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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人类全面深刻认识自身本质、能力和责任，反思人与自然、社会之关系的一场巨大社会思想运动
——启蒙运动，是西方历史上的转折点之一，至今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西方世界的文化。
不仅如此，由于战争、殖民、贸易及和平的文化交流，它的影响也流布到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
今天我们生活的世界，其主导的思想观念乃是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创导并发展起来的。
严格地说，21世纪初的我们仍然是18世纪启蒙思想的产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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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1710-1796），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苏格兰常识学派创始
人，是思想史上一位较受忽视却十分重要的人物。
他认为常识是一切哲学探究的基础。
他把从笛卡尔发端，经洛克和贝克莱等思想家传至休谟而达到极端怀疑主义结论的哲学传统称做“观
念论”，作为休谟哲学的对立面，提出并阐发了他自己的常识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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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们经常相信本没有什么合理根据的事物，因此导致一些有害的错误，这类证据太明显，没人会否认
；而另一方面，有些信念也有合理的根据，只要不是十足的怀疑论者，这点是没什么可怀疑的。
对于信念的任何根据，我们取名为证据。
没有证据的信念是薄弱的，任何人都应该避免，也是任何人都希望避免的。
如果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对某事物有证据，也就无法去相信它了。
至于该证据是什么，应该更容易被感受到，而不只是描述。
从没有反思过证据本质的人感受到它对于其信念的支配作用。
逻辑学家的职责是解释它的本质，区分它的各种类型和程度；但具有知性的人都能对它作出判断，而
且当证据正确无误地出现在眼前时，一般情况下都能判断准确，他的心灵就会免于成见。
完全不懂视觉理论的人可能眼睛正常；从没有抽象地反思过证据的人，可能判断准确。
日常生活中，有些场合会促使我们把证据分为不同种类，它们的名称都很好理解，如感官证据、记忆
证据、意识证据、证词证据、公理证据和推理证据。
所有具有常规知性的人都同意，这些类型的证据都可以为信念提供合法的根据，他们一般能就证据强
弱的条件达成一致。
哲学家力图通过分析不同种类的证据，发现它们共同具有的本质，以把它们全部化归为一个。
经院哲学家为真理标准而进行的烦琐争论，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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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论人的理智能力》：启蒙运动经典译丛，苏格兰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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