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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本关于知识理论的综合的概观书中，作者帮助我们考察有关问题并发现深刻理解知识论所能获得
的益处。
作者以一种可接近的和诱人的方式论述了诸如怀疑论、知觉、知识分析、先天知识、基础论—融贯论
争论以及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争论等知识论中心论题。
另外，作者还分析了阿尔温？
普兰廷加最近提出的保证与适切运作功能理论，综述了德性知识论、信念的本性与伦理学，并对记忆
提供了一种深层次的讨论──这个论题在其他教科书里通常是不加以讨论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论导论>>

作者简介

路易斯·P·波伊曼（Louis P.Pojman）博士现为美国军事科学院哲学教授。
19世纪60年代，他是民权运动的激进分子和牧师，在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一斯图威桑特
（Bedford-Stuyvesant Brooklyn）的多种族教会服务。
他在联合神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宗教与伦理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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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怀疑论传统苏格拉底开始于试图找到一位有智慧的人，最后却终止于把人的智慧与怀疑论相等
同。
在他的辩护里，柏拉图在《自辩词》里提出的，苏格拉底说，Chaerephon从德尔斐神庙带回一神谕，
说苏格拉底是活着的最有智慧的人。
苏格拉底坚决不赞成这一神谕，他来到市场试图找到一位比他更有智慧的人。
他询问政治家、诗人和艺术家，把他们归到沉默的混淆，并发现，当他们所有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智者
时，他们却所知极少。
所以他得出结论说，他们和他自己本质上都是无知的，但当他们一无所知并对他们缺乏知识也是无知
时，他自己却既一无所知同时也知道他一无所知。
所以他比他们多知道一个东西。
这对于智慧的本质却是非常重要的。
Skeptic一词（希腊文意思是“研究”或“探究”）是从苏格拉底常说的叠句“我们应当探究这”取得
它的原动力的（塞克斯都?恩披里柯说“怀疑学派，由于它的追求和研究活动，也被称为‘研究派’”
。
——译者注），他说这是每一个重要哲学主题所具有的东西。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没有哪个主题面对理性探究是太过神圣。
系统愈大，对于怀疑论者来说，挑战也愈大。
在古代世界，首先在公元前一二世纪，没有比斯多葛派更大的体系存在了。
怀疑论是在这巨物中一点点啃吃的蠕虫，直到它被颠覆为止。
古代怀疑论学派与主张独断形而上学的斯多葛派极端相对，柏拉图学院逐渐发展到怀疑论学派，这学
派贬低柏拉图的积极形而上学并以苏格拉底的不可知论（agnoia）作为它的模式。
它的成功的领导人阿塞西劳（Arcesilaus，约公元前315-前240）和卡尼德斯（Carneades，约公元前214-
前129）反对斯多葛派的自明的知觉知识概念。
阿塞西劳引用苏格拉底争论说：“只有一件事我知道，这就是我一无所知”，并补充说：“我甚至连
这一点也不知道”。
卡尼德斯一定是一位有名的辩证法家。
在公元前155年，他作为外交使节来到罗马。
在业余时间他作了两次讲演。
第一天他颂扬正义，给他的听众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天使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他嘲笑了正义，说不承认正义也有同样好的理由。
从而他使罗马人抛弃所有他们的掠夺物并返回他们简单的生活。
这种对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论证的平衡使罗马人精通诡辩，不久之后通过一项反对哲学家的法律。
因为这些怀疑论者是在柏拉图学院产生的，所以他们被称为“学院怀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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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论导论:我们能知道什么?(第2版)》编辑推荐：什么是真理以及我们真能知道什么东西吗？
我们如何能确信我们完全知道任何事物？
什么是知识以及它为何重要？
如果我们知道某个事物，我们就一定知道我们知道这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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