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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击破从洛克经贝克莱发展到休谟那里的怀疑论，推翻休谟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存在的否定
，里德追溯到哲学中长期以来盛行的观念体系。
为此他逐一考察了五种感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和视觉。
以此为基础他论证说，所谓观念是知识的唯一对象，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事实上我们不是首先
获得互不关联的观念，然后再做出关于它们关系的判断；自然界不是在分离中展现这些因素的,因此知
识最初的材料和单位是判断，不是观念，简单观念是分解判断的结果；表示某种关系的判断总是伴随
着感觉，感觉既向我们“暗示”它和心灵的关系，也向我们“暗示”它和外物的关系，因此心灵和外
部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里德认为感觉“暗示”的信念原理之所以被认为是自明的，倒不是由于它们为人们普遍同意，而
是因为人的本性的构造导致我们相信它们。
里德把这些信念称为“常识原理”，例如心灵外事物的存在，自己心灵外其他心灵的存在... (展开全
部) 　　为了击破从洛克经贝克莱发展到休谟那里的怀疑论，推翻休谟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存在的
否定，里德追溯到哲学中长期以来盛行的观念体系。
为此他逐一考察了五种感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和视觉。
以此为基础他论证说，所谓观念是知识的唯一对象，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事实上我们不是首先
获得互不关联的观念，然后再做出关于它们关系的判断；自然界不是在分离中展现这些因素的,因此知
识最初的材料和单位是判断，不是观念，简单观念是分解判断的结果；表示某种关系的判断总是伴随
着感觉，感觉既向我们“暗示”它和心灵的关系，也向我们“暗示”它和外物的关系，因此心灵和外
部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里德认为感觉“暗示”的信念原理之所以被认为是自明的，倒不是由于它们为人们普遍同意，而
是因为人的本性的构造导致我们相信它们。
里德把这些信念称为“常识原理”，例如心灵外事物的存在，自己心灵外其他心灵的存在等等，都是
有教养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同样直觉地或本能地相信的常识。
它们是一切推理和全部科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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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8226;里德是思想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苏格兰常识学派的创始人。
他认为常识是，至少应该是一切哲学探究的基础。
他不同与休谟的“因为知识的局限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觉,不足以成为推断它真实存在的理由”,也
不同于贝克莱的“外部世界不过是观念的结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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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言　该主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　　获得心灵知识的困难　该哲学部门的现状：笛卡尔、
马勒伯朗士和洛克　为那些哲学家辩解　贝克莱主教，  《人性论》，怀疑论　　《人性论》　　所
有这些作者的体系是相同的，而且导致怀疑论　我们不应放弃对一个更好体系的希望  第二章　嗅觉
　　研究顺序，嗅觉的介质和器官　对此感觉做抽象思考　感觉和记忆，信念的自然原则  　某些情
况下判断和信念先于简单领悟　对关于信念本质的两种理论的反驳，前述内容的结论　为形而上学谬
论辩解；无感觉主体的感觉，观念理论的一个后果；此怪论的后果我们的构造暗示了对一个有感觉能
力的存在者或心灵的概念和信念，联系的概念并不总是通过比较有联系的观念而获得　　物体有种性
质或效力，我们称之为气味。
在想像中它是如何与感觉关联起来的人性中有种原则，对气味及其他自然效力或原因的概念，都源于
此在感觉当中，心灵是能动的还是被动的第三章　味觉第四章　听觉  声音的多样性，其方位和距离
是靠习惯、毋须推理　就认识的　自然语言第五章　触觉  热和冷  硬和软  自然符号  硬和其他第一性
质  广延 　广延 　物质世界的存在　哲学家关于感觉的体系  第六章　视觉　此能力的优越性和显贵性
　视力所见几乎都能被盲人理解，及其原因　对象的视觉表象　颜色是物体的性质，而非心灵的感觉
　前述内容的推论　感觉不相似于物体的任何性质　视觉形状和广延　回答有关视觉形状的某些疑问 
　视觉几何　双眼的平行运动　通过倒像看到直立的物体　同一主题续　用双眼看到单个对象　动物
的视觉规律　斜视假想　与斜视有关的事实　习惯在看到单一对象中的作用  　波特费尔德博士对单
一和双重视觉的说明  　在此主题上，布里格斯博士的理论以及　艾萨克·牛顿爵士的猜想  一般知觉  
知觉中的自然进程  我们赖以学会知觉视距的符号  用于其他习得知觉的符号  知觉与我们赋予人类明证
的信任之间的相似结论——包括对哲学家在此主题上的观点的反思译名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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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导言该主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法人类心灵的结构如同人类身体结构一样奇妙而精巧。
人类心灵的能力适合其不同的目的时所具有的智慧，毫不逊色于人类身体的器官。
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由于相对身体来说，心灵是更高贵的作品，处于更高等级，
所以造物主在构造它时运用了更多的智慧和技巧。
因此，心灵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主题。
如果考虑到与它有关的知识对任何其他科学分支的广泛影响，心灵就更值得探究了。
即使在与心灵极少有联系的艺术和科学中，心灵的能力也是我们必须加以使用的工具。
我们越是通晓它们的本性和用途、缺陷和失调，我们就越能熟练地运用它们，取得更大的成功。
即便在最高贵的艺术中，心灵也是我们处理的主题。
画家、诗人、演员、雄辩家、道德家、政客都出于不同的目的，力图用不同的方式来处理心灵。
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人类结构的筋脉，就能取得多大的成功。
他们的一些艺术只有建立在人类的构造原则上，才可能有牢固的基础，才能上升到科学的尊贵地位。
现在，明智之士都同意或是应该同意下述看法：要获得关于自然万物的知识，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
观察和实验。
我们的构造使我们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引领我们从具体的事实和观察追溯到一般规则，并且利用这
些一般规则来说明其他结果，或是指导我们如何制造这些结果。
这种智识程序是每个人在日常事务中都熟悉的，也是哲学中能做出真正发现的唯一程序。
最先发现冷导致水结成冰、热使之变成蒸汽的人，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光的特性一样，遵循的是同
一种普遍原则，使用的是同一种方法。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都是常识准则，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都被实践；如果用其他的规则来做
哲学研究，无论是考虑物质体系，还是考察心灵，都会迷失方向。
猜想和理论都是人的创造，它们永远不同于上帝的创造。
如果我们要了解上帝的作品，我们就必须聚精会神、谦卑恭敬地求教于它们，不要肆意妄为——在它
们所揭示的东西中增添任何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唯一合理时、正统的哲学是对自然所做的合法解释——被加进的任何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既不足信
，也无权威可言。
关于地球形成、动物繁殖、自然恶和道德恶起源的所有奇妙理论，一旦超出了从事实中进行合法归纳
的限度，就是白费力气，就如同笛卡尔旋涡（vortice）①，或是帕拉塞耳萨斯的生命力（Archaus）②
。
也许关于心灵的哲学被一些理论掺的假并不比关于物质系统的哲学少。
关于观念的理论的确非常古老，而且已被广泛接受，但都不能赋予此理论以真实性，也不应使它免于
自由、公正的检验。
尤其在如今这个时代，它已经导致了一种怀疑论体系的产生，而后者似乎要压倒所有的科学，甚至要
击败常识的命令。
我们关于身体的知识，全部归功于解剖分析和观察，只有对心灵进行解剖，我们才能发现它的力量和
原则。
获得心灵知识的困难但必须承认，对心灵的解剖比对身体的解剖要困难得多。
因此我们不需感到奇怪，人类在这上面取得的进展较少。
要精确地关注我们的心灵运作，并把它们作为思维的对象，即使对于擅长思考的人也不是件简单的事
，而对平民大众来说，这更是件近乎不可能的事。
运气好的解剖学家，也许可以用自己的眼睛，以同样的精度，考察一切不同年龄、性别和状况的身体
；一个身体里缺少的、模糊不清的、难理解的，在另一个身体里可以清晰地、充分地被观察到。
但解剖心灵的解剖学家不可能有这样的有利条件——他只能以一定程度的精确性和清晰性来考察他自
己的心灵。
这是他能唯一调查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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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通过外部符号推断其他心灵的运作，但这些符号大多是含糊的，必须由他对自己的知觉来解释
。
因此，如果有一位哲学家，他能够向我们条理清晰地描述他自己思维原理（相当于天赋）的所有运作
——尽管还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也只是对某一特殊主体的解剖。
一旦运用于总体的人性，这也是不够的，而且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稍加思考就知道，虽然我们把所有的心灵看作一个种类，但心灵之间的差别大于我们归入同
类的任何事物之间的差别。
我们拥有的各种力量和能力中，有一些似乎是自然形成和培育的，因此不需要人的努力。
它们是我们与动物共有的，是我们保存个体、延续种类所必须的力量。
还有一些别的力量，自然只是在我们的心灵中播下它们的种子，还需要人类文化的培育。
只有加以适当的培养，我们才能改进智力、品位和道德，以提升人性，并使之崇高；相反，忽视或败
坏它们将使人性变得堕落和腐化。
满足口腹之欲，饮清泉解渴，在时机和性欲的驱使下繁衍后代，防止受伤害，时而劳作时而休息，这
样的两足动物就像森林中的一棵树，其生长纯粹是自然的。
但这样未开化的人，心中已撒下逻辑学家、品位高雅之士、雄辩家、政客、善人和圣人的种子；尽管
自然已经在其心灵中播下了这些种子，但若缺乏培养和训练，他们就永远被埋没，很难被他自己或别
人察觉。
最低等的社会生命会展示隐藏在原始状态下的某些原则：由于他所受的训练、他的同伴和他的生活方
式，某些原则，或者是通过它们的天然活力，或者是通过文化的力量，将会茁壮成长，发展完善；其
他原则则莫名其妙地颠倒了它们的天然形式，还有一些受到阻止，或是可能完全被根除。
这就造成个体在人性上的千差万别，而就道德和智力禀赋而言，它架构了下层的动物、恶棍与上层的
神圣者序列之间的鸿沟。
并且，心灵间如此巨大的差异必然使得我们非常难以发现人类的共同原则。
哲学家关于心灵的初始能力所使用的语言，太适合于盛行的体系，而不可能适合其他的体系了；就如
同一件定制的衣服只适合那个定制的人，衬托出他的优势，但非常不适合另一种体格，尽管有可能显
得潇洒和协调。
关于心灵及其运作，如果不采用新的词汇和短语，或是不赋予那些已被接受的词汇和短语以不同的意
义，就几乎不可能在哲学上做出什么创新。
自由，即使在不可或缺的时候，也会造成偏见和误解；因此只有时机得当，它才能得到许可。
语言的创新，就如同宗教和政府的革新，总是遭到许多人的怀疑和憎恨，直到人们熟悉了它们的用法
，它们才得到法定的许可。
 倘若心灵的最初知觉和概念以单一的、纯粹的方式呈现出来，就如同我们最初从自然之手中接收它们
时那样，那么习惯于反思的人就可以不太困难地追溯它们；但是，在我们能反思之前，习惯、联结和
分离使它们被混合、化合和分解，因此我们很难知道它们最初是什么样的。
从这方面来说，心灵就像一位药剂师或化学家一样，原料确实来源于自然。
但出于工作的需要，他把这些原料加以混合、化合、分解、蒸发和提纯，直到它们呈现出完全不同的
样子。
因此我们很难知道它们最初是什么样的，更难把它们还原成最初、天然的形式。
此外，心灵的这种工作的完成，并不是靠成熟理性的谨慎行为——否则我们就能够加以回想，而是靠
先于理性发挥作用的本能、习惯、联结和其他原则。
因此，对于心灵来说，要原路返回，要追溯心灵在最初开始思维和行动时那些使用过的运作，是极其
困难的。
假若我们能清楚、充分地知道一个婴儿的全部心灵历程：从他的生命和感觉伊始直至他成长到使用理
性的阶段，能知道他初生的能力如何开始发挥作用，这些能力如何催生和培育出各种不同的概念、意
见和情感（当我们能够进行反思时，我们发现这些东西都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中）。
那么，该历程将会成为博物学的瑰宝，对于理解人类能力来说，它比哲学家有史以来的任何体系都更
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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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祈求我们力量范围之外的自然馈赠，是徒劳无益的。
反思是我们审察心灵力量的唯一途径，但来得太晚，无以观察到这力量从其初期培养到完善的自然进
程。
因此，一个从教育、风尚和哲学的偏见中成长起来的人，要揭示其观念和意见，直到找出其构造的简
单、初始原则，需要超乎寻常的细心，而且必须大量地运用心灵；当然，除了创造我们的上帝外，别
无他物能说明他的构造。
这或许可以称为真正的人类能力分析；而且，只有完成了这种分析，我们才能指望获得关于心灵的合
法体系；该合法体系能展示我们构造的初始力量和规律，并用它们说明各种人性现象。
这种探究所取得的成功，不是单凭人的力量想要就可以得到的。
不过，如果细心和谦逊的话，还是有可能避免谬误和错觉的。
也许线团太过错综复杂，线条也过于纤细，因此不可能追溯到所有的线圈。
但如果我们在不能继续追溯的地方止步，并且保住已有的基础，就不会犯错。
更犀利的眼睛会适时地推进这种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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