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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写作本书是想起两个作用。
一方面，它是一本教科书，一本知识论的导论，其读者是那些有着成熟的理智，但却没有太多的哲学
知识的人。
我们并不认为这一目的和学术研究有什么冲突，但我们也注意到有些技术性的问题和本书的主要内容
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偶尔也会将那些主要是较为专业的读者可能感兴趣的问题和出处放到脚注里说明，希望我们这种
随写随注的态度对那些想在认识论方面做进一步研究的人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本书试图对认识论的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介绍，就此而论，本书不仅仅是为学生而写，同
样也是为职业哲学家而作。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勾画认识论的逻辑概貌，使读者能够看到认识论问题和理论之间的对应关系
，以此来发挥以上的两个作用。
我们先对认识论的理论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种类的理论在这一分类中的位置来讨论这些理论。
我们尽可能地以最好的方式介绍认识论的每一种一般类型。
然后，我们试图仅针对反映了这些一般特征的理论提出反驳。
我们尽量避免提出一些通过摆弄细节就可以避免的反驳。
其结果，我们放弃了所有那些我们更为熟悉的认识论理论（基础理论、连贯理论、概然主义理论，以
及可靠主义理论）。
这穷尽了大部分的认识论的逻辑概貌，只留下了我们还不熟悉的一小部分可供探讨——我们称这一块
为“非信念的内在主义理论”。
这些理论主张一个信念的可辩护性完全取决于相信者的内在状态。
它们还坚持认为相信者的内在状态远不止是信念，还应当包括其他的状态。
具体地说，相信者的知觉状态和记忆状态与她得到辩护地相信的事情是有关的，即使她对自己所处的
知觉状态和记忆状态没有任何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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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勾画当代西方认识论的逻辑概貌并为直接实在论进行辩护。
西方哲学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一个信念只能通过另一个信念或另一部分信念才能得到辩护或证
明。
外部世界或知觉本身不能直接给一个信念提供辩护或证明，只有当外部世界或知觉转变为认识主体的
信念之后才能为某个信念提供辩护或证明。
这个看法被称为“信念假设”。
凡承认这个假设的理论都被称为信念理论，如基础主义和连贯主义。
凡否认这个假设的则称为非信念理论，如外在主义理论（包括概然主义和可靠主义）和部分内在主义
理论。
“直接实在论”否认信念假设，认为一个信念不仅可以通过另一部分信念得到辩护，而且也可以通过
非信念的知觉印象或记忆状态直接得到辩护。
由于这种理论主张从知觉印象到关于外部世界的信念的过渡是直接的，不需要以关于知觉印象的信念
为中介，因此，这种理论被称为“直接”实在论。
作者认为只有直接实在论才能为人类的合理认知提供最好的解释，其余的理论都有着各自难以克服的
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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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约翰·波洛克（John Pollock）是亚利桑那大学哲学教授和认知科学研究教授。
他研究的主要领域有认识论、哲学逻辑和人工智能。
他所负责的奥斯卡工程旨在构建一个普遍的合理认知的理论并将其实施于一个人工主体。
他的近作包括：《认知木工》，《怎样建造一个人》，《惯用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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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知识问题1.认知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是他们从事复杂高深思考的能力。
只有人类才具有制造飞机或微波炉，创作《哈姆雷特》或谱写交响乐，提出相对论或发现DNA所要求
的认知能力。
我们有着关于世界的极为丰富的知识，其中绝大部分所涉及的事情是其他动物甚至连想都无法想象的
。
这些知识不仅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帮助我们在飞向月球或治疗癌症方面取得重要成就。
我们为什么能够从事如此复杂高深的思考，获得如此丰硕的知识？
这就是认识论——即知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
我们所追求的是理解从日常生活到崇高事业中合乎理性的思考。
我们想知道我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认识任务如愿以偿，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认识任务所取得的成果，而
这些认识任务对其他生物而言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希望理解作为认知者的人类。
认知心理学通过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认知的某些方面。
但我们的兴趣仅在合乎理性的认知。
心理学家研究人类的思考，不仅研究它正确时候的情况，也研究它出错时的情况。
但我们想知道，当它正确时情况究竟怎样？
究竟什么东西使得人类成为理性的，并且因此使得我们巨大的理智成就成为可能？
研究理性和非理性思考的心理学家预设了理论研究之前对合理性的理解，但几乎没有做什么事情来阐
明它。
虽然我们对认知心理学家采用精密复杂的实验研究人类思考感到大开眼界，但合乎理性的思考究竟意
味着什么却是一个哲学的挑战。
我们需要一个关于合理性的一般性的理论——以解释一个理性的认知者究竟意味着什么，以及成为一
个理性者如何能够使我们可以获得关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我们几乎当成是理所当然的知识。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哲学问题。
合乎理性的认知包括的远不止是对知识的追求。
知识有其目的，它旨在帮助我们在世界中生存。
我们运用我们的知识决定怎样行动，而合乎理性的认知包括在行动决策中所涉及的认知过程。
但本书的重点将集中在追求知识时所涉及的认知的纯理智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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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知识论》首先对认识论的理论进行分类，然后，根据不同种类的理论在这一分类中的位置来讨
论这些理论。
书中尽可能地以最好的方式介绍认识论的每一种一般类型。
然后，试图仅针对反映了这些一般特征的理论提出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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