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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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笔记的前面那些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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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一次是在牛津大学讲授“感觉与可感物”的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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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些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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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这些手稿现在都收藏在Bodley图书馆，可供研究者使用。
　　较晚的两组笔记，即1955年和1958年那两组，没有完全覆盖所讨论的课题。
它们的主要部分是新增的材料，其他部分则引回到1948年和1949年的稿子，对相关部分做了少许改动
、修正、次序调整。
在现在这个本子里，那些新增材料主要放在第七章，第十章的后一部分，第十一章。
奥斯汀在伯克利授课的时候还使用了他“对事实不公”一文中包含的一些材料；不过，他通常讲授这
一课题时并没有这一部分，我在这里没收入这一部分，因为这篇论文现在已经独立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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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剑桥学派最重要的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为数不多的重要著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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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出版，也拟采用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可以成为高校哲学系的专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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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Ⅰ　　1　　这一系列讲座，我打算谈一谈关于感官感知的一些流行学说（也许到现在它们已不
那么流行了吧）。
我们恐怕最后也不会去判定这些学说是对是错；不过，实际上这竟是个无法判定的问题，因为，我们
会看到，它们咬下的东西都多于它们嚼得动的。
后面的讨论主要拿A.J.艾耶尔教授那本《经验知识之基础》树作靶子，但也附带提及H.H.普莱斯教授
的《感知》一书，最后还会提到G.J.瓦诺克关于贝克莱的著作。
这几本著作在我看来颇多可加批评指摘之处，但我挑出这几本，是因其优点而非因其缺陷：虽然他们
所持的这类理论至迟也有赫拉克利特那么古远，但说起持有这些理论的人所采信的理由，在我看来，
他们所提供的解说相比之下是最好的，——例如比起笛卡尔或休谟，他们的阐论更加充分、融贯，措
辞也更准确。
这几本著作的作者今天无疑已不再持有他们当时所阐论的理论了，反正，他们不会再以同样的形式来
阐论了。
但至少，他们不久以前还持有这些理论；而且，不消说，很多很多大哲学家曾持有这些理论，曾提倡
过源于这些理论的其他学说。
我选出来加以讨论的三位作者，于某些细处可能各有不同，例如，核心区别究竟是在于有两种“语言
”，抑或在于有两类存在物，他们看上去意见相左；我们最后会对这些差别做些评论，但我相信，说
到所有主要的（几乎未加留意的）预设，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前辈之间，都是一致的。
　　按理说，我想，这类讨论应该从最早的文本入手；但就这个论题来说，无法采用这种做法，因为
最早的文本已经失传。
我们将要讨论的这些学说非常古老，与关于“共相”之类的学说不同，它们在柏拉图时代业已十分古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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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追求不可能误错是哲学史上最尊贵的大魔头⋯⋯简要言之，这里关于知识的理论或曰关于“经验
”知识的理论是：它有基础。
知识是一个结构，上面诸层是通过推论获得的，基础则是推论以之为根据的与料⋯⋯与料的特征就在
于在这里没有任伺怀疑的可能，没有弄错的可能。
　　——奥斯汀　　感觉这类词总是把感官那里发生的事情和心里发生的事情连在一起说的：感觉始
终与感觉者相联系，感觉之知是有感之知，而非对象化的认识。
对感觉的哲学反思必须始终保持在有感之思的层面上，一旦把关于感觉的探讨转变为对象化认识，感
觉就消失了。
感觉与料理论恰恰试图用证据一结论模式来处理感知本身，在这个理论中，我们平常所说的感觉消失
了。
　　——陈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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