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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112 (下) 課程大綱 

科號 
11220PHIL58

1400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18 

上課時間  R789 教室 人社 A306 

科目中文名稱  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 

科目英文名稱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任課教師  鄭志忠 

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將探討康德的宗教哲學。主要的文本是《單純理性界限內的

宗教》（1793）。全書由四篇論文組成：1. 論惡的原則和善的原則

的共居，或論人性中的根本惡；2. 論善的原則和惡的原則為了人

類的統治權所進行的鬥爭；3. 論善的原則對惡的原則的勝利，以

及上帝的王國在地上的建立；4. 論善的原則統治下的事奉和偽事

奉，或論宗教與教權制。 

康德區分「教義信仰」和「道德信仰」，而認為唯有理性的信仰才

能建立真正的宗教；因為和理性衝突的宗教不可能久長。康德認為

啟示宗教的真正意涵在於其勸惡向善的倫理意義。所以，宗教，就

其主觀的面向而言，就是將我們所有的義務認知為上帝的命令。康

德的宗教哲學是以其道德哲學為基礎的。道德哲學的核心在於自律

的倫理學。由於人類的有限理性在奉行道德法則時必然以德福一致

的最高善為其終極目的。但是，最高善的實現並不是人類能力所能

完全掌控的；所以，為了道德實踐的需求，不得不主觀地要求有上

帝作為道德主宰以確保最高善實現的可能性。而理性信仰的宗教便

是以道德神學為基礎，從人類本性中既無法理解的且又不可剔除的

根本惡傾向及意欲（Willkür, power of choice）的自由作為道德惡的

根源出發，闡明重建道德存心（Gesinnung）的可能性在於以上帝

為主宰的倫理王國的建立。 

簡單地說，康德認為道德與宗教雖各有其獨立的根源，但卻有緊密

的關係。一方面，道德法則的終極實現導向宗教；另一方面，本真

宗教的理性基礎在於道德。康德宗教哲學的建立可以簡單地圖示

為：道德哲學（自律的道德法則和自由）→ 道德目的論（德福一

致的最高善）→ 道德神學 → 道德宗教。 

本課程的目的在於藉由經典閱讀的方式，逐句逐段地探討康德如何

從人類的本性出發建立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並突顯一些道德與

宗教哲學的基本問題，如道德（理性）與宗教（信仰）的關係、道

德惡的根源、道德責任與歸責的可能性、道德心理學、聖經信仰的

詮釋等等。主要的核心問題集中在最高善和根本惡概念的闡明。如

果時間允許，也將閱讀當代的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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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所決議於 112 學年度開設的課程皆採 16 週方式進行。哲學

所將在每學期舉辦至少兩場校外專家學者的演講活動，於 16 週

內導入額外學習資源，提供同學更多元學習管道與機會。 

二、指定用書 

1. I. Kant,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Hamburg: Meiner 2017. 

2. I. Kant,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nd Other 

Writings. (tr. and ed. by A. Wood, G. D. Giovanni; with an intr. by R. 

M. Ada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三、參考書籍 

1. I. Kant,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tr., with an intr. 

and notes, by T. M. Greene and H. H. Hudson. With a new essay, 

The ethical significance of Kant's Religion, by John R. Silber). New 

York: Harper 1960. 

2. 康德：《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李秋零譯)。臺北市：商周出

版 2005。 

3. O. Höffe (hg.), Immanuel Kant: Die 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ßen Vernunft.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10. 

4. M. Städtler (hg.), Kants Ethisches Gemeinwesen. Die 

Religionsschrift zwischen Vernunftkritik und praktischer 

Philosophie.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5. 

5. G. Michalson (ed.), Kant's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A Critical Gu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 L. R. Pasternack, Routledge Philosophy Guidebook to Kant on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Mere Reas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7. S. R. Palmquist, Comprehensive Commentary on Kant’s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Bare Reason. Wiley-Blackwell 2016. 

8. C. L. Firestone and S. R. Palmquist (ed.), Kant and the New 

Philosophy of Religion.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9. C. L. Firestone and N. Jacobs, In Defense of Kant's Relig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R. Wimmer, Kants kritische Religionsphilosophie. Berlin: de 

Gruyter, 1990. 

11. R. J. Bernstein, Radical evil: a philosophical interrogatio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2. 

12. J. Copjec (ed.), Radical evil. London: Verso 1996. 

13. M. P. Lara (ed.), Rethinking Evil: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14. M. L. Peterson and R. J. VanArragon (ed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Blackwell 22020. 

四、教學方式 講演、報告與討論。 

五、教學進度 
逐句逐段地講解討論《單純理性界限內的宗教》全書。原則上每週

進度約 10 頁。相關的二手文獻將在課堂中適時的補充。 

六、成績考核 

期末書面報告 100%。 

* 生成式 AI 之使用僅限於查找參考資料，不得直接將所生成之內

容作為作業繳交。 

 

https://www.amazon.de/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Otfried+H%C3%B6ffe&search-alias=books-de&field-author=Otfried+H%C3%B6ffe&sort=relevancer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