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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知识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本书围绕“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这一主旨，自觉地将逻辑分析方法严格而系统地运用于哲学研究
，特别注重思想的清晰性和论证性，系统地论述了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形成以及知识的可靠性、衡量
真假的标准等问题。
弥补了中国知识论不发达的缺陷，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本的写作模式。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论>>

作者简介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
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
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官费留学美国，先后在宾夕法尼业大学、哥伦比难大学学习
，1920年获哥伦比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
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创办哲学系，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
1946年回北平，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
1956年起，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哲学所（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
究员、副所长，中国逻辑学会会长等职。

    金岳霖教授长期腹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学术造诣很深，是最早把西方现代逻辑系统
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
他把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许多逻辑学和哲学学者。
著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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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论不教人以求知底方法，也不训练学它的人如何去求知；它也许和别的学问一样，有它底特别的
技艺，得到此技艺的人也许有一种特别的技能；但是，除在这学问范围之内有所发现外，研究它的人
没有别的创作，更不至于有任何实行问题。
3.以真为目标的学问。
有些学问是以真为目标的。
这里是说以真为目标。
研究这些学问的人，也许要利用“通”作为他们底工具，可是，虽然如此，而通仍不是这类学问底目
标。
哲学以通为目标，虽有时利用真以为工具，而真仍不是哲学底目标，这在研究历程中是常常碰见的现
象。
在哲学，假如有两学说都可通，其中之一已经证明其为真，我们取其真者，这就是以真为选择底工具
。
在科学，假如有两学说都可以解释某现象，其中之一与别的原则定理等相通，我们取其通者，这就是
以通为选择底工具。
无论所用底工具为如何，只要目标是真，学问就属于这一类。
这一类的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种。
一种所求的是普遍的真，一种所求的是特殊的真，前者我们称为科学，后者我们称为记载学。
大多数的学问似乎属于这一类。
以下两段讨论知识论与记载学及与科学底分别。
B.知识论与记载学底分别1.记载学以已往的事实为对象。
历史两字很麻烦。
有时指事实上的历史，有时指写出来的历史。
有时上下文可以把这名词表示清楚，有时混乱起来。
本条所谓历史是前一用法的历史。
记载学所研究底对象是这一用法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底对象是已往的事实。
记载学也有史，研究记载学底史的人以记载学为对象，果然如此，是对象的记载学也是已往的事实。
记载学底目标是特殊的真，它底对象是已往的事实，它底工具或材料大致说来约有以下四项：（一）
古物，（二）记载，（三）其他学问底利用，（四）理论。
前二者为材料，后二者为工具。
记载学底内容照映它底对象，照映愈切，接近目标底程度也愈高。
照此说法，记载学底目标为特殊的真。
这里所谓特殊是相对于普遍而言。
特殊与普遍底意义及其分别以后会提出讨论。
现在只表示一时代一地域底普通情形不是本书所谓普遍的。
前清有一普通情形，男子有发辫；春秋时候也许有一普通情形，男子穿裙子；欧美现在有一普通情形
，男子打领带；这些都不是本书所谓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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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论》：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
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
一而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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