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xx ＠）康德歷史哲學論文集

然如何進行」這個理念去撰寫一部歷史，這的確是一

個奇怪的而且從表面看來荒謬的計畫﹔由這樣一種意

圖似乎只能產生一部小說。60

其實就某個意義而言，這段話也可批評黑格爾底歷史哲學。

然則，康德賦予歷史的解釋功能何在呢？我們最好還是看

看他自己的說明。他在 （普遍歷史之理念〉 一文中寫道：

如果我們可以假定：甚至在人類自由底活動中，自然

底運行亦非沒有計畫和終極目標，那麼這個理念就會

變得有用。再者，儘管我們所見太淺短， 而無法看透

自然底策畫之秘密的必然通程， 這個理念卻可以供我

們作為線索， 將人類行為底一個黨合（它在其他情況下

是無計畫的）至少在大體上呈現為一個系統。61

因此，歷史底解釋功能在於提供我們理解人類底自由行為的先

天線案。因為只要人類是有理性的行動者，也就是說，能依其

目的而行動，我們就有理由假定：在人額史中可以發現某種條

理，人類底行為不盡是盲動。借助於這條線索之引導，我們可

以理解人類過去的各種活動之意義，並且將它聯繫到我們的未

來，作為我們未來的行為之指引。

的同上書， s. 29 
6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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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賦予歷史的這種解釋功能包含一項極其重要的滷義：

歷史僅存在於歷史意識之中，故唯有已散蒙的民族才有歷史可

言。在（普遍歷史之理念〉一文中，他清楚地表示了這種看法：

如果我們從希鸝史一一經由這部歷史，其他一切史古

老的或同時代的歷史已被保存給我們，至少必須經由

它得到確證 開始﹔又如果我們探索希臘史對於併

吞希臘國家的羅馬氏族底政治體之形態與變形所產生

的影響，以及羅馬氏族對於轉而﹔有滅他們自己的醬族

所產生的影響，直到我們的時代為止﹔再者，如果其

他氏族底國家史（當關於它們的知識正是經由這些已

段蒙的國族逐漸傳給我們時）像插曲一樣添加進來，那

麼，我們將在我們的大陸（它日後或許會為其他所有的

大陸立法）上發現憲法改良底一個有規律的進程。62

由此又可以引申出進一步的涵義：單憑史料並不足以構成

歷史，只有通過歷史意識之反省，史料才有意義。故康德說：

唯有從開頭就不間斷地延續到我們今天的一群有知羈
的企聽才能確證古史。在此之外實 一切均是未知的領
域（terra incognita）﹔而生活在這群公眾以外的氏族底歷
史只能從他們加入其中的時候開始。就猶太民族來

62 KGS, S.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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