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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的內容在討論黑格爾《精神現象學》裡的幾個重要問題，主奴之爭的問題，自我意識的問題，還有欲望與理性之間的問題。在討論自我意識之前，必須要清楚自我意識在《精神現象學》裡與意識、理性的關係是什麼？意識是如何過渡到自我意識的？在理性作為至高無上的控制者時，欲望又可以伴演什麼角色？其次再論及柯傑夫如何用「欲望」重新詮譯黑格爾的主奴之爭與自我意識的發展？以及他與黑格爾在歷史終結這個議題的理解差距。理解了自我意識與主奴之爭的這個議題後，再以德勒茲重新閱讀的「尼采」的觀點對抗黑格爾的「否定」的世界觀做為對黑格爾體系哲學的一種反思與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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