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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中，他试图通过关于“人的经验科学”的研究，在精神领域建立一个具有全新基础的、完整的体
系。
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论知性”、阐述了他的怀疑论和经验主义认识论；第二卷“论情感”，提出
情感而非理性是善和美的基础；第三卷“论道德”，论述了快乐论、功利论的伦理学理论以及人性论
、约定论的政治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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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戴维·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出生于爱丁堡，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思想巨擘，与约翰?洛克及
乔治?贝克莱并称三大英国经验主义者。
其特点在于重视从“生活经验”中提炼出哲学观点，如“知识来源于印象而非理性”，认为没有事实
可由先验方法被证明。
卢梭等后世学人深受其影响。
康德亦综合他同理性主义哲学家的观点创建起“正反合”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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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经验出发，我们发现，当任何印象出现于心中之后，它又作为观念再现于我们的心中，这可以
有两种不同的方式：有时，当印象重新出现时，它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有它在初次出现时的活跃程度
，某种程度上介乎于一个印象与一个观念之间；有时，它又完全失去了那种活跃性，变成了一个纯粹
的观念。
我们将以第一种方式再现我们印象的感官能力称之为记忆，另一种则称之为想象。
初看起来就非常明显，记忆的观念较想象的观念更为生动和强烈，而且前一种感官能力比后一种描绘
它的对象更为鲜明。
当我们忆起过去任何事情时，那个事情的观念以一种强烈的方式进入心中；而在想象中，知觉却是微
弱和无力的，而且很难在心中长时间保持稳定不变。
因此，这两种观念之间有着一种显著的差别。
但是，这一点将留待以后详加论述。
　　还有另外一种同样显著的差别存在于这两种观念之中，这就是，除非有与之相对应的印象为它们
开辟道路而先行出现，否则，无论是记忆的观念或想象的观念，生动的观念或微弱的观念，都不能出
现在心灵中。
然而想象并不受原始印象的次序和形式的束缚，而记忆却在这方面完全受到了束缚，没有任何变化的
能力。
　　很显然，记忆保持了它的对象被呈现时的最初形式，如果我们回忆任何事情时离开了这种形式，
那一定是因为记忆能力有缺陷或不完备的缘故。
为了叙述更方便，一个历史学家或许会把前后发生的事件颠倒过来；但是他如果重视精确性的话，他
就会注意到这种颠倒了的次序，并且据此把那个后发生的事件的观念放在它应有的位置。
相同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们回忆起我们之前所熟悉的地点和人物时。
记忆的主要作用不在于保存简单的观念，而在于保存它们的次序和位置。
简而言之，既然有那么多的普通和常见的现象支持这个原则，我们也就无需对此再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
　　我们的第二个原则同样十分明显，这一原则就是：想象能够自由地调换和改变它的观念。
在诗歌和传奇文学中我们所遇到的荒诞故事就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那些故事中，自然界完全被混淆起来了，所提到的无非是飞马、火龙和可怕的巨人。
如果我们考虑到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是由我们的印象复制而来，而且没有任何两个印象是完全不可分离
的，这一幻想的自由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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