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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十八世纪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怀疑论者休谟的重要哲学著作。
他认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对人性的研究应是一切科学的基础。
本书试图通过对人性的研究来揭示制约人的理智、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准则。
全书分三卷，第一卷讨论知性;第二卷讨论情感，第三卷讨论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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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论观念、它们的起源、　　组合、抽象、联系等　　第一节　论人类观念的起源　　人
类心灵中的一切知觉（perceptions）可以分为显然不同的两种，这两种我将称之为印象和观念。
两者的差别在于：当它们刺激心灵，进入我们的思想或意识中时，它们的强烈程度和生动程度各不相
同。
进入心灵时最强最猛的那些知觉，我们可以称之为印象（impressions）；在印象这个名词中间，我包
括了所有初次出现于灵魂中的我们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
至于观念（idea）这个名词，我用来指我们的感觉、情感和情绪在思维和推理中的微弱的意象；当前
的讨论所引起的一切知觉便是一例，只要除去那些由视觉和触觉所引起的知觉，以及这种讨论所可能
引起的直接快乐或不快。
我相信，无需费词就可以说明这种区别。
每个人自己都可以立刻察知感觉与思维的差别。
两者的通常差别程度很容易分辨，虽然在特殊例子中，两者不是不可能很接近。
例如在睡眠、发烧、疯狂或任何心情十分激动的状态中，我们的观念就可以接近于我们的印象；另一
方面，有时就有这种情形发生，即我们的印象极为微弱和低沉，致使我们无法把它们和我们的观念区
别开来。
但是两者在少数例子中虽然有这种极为近似的情形，而一般说来，两者仍然极为不同，所以没有人会
迟疑不决，不敢把它们归在不同项目之下，并各给以一个特殊名称，以标志这种差异。
　　我们的知觉还有另外一种区别，适用于我们的印象和观念两项，这是一种为我们提供方便的区别
，值得我们注意。
这就是简单与复合的区别。
简单的知觉，亦即简单的印象和观念，不容再行区分或分析。
复合知觉则与此相反，可以区分为许多部分。
一种特殊的颜色、滋味和香味虽然都是结合于这个苹果中的性质，但我们很容易辨出它们是彼此并不
相同的，至少是可以互相区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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