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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奥斯汀曾多次就这本书所谈论的问题授课。
大致以本书现在提供的这种形式授课是在牛津大学，时间是1947年第三学期，课程采用了一个一般的
名称“哲学问题”。
翌年第三学期他第一次使用了“感觉与可感物”这个名称，此后他就一直沿用下来。
　　像对待自己的其他讲义一样，奥斯汀曾反复修改、重写这份讲义。
保留下来的有些笔记没有日期、颇为零碎，估计是他1947年使用的。
另一组笔记是在1948年准备的，再有一组是1949年的。
后面这一组，奥斯汀在1955年做了补充和修改。
这一组笔记前面那些部分，奥斯汀的论证相当详细，后面那几讲的笔记则远不是那么周密，而且显然
是不完整的。
第四组笔记写于1955年，最后一组写于1958年，是为了该年秋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讲课准备的。
他最后一次讲授“感觉与可感物”的课程是在牛津大学，时间是1959年的第二学期。
　　除了这些有相当连续性的稿本，奥斯汀的文件里还有一些单张稿纸也是关于同一问题域的笔记。
这些笔记中的很多内容吸收进了他为授课准备的笔记之中，也就是已经包括在本书之中。
某些看来只是些尝试性的临时想法；还有一些，尽管有时做得很细，但显然是在准备讲义的过程中做
的，并未打算实际上纳入这些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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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针对逻辑语言学领军人物艾耶尔的驳论。
全书共分十一章。
作者从艾耶尔等人的错误入手，逐一对其加以驳斥。
本书中文版是我国当今最重要哲学家陈嘉映教授2001年译出的。
译稿完成后，陈嘉映教授曾以此稿在华东师范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多次开设专题讲座，以中英文对勘
的形式讲授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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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诺克前言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索引附录：《感觉与可感物》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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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有不同的看法。
有些人好像把海市蜃楼看作是干渴难当筋啵力尽的旅行者因心智狂乱而臆想出来的景象（幻觉），另
一些人认为那是大气折射的结果：地平线以下的景观被投射到了地平线上方（错觉）。
（你可能记得，艾耶尔把它看作幻觉，尽管他把它和其它所有事例都引作错觉的事例。
他不是说看似有绿洲的地方并无绿洲，而是直截了当说“它并不存在”。
）　　“错觉论证”对错觉和幻觉不加区分，并积极利用此点，我认为，缘故如下。
只要提议说展示出来吸引我们的那些事例是错觉，那么，（从这个词的日常用法来看）这就意味着有
某种我们的确感知到的东西。
而悄悄着手把这些事例叫作幻觉，就塞进了一种很不一样的意味：这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东西，不真实
的东西，或反正是“非物质的”东西。
这两种意味合在一起，可以不知不觉间暗示，在所引的事例中我们的确感知到某种东西，但这是某种
非物质的东西；这种暗示，即使还算不上结论，也肯定处心积虑推挤我们一把，恰恰向感觉与料理论
家要我们接受的立场推挤得更近一点儿。
　　关于错觉和幻觉间的区别以及不可搅浑两者的理由，且说到这里——虽然蛮可以再说很多。
现在让我们简要查看一下艾耶尔列出的其他一些事例。
例如反射。
无疑，你若适当地安置一些镜子，就能够用它们制造出错觉。
然而，事情像他意味的那样，凡在镜子中看见东西都是错觉吗？
显然不是。
因为在镜子中看东西是完全正常的事，再熟悉不过，通常根本谈不上有谁会被蒙骗。
无疑，你要是个从来没有见过镜子的婴儿或土人，站到镜子前，你可能相当困惑，甚至出现视觉混乱
。
但我们其他人因此就该在这里谈论错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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