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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vi

 

 

(Die Kehre)

(Bildung) 1 

                                                         
1  關於 Bildung 概念和黑格爾的關係，可參考 Gadamer (2010: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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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chard Kroner) (Von Kant bis Hegel) 

 (Kroner, 1921)

 

(Dieter Henrich) 

 (Henrich, 2003)  

201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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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50

 (meta-category)  (second-order 

category)

2014: 50

 (inference)  

(regulation)  (Verstand) 

2014: 53

 

2.0

2 

 

 

                                                         
2  關於以希望為繩準，理解康德哲學從「先驗的向度」發展到「歷史的向度」的論述，

可參考拙文（楊德立，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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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ndationalism)  (reductionalism)  (holism) 

 (neo-pragmatism) 3 

 

 (Grundsatz) 

(die gänzliche Voraussetzungslosigkeit an 

Allem) 

 (coherentism) 2014: 76

 

 (W.V.O. Quine) 

(Quine, 

1980: 42)

                                                         
3  有關討論可參考劉的另一篇論文，關於黑格爾與分析哲學的部分（劉創馥，2006: 

10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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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alism of conceptual scheme 

and empirical content)  (Donald Davidson) 

 (Davidson, 2001:189)

 

 

 (principle of 

rational accomodation) 

 (Davidson, 2001: 18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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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ogical atomism)

 (W. Sellars) 

 (empiricist form of foundationalism) 5  (John 

McDowell)  (Robert Brandom) 

6 

 

 (philosophizing) 

7 

                                                         
4  相關主題見劉創馥 (2008)。 
5  參見 Sellars (1997)。 
6  參見 Brandom (1999) 和 McDowell (1994)。 
7  筆者提出以「黑格爾作為方法」來把握劉書的整體精神，是因為筆者認為劉書的最

大特色，並不在於回顧和串聯黑格爾哲學的具體內容，而在於提倡一種理解黑格爾

哲學的方法，同時，這種方法也和黑格爾本身的哲學精神一致。在筆者看來，這無

疑是說「黑格爾的方法論」和「黑格爾作為方法」基本上是不可分的，差別只在於

前者屬靜態，後者為動態。參見：「所以黑格爾的野心其實可謂非常細小，他只是

提出一種哲學思維的工作或計劃 (project)，甚至是一種方法態度，要求哲學家反覆理

解自己所在的時代和背後的歷史。正因如此，《邏輯學》的最後一章是『絕對觀念』，

它作為系統的終點，似乎理應是最終極的範疇，擁有最豐富和完整的內容：但事實



 123 

 

 

 (2014)
32: 93-127  

 (2006)
15: 81-134。 

 (2008)
18: 57-93  

 (2014)  

Brandom, R. B. (1999). Some Pragmatist Themes in Hegel’s Idealism: Negoti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Hegel’s Account of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of 
Conceptual Norms.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 2: 164-189. 

Davidson, D. (2001). Inquiries 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Gadamer, H.-G. (2010). Wahrheit und Method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Henrich, D. (2003). Between Kant and Hegel.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Kroner, R. (1921). Von Kant bis Hegel (Vol. 2). Tübingen: Verlag J. C. B. Mohr. 

McDowell, J. (1994). Mind and Wor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Quine, W. V. O. (1980).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Nine Logico-Philosophical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llars, W. (1997). Empiric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Mind (R. Rorty & R. Brandom, E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剛好相反，『絕對觀念』沒有任何實質內容，反而是一個『方法論』，回顧整個《邏

輯學》發展歷程的基本形式。」（劉創馥，2014: 1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