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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罗素是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曾获得诺贝尔奖。
20世纪50年代以后热心于世界和平运动。
本书原由伦敦williams&Norgate于1912年出版。
中译本于195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98年本书又由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系教授John Skorupski编订后，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增加了Skorupski所写的一篇导言，附录有罗素本人于1924年为德文译本所写的序言以及进一步阅
读的书目和索引。
牛津版的版权最近已由商务印书馆取得。
现根据牛津版将增补的部分译出，原中译文的个别字句亦略有改动，作为中译本的新版，以供读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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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当代西方最知
名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西方哲学家之一。
他在数理逻辑的研究领域曾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还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政论家。
由于他多方面的成就，他一生曾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1950年的诺贝尔奖。
在哲学上，他的观点大抵早期是属于新实在主义的，晚年逐渐转向逻辑实证主义。
本书是他早期的最后著作之一，书中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许多哲学问题的论点，可以代表他早期哲学
思想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在本书各章中，我主要限于谈论那些我认为可以发表一点肯定的和建设性意见的问题，因为单纯
否定的批判似乎是不适当的。
为了这个缘故，本书中知识论所占篇幅就比形而上学更多些，而哲学家们讨论得很多的一些论题，倘
使加以处理，也处理得非常简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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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罗素 译者：何兆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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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现象与实在世界上有没有一种如此之确切的知识，以至于一切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对它加以怀疑
呢？
这个乍看起来似乎并不困难的问题，确实是人们所能提出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了。
在我们了解到要找一个直接可靠的答案会遭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就算是完全卷入了哲学的研究，—
—因为哲学只不过是一种企图，即企图解答这类根本的问题。
但是，哲学并不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甚至于也不像我们在科学中那样粗率地、武断地来解答问
题，而是先要探讨这类问题令人感到困惑的所在，并认识到潜伏在我们日常观念之中的种种模糊与混
乱，然后才批判地作出解答。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想象有许多事物是真确的；但是仔细加以观察，就可以发现它们却是如此之充满
了显明的矛盾，以至于唯有深思才能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真正可以相信的。
在探讨真确性时，我们自然是从我们现有的经验出发，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知识无疑地就是从这些经
验派生出来的。
但是，直接经验使得我们知道那个东西究竟是什么，有关这一点，任何陈述都很可能是错误的。
我觉得我此刻正坐在一张椅子上，面前是一张某种形状的桌子，我看到桌上有一些字纸。
我转过头来，便看到窗子外边的建筑物，还有云彩和太阳。
我相信太阳离地球约为9，300万英里；我相信它是一个比地球大许多倍的炽热的天体；我相信由于地
球的自转，太阳便每天早晨升起，并且未来它仍将继续如此。
我相信，如果有个正常的人走进我的房里，他也会像我一样地看到这些椅子、桌子、书和纸；而且我
相信，我所见到的桌子就是我的手压着的这张桌子。
这一切，似乎都如此之显然，以至于几乎不值得一提，除非是为了答复一个怀疑我是否能有所知的人
。
可是，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已经能以完全真确的形式把它们加以说明之前，我们对于一切都有理由
怀疑，并且所有这些都需要有许多次审慎的讨论。
为了明确我们的困难，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这张桌子上。
看起来，它是长方形的、棕色的、有光泽的；摸起来，它是光滑的、冷的、硬的；我敲它的时候，它
就发出木器的响声。
任何人见到、摸到这张桌子，并听到它的声音，都会同意这样的描述，所以就好像不会有什么困难问
题发生似的；但是，只要我们想更加精确的话，我们的麻烦就开始了。
虽然我相信这张桌子“实在地”是清一色的，但是，反光的部分看起来却比其余部分明亮得多，而且
由于反光的缘故，某些部分看来是白色的。
我知道，假如我挪动身子的话，那么反光的部分便会不同，于是桌子外表颜色的分布也会有所改变。
可见，假如几个人同时在看这张桌子的话，便不会有两个人所看到的颜色分布恰好是同样的，因为没
有两个人能恰恰从同一个观点看见桌子，而观点的任何改变都要使光线反射的方式发生某种变动。
就最实用的目的来说，这些差别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一个画家，它们可就极其重要了。
画家必须摒除这样的思想习惯，即习惯于断定物体所具有的颜色就是常识认为它们所“实在”具有的
那种颜色；他必须养成一种习惯，能按照物体所表现的样子来观看它们。
在这里，我们已经开始遇到一个构成为哲学上的最大困难的区别了，——即“现象”与“实在”的区
别，事物好像是什么和它究竟是什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画家想要知道事物好像是什么，实践家和哲学家则想要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而哲学家想知道的愿望
比实践家的更为强烈，并且因为他知道解答这个问题的困难，也便更感到烦恼。
我们再回过来谈桌子。
根据我们以上的发现，显然并没有一种颜色是突出地表现为桌子的颜色，或桌子任何一个特殊部分的
颜色，——从不同的观点看上去，它便显出不同的颜色，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其中的某几种颜色比起
别样颜色来就更加实在是桌子的颜色。
并且我们也知道即使都从某一点来看的话，由于人工照明的缘故，或者由于看的人色盲或者戴蓝色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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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颜色也还似乎是不同的，而在黑暗中，便全然没有颜色；尽管摸起来、敲起来，桌子并没有改变
。
所以，颜色便不是某种本来为桌子所固有的东西，而是某种依赖于桌子、观察者以及光线投射到桌子
的方式而定的东西。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说到桌子的颜色的时候，我们只是指在通常的光线条件下，桌子对于一个站在普
通观点上的正常观察者所似乎具有的那种颜色。
但是在其他条件之下所显示出来的其他颜色，也都有同等的权利可以认为是真实的；所以为了避免偏
好，我们就不得不否认桌子本身具有任何独特的颜色了。
同样情况也可以适用于它的质地。
一个人可以用肉眼看见木头的纹理，但从另一方面看过去，桌子却是光滑的、平坦的。
如果我们通过显微镜来看它的话，我们就会看到粗糙不平的丘陵深谷，以及肉眼所不能看见的各式各
样的差异。
两者之中，究竟哪一个是“实在的”桌子呢？
自然我们总想说，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才是更实在的，但是用一架倍数更高的显微镜来看的时候，那
就会又有所改变了。
那么，我们既不能信赖我们用肉眼所看见的东西，又为什么应当信赖通过显微镜所看见的东西呢？
这样说来，我们所由以出发的感官对于我们又是靠不住的了。
谈到桌子的形状，也不见得更好一些。
我们都习惯于按照物体的“实在的”形状来加以判断，而且我们是如此之不假思索，以至于我们竞以
为我们的确看到了实在的形状。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要作画，我们就必须晓得，一定的物体若从各个不同的观点来看，形状便会不
同。
如果我们的桌子“实在”是长方形的，那么，差不多从任何观点看来，它都仿佛有着两个锐角和两个
钝角。
如果对边是平行的，那么看起来它们就会在距离观察者的远处收敛成为一点。
如果对边长度是相等的，那么看起来，仿佛较近的一边就要长些。
在看一个桌子的时候，所有这些情况通常都未曾被人注意，因为经验已经教会了我们妻从外表的形状
构想“实在的”形状，而“实在的”形状才是我们作为实践者所感兴趣的东西。
但是“实在的”形状并不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它是从我们所看到的之中推论出来的东西。
再者，我们在房里走来走去，我们所看见的东西也便经常地在改变着它的形状；所以，在这里，感官
又似乎并不给我们提供有关桌子本身的真理，只不过提供有关桌子的现象而已。
当我们考虑到触觉的时候，也发生同样的困难。
的确，桌子总是给我们一种硬的感觉，而且我们也感觉得到它耐压。
但是我们所获得的感觉却取决于我们加于桌子的压力有多大，也取决于我们用身体的哪一部分去压它
；这样，由于不同的压力或者由于身体不同部分而得到的各种不同的感觉，就不能认为是直接显示桌
子的确切的性质，它们至多只是某种性质的标志而已，这里所说的某种性质也许就是造成所有感觉的
零甲，但在外表上它的确不存在于任何感觉之中。
同理显然也适用于敲桌子所引起的音响。
这样，便显然可见，实在的桌子假如确乎存在的话，也并不就是我们凭借视觉、触觉和听觉所直接经
验到的那同一张桌子。
实在的桌子假如确乎存在的话，也不是为我们所直接认知的，而必定是从我们所直接认知的东西中得
出的一种推论。
因此，这里就有两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一）到底有没有一个实在的桌子呢？
（二）如果有，它可能是个什么样的客体呢？
有几个意义很明确的简单术语，可以帮助我们考虑这两个问题。
让我们把感觉中所直接认知的东西称作“感觉材料”：如颜色、声音、气味、硬度、粗细等等。
我们将把直接察觉到这些东西的经验称作“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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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只要我们看见一种颜色，我们就有一种对于颜色的感觉，但是，颜色本身乃是一种感觉材料，
而不是一种感觉。
颜色是我们所直接察觉到的东西，但是察觉本身乃是感觉。
这是很浅显的：倘使我们要认识桌子，就必然凭借感觉材料——棕色、长方形、平滑等等，——我们
是把这些和桌子联系在一起的；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我们不能说桌子就是感觉材料，也不能说，感
觉材料径直就是桌子的性质。
于是，假定有这样一个实在的桌子的话，便发生了关于感觉材料和实在的桌子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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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哲学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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