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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哲学新课题丛书：自我知识》是对分析哲学领域过去三十年来关于自我知识问题的讨论和思考的综
述。
作者首先介绍了自我知识问题的历史背景，概要论述了古希腊哲学家、笛卡尔、洛克、康德、维特根
斯坦与赖尔等对自我知识问题的观点，之后考察了当代最主要的三种自我知识理论：亲知理论、内感
觉理论和理性主义理论，对这几种理论的主要观点和遇到的挑战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一一评价了各种
理论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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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布瑞·格特勒 译者：徐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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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沉思者推断说，如果他关于蜡的概念并非来源于感性知觉，那么它一定是天赋的观念。
笛卡尔从这个白蜡的特例中，抽象得出了更为一般的结论。
他论证说，任何物理存在的本质都是空间的广延性，而既然空间的广延性又是一个数学概念，需要以
几何学的术语来解释，因此，我们关于物理存在的概念就不能得自于感觉经验，而只能是一种天赋的
理智概念。
 最后，既然我们对物理对象（或“物体”）的理解有赖于天赋的理智概念，那么，即便是对一块普通
的蜡的反思，也有助于揭示心智及其所拥有的天赋观念。
 我现在知道，即便是感觉或想象的能力也不能严格地把握物体，但仅仅靠理智自身却可以。
对物体的这种知觉并不来源于对它的触觉或视觉经验，而是来源于我们对它的理解。
在这些思考中，我当然知道，较之于其他人，对于我自己的心智，我能够获得更简单、更自明的知觉
。
 （Ibid，p.22—23） 笛卡尔的精彩结论是，至少有某种自我知识比某些似乎更一般的知识——例如，
对物质对象（一块蜡）本性的理解——更容易获得。
要想真正理解一块蜡，人们就必须理解广延的基本属性，这进而就要求把握心智中关于广延性的天赋
概念。
我们正是用这种概念来理解（表面上的）物理对象。
 这种观点是否正确？
主张我们在对一块蜡的理解中应用了广延性的天赋概念，并不等于说，对蜡的理解包含着对广延性的
理解。
试比较一下：某人可以相信一幅画是美丽的，且他的信念是得到辩护的，即便他并没有反思任何关于
美丽的概念——或是任何可能导向美本质的任何东西。
如果说一个人只有在具备审美理论之后才能认识到一幅画是美的，那么这显然不合情理。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说，如果要求一个人只有先具备对广延本性的理解，才能认识到一块蜡是广延的
，那同样不合情理。
基于这一反驳，尽管我在理解蜡的过程中事实上应用了天赋观念，但是，蜡仍然有可能“得到比对我
自己的心智更容易、更清晰的理解”。
 笛卡尔通过诉诸于认识论的内部论，也能够回应这一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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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我知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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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这本涉猎广泛的著作描绘了自我知识的形而上学与认识论框架。
它为所讨论的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也有助于理解当代哲学争论的形成。
布瑞·格特勒深入理解了所讨论的主题，把这一问题想得十分透彻，又以流畅的、可读性强的风格分
享了她在这一问题上的敏锐把握。
 ——恩斯特·索萨，美国罗格斯大学 《自我知识》一书概览了过去三十年来有关自我知识的分析哲
学讨论，它的阐述清晰流畅，敏锐精确而又包罗万象。
对于任何自我知识方面的高年级本科生课程，本书都会是非常适合的教材，也会在这一领域引起广泛
的讨论。
 ——拉姆·奈塔，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这是一本杰出的著作。
格特勒详细探讨了主要自我知识观点的优劣，她的风格清晰而直接，但又不对材料作过度的简单化处
理。
在目前我所看到的对自我知识诸理论所作的深入讨论中，这本著作无疑是最好的一部。
 ——乔迪·费尔南德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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