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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的分析》是伯特兰·罗素（1872-1970）于1921年写成的一部著作，也是早期分析哲学史上的一部
经典之作。
罗素是现代英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及社会活动家。
在哲学上，他是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及新实在论的创始人。
在其哲学生涯的最初时期，罗素受当时的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代表布拉德雷及麦克塔加特的影响，对黑
格尔哲学抱有好感，相信内在关系说及真理一元论。
但后来在另一位英国哲学家摩尔（也曾信奉德国唯心论）的带领下，从1898年开始，他逐步摆脱了新
黑格尔主义的影响，并与后者一道创立了英国新实在论哲学。
罗素的新实在论哲学，坚持外在关系说及与之相关的多元论，而反对内在关系说及与之相关的一元论
，并认为心、物、共相及个体都是世界的终极实体。
这种新实在论哲学的基本立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于1912年出版的《哲学问题》一书中。
此书出版后不久，罗素就着手写一部知识论问题的著作，原计划完成的这本著作的基本立场仍然是实
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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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1年写成的一部著作，也是早期分析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
1921年，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其中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心的分析”的讲演。
书中首次系统阐释了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思想，体现了罗素哲学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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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伯特兰·罗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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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要做出的第一种批评是，行为似乎是不必要的，并且是虚构的。
一种思想的内容的出现，构成了该思想的出现。
从经验上看，我不能发现任何符合于该假定的行为的东西；而且从理论上看，我18不能发现它是必不
可少的。
我们说：“我想如何如何”（I think so-and-so），并且“我”这个词暗示着想是一个人的行为。
迈农的“行为”是主体的幽灵，或是原先的纯粹的灵魂。
人们猜想，思想不可能只是来来去去，而需要一个思考它们的人。
当然，现在有一点是真的：思想可以聚集成束，以至于一束是我的思想，另一束是你的思想，再一束
是琼斯先生的思想。
但我认为，人不是单一思想中的一种成分：他是由思想与思想之间以及思想与身体之间的关系构成的
。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眼下无需全面地去关心它。
此刻我所关心的全部东西是，如果认为“我想”、“你想”及“琼斯先生想”这些语法形式表明了对
一个单个的思想的分析，那么它们就会产生误导。
最好说“我心中产生了思想”（it thinks in me）——就像“这儿下雨了”（it rains here）一样；或者说
“我心中有一种思想”（There is a thought in me），那就更好了。
这只是因为，迈农所谓的思想中的行为，在经验上是不可发现的，并且也不可从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东
西中逻辑地演绎出来。
第二点批评涉及内容与对象的关系。
我认为，思想与对象的关联并不是简单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东西，而布伦坦诺和迈农则认为它是
这样的。
依我看，它是派生的，而且主要取决于这样的信念，即构成思想的东西与联合组成对象的各种其他成
分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你拥有圣保罗大教堂的意象（image），或者你只是在头脑中有“圣保罗大教堂”一词。
你相信——不管怎样模糊而又晦暗——这与你去圣保罗大教堂时将会看到的东西或者你触摸其墙面时
将会摸到的东西是有关联的；它与其他人的所见、所摸和礼拜、教长、全体教士及克里斯托弗·雷恩
（Christopher wren）①爵士拥有另一种关联。
这些事物并不只是你的思想，但你的思想与它们处于一种关系中，并且你或多或少觉知到了它们。
对这种关系的觉知是另一种思想，并导致了你的这种看法，即原来的思想有一个“对象”。
但在纯粹的想象中，你可以在没有这些相伴的信念的情况下获得非常相似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中，你
的思想并不拥有对象，或似乎不拥有对象。
因此，在这样的例子中，你拥有内容而没有对象。
另一方面，在看或听的行为中，说你拥有没有内容的对象则较少使人产生误解，因为你的所见或所闻
实际上是物理世界的一部分，尽管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
因而，关于精神事件与对象之关系的全部问题变得非常复杂了，而且不可能通过把其与对象的关联看
作思想的本质而得以解决。
以上的所有论述都只是初步的，并且将会在以后得以扩充。
用通俗而又非哲学的方式来讲，我们可以说，当你思考一种思想时，它的内容被假定为你的头脑中的
某种东西，而对象通常是外部世界中的某种东西。
人们认为，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是由它与对象的关系构成的，而知识之所以不同于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乃是因为它是经由内容而来的。
我们能够开始借助内容与对象的对立来陈述实在论与唯心论的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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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心的分析》：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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