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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知识论领域的争论此起彼伏。
柏拉图提出的，后来被不断研究、讨论和批判的知识论，尤其是其中的基础主义确证观遭到了强烈的
攻击。
事实上，虽然反对派各自的立场迥然不同，但几乎一致赞同的观点只有一个：传统的基础丰义确证论
县站不住脚的，是毫无希望的理论，应当予以抛弃。
批评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以激进的话语批判了这种历史上占重要地位的理论。
这些批评者认为，如果知识论要取得进展的话，必须抛弃这种“不堪一击”的理论。
在这种势头之下，时至今日，许多知识论者讨论的有关基础主义确证论的核心论题已经背离了传统。
但是，这些反对者中的许多人似乎没有非常明确的反对基础主义的理由。
笔者怀疑近来持续不断的背离基础主义的运动看起来就像哲学史上频繁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绝不是
合乎逻辑的，倒像是一时的冲动或时髦的做派。
可以断定，摈弃基础主义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一方面这样做会把知识论置于一个非常错误的方位，另一方面会不适当地给予那些从根本上否
定知识论研究的人不应有的信赖。
鉴于此，笔者希望本书的标题能使大家清楚笔者的基本立场：基础主义的大厦没有像许多批评者所说
的那样已经崩溃，只不过它需要重新整合、重新定位。

本书分为四章。
第一章，考察问题的起源。
由于自柏拉图以来就把知识看作是确证的真信念，因此真的信念要成为知识关键点就取决于确证。
从知识的三元定义看，一信念似乎要依据另一个信念来确证，这就使确证陷入一个无限的回溯系列。
传统上解决知识回溯问题的方案有四种：(1)终止于某个非确证的信念；(2)知识确证的回溯过程不断
向后无限延伸，同时无法达到这一延续系列的终点；(3)在某种方式上不断返回到自身，并形成一种网
状结构；(4)回溯论证结束于某些得到确证的信念。
显然前两种方案必然导致怀疑主义，无法解决回溯问题。
基础主义和一致主义分别认同第三和第四种方案。

 第二章和第三章重点考察基础主义和一致主义之间的争论。

当代基础主义是对传统基础主义的继承与发展，一致主义主要是对当代基础主义的批判与反驳，重视
这一历史事实就是要求在对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之争进行解读之时，最好以当代基础主义作为参照系
，而同时把一致主义作为其竞争者来看待。
这两章尽可能详细地分析评价每一种理论的动机、论证方式、类型，并尽可能准确地阐明基础主义和
一致主义的各自的优缺点。
这两章所开展的各种分析与评判为下一章对知识确证、进而对回溯问题给出更合理的解决办法奠定了
基础。

第四章，对基础主义确证论重构的思考。
重构的原因是基础主义与一致主义都无法解决知识回溯问题。
近期有关知识论的著作都陷入了虚假的二元对立——基础主义和一致主义——之中，其实基础主义和
一致主义各自都有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地方，对于这两种彼此竞争的理论来说，一致主义和基础主义
都有相对于对方而言的优缺点，在试图克服另一理论不可克服的困难时，彼此逐渐相互融合起来了。
通过改进当代西方知识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笔者尝试提出一种新的解决知识回溯问题的理论，这种新
的理论可称为“语境的一致基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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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既不是基础主义的也不是一致主义的，而是避开基础主义和一致主义所遭遇到的困难、同时融合了
它们的相对优势的一种中间型的理论。
这种新理论允许经验的输入，但不要求认知主体的经验所确证的某类基础信念具有特殊的地位，也不
要求确证的单向性，而是承认信念之间包含着相互支持关系；并且由于知识或确证的问题在某种意义
上是与其语境相关，有关知识之真的论断是随着相关语境的变化而变化。
显然，这种理论把语境的因素考虑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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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无论我们兴趣如何，所与都不可改变，并且构成知觉、幻觉和梦幻中的非理性的事
实因素”。
②所与都是“可以辨认的要素”，但它“不能独立地发现”，却又“被公认为可分割的要素和抽象”
。
③刘易斯在《心灵和世界秩序》一书中说，想用语言来精确系统地阐明所与的所有尝试注定会失败，
因为具有直接性的所与是“不可言说的”④。
因为表达所与的每一尝试都要“引入不是所与的概念”。
⑤但是在《知识与价值的分析》一书中刘易斯最终放弃了这一看法，因为很难设想不能用语言表达的
东西在知识论活动中有何意义，我们只有借助于语言的具体运用才能充分地描述感受到的事物的特性
。
刘易斯关于所与的定义是：所与是某种实在的东西的直接呈现，被所与者（部分地所与）是这个实在
的对象。
也就是说，所与是在经验中被实在对象当下所与的、可以感觉到的、不能由思维创造和改变的感觉性
质。
⑥刘易斯认为实际上有三类知识：第一类是直接经验，即对“感官的所与材料（不排除幻觉）的把握
”。
所与不是知识，因为它不包含任何断言，它不意指认识以外的任何东西，因此不能被称为知识；第二
类是经验知识，即“关于某种物理事态的把握”；这类知识依赖于直接的所与。
第三类知识是逻辑知识、分析判断的知识。
这类知识有充足的理由，是确定的而不是盖然的，但它不意指认识以外的任何东西，因此不能被称为
知识。
⑦由此可见，刘易斯认为真正的知识是经验知识，经验知识包含两种成分：一种是概念，是先验的；
一种是“感觉所与”即感觉材料，它是被所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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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础主义确证论的批判与重构》是知识论与方法论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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