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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休谟曾经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人类知识不可证明（证实）的问题。
例如：我们由以往手总是被火烫的现象形成手必然被火烫的因果观念，问题是以往我们的手只是一次
次感到火烫，从未感到火必然烫——显然我们没有“必然烫”这样的感受，事实上手完全可以被火冰
（这意味着现实中没有我们的手必然被火烫的这种因果必然性），至少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证明将来不
会发生这样的现象，由此可见我们头脑里的手必然被火烫的因果观念是不可证明（证实）的。
事实上，不仅我们头脑里的因果观念是不可证明（证实）的，我们头脑里的实体和规律观念同样是不
可证明（证实）的。
例如：我们由以往我们看见的某处持续显现某一墙的模样的现象形成那里必然显现这一墙的模样（那
里有作为实体的一面墙）的观念，然而以往我们只是看见某处不断显现某一墙的模样，我们并没有看
见那里显现这一墙的模样的必然（一面墙的实体），事实上下一秒那里完全可以显现一头大象的模样
（墙忽然之间变成了大象，这意味着现实中此处没有作为实体的一面墙），至少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证
明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我们的某处必然显现某一墙的模样（此处有作为实体的一面墙）的观念是
不可证明（证实）的。
再例如：我们由太阳总是东升西落的现象形成太阳必然东升西落的观念，然而以往我们只是看见太阳
一次次东升西落，我们并没有看见太阳东升西落的必然即规律，事实上太阳明天完全可以西升东落（
这意味着现实中没有太阳东升西落的必然即规律），至少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由此
可见我们的太阳必然东升西落的观念是不可证明（证实）的。
我们的手下次可以被火冰，我们面前的一面墙下一秒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太阳明天可以西升东落，
我们所认为有的——我们的手必然被火烫的因果必然性、作为实体的一面墙以及太阳东升西落的规律
——现实中完全可以没有，自然进程（现象进程）可以从下一秒开始变得不再齐一，从而将我们以往
取得的一切知识（必然观念）证伪，当我们认清这一事实，我们便毫不犹豫地与独断主义分道扬镳了
。
康德说道：“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庞景仁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页。
然而，人的头脑中又的确有如上所述的不可证明（证实）的知识（必然观念），否则著名的休谟问题
也就不构成问题了、不存在了。
如果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在内的人的一切知识看作是虚假的，因而没资格作为人的认识，显然这样的
观点违背了基本事实，这就是为什么怀疑主义只可作为问题，始终不能成为问题的答案。
科学的职责是揭示事实，而不是歪曲或捏造事实，事实是知识既不可证实，又能够作为认识确立，这
样便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知识既然不可证实又如何能够作为认识确立呢？
这一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实长期困扰着哲学，甚至有了“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
耻辱”的说法。
一些哲学家曾经凭借敏锐直觉指出过知识是信念，如果知识是信念，知识就应该是未经证实的，证实
了怎么还能是信念呢？
如果知识是信念，知识就应该是能够确立的，不能确立怎么能是信念呢？
信念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确立的意思，相信就是为了观念的确立。
总之，如果我们说知识是信念，那么我们既没有犯独断主义的错误，也没有犯怀疑主义的错误，由此
可见，在独断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还有一条“相信”的中间道路可以对知识的由来作出科学的解释和
辩护，而这条道路是迄今为止被人们所忽略的。
如果知识是信念，那么获取知识的过程即由以往一惯如何推断必然如何的归纳推理就不是一种证明，
而是形成信念的过程，如果归纳推理是由以往一惯如何相信必然如何，那么归纳推理不可证明的问题
也就不构成问题了，因为相信是不需要以证明为前提的，证明了反而没机会相信了。
当然问题到此还没有得到彻底地解决，因为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说清什么是相信，我们还要揭示人类
头脑中的“信”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从根本上弄清了人类头脑里的知识是从何而
来的，这样包括怀疑主义和独断主义在内的一切与知识由来有关的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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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信”，就是主观的，既然是“信”，就不是全然主观的，就必须是契合现实的，事实上这就
是知识所特有的客观性的特征，也是知识有资格作为认识的理由。
由此可见，纯粹用感官经验或纯粹用理性都不能科学地解释知识的由来（归纳推理），经验论和唯理
论都不足以为知识的由来（归纳推理）提供科学的解释和辩护，知识是现实性的感官经验与主观上的
理性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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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休谟曾经比较明确地指出了人类知识不可证明（证实）的问题。
例如：我们由以往手总是被火烫的现象形成手必然被火烫的因果观念，问题是以往我们的手只是一次
次感到火烫，从未感到火必然烫&mdash;&mdash;显然我们没有&ldquo;必然烫&rdquo;这样的感受，事
实上手完全可以被火冰（这意味着现实中没有我们的手必然被火烫的这种因果必然性），至少我们目
前没有办法证明将来不会发生这样的现象，由此可见我们头脑里的手必然被火烫的因果观念是不可证
明（证实）的。
事实上，不仅我们头脑里的因果观念是不可证明（证实）的，我们头脑里的实体和规律观念同样是不
可证明（证实）的。
例如：我们由以往我们看见的某处持续显现某一墙的模样的现象形成那里必然显现这一墙的模样（那
里有作为实体的一面墙）的观念，然而以往我们只是看见某处不断显现某一墙的模样，我们并没有看
见那里显现这一墙的模样的必然（一面墙的实体），事实上下一秒那里完全可以显现一头大象的模样
（墙忽然之间变成了大象，这意味着现实中此处没有作为实体的一面墙），至少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证
明这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我们的某处必然显现某一墙的模样（此处有作为实体的一面墙）的观念是
不可证明（证实）的。
再例如：我们由太阳总是东升西落的现象形成太阳必然东升西落的观念，然而以往我们只是看见太阳
一次次东升西落，我们并没有看见太阳东升西落的必然即规律，事实上太阳明天完全可以西升东落（
这意味着现实中没有太阳东升西落的必然即规律），至少我们目前没有办法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由此
可见我们的太阳必然东升西落的观念是不可证明（证实）的。
我们的手下次可以被火冰，我们面前的一面墙下一秒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太阳明天可以西升东落，
我们所认为有的&mdash;&mdash;我们的手必然被火烫的因果必然性、作为实体的一面墙以及太阳东升
西落的规律&mdash;&mdash;现实中完全可以没有，自然进程（现象进程）可以从下一秒开始变得不再
齐一，从而将我们以往取得的一切知识（必然观念）证伪，当我们认清这一事实，我们便毫不犹豫地
与独断主义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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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志，199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在工商银行任职。
1997年自主创业成立电子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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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独立从事哲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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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章 论感觉知识的由来与感官经验是密切相关的，要澄清休谟所发现的这个问题，并最终
从根本上揭示知识的由来，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弄清感官认识到底是怎样一种认识。
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感官，相应地人拥有各种各样的感官认识即感觉。
感官的功能是产生瞬间静态的感觉印象，感觉普遍有的“感觉暂留现象”就是证据。
感官产生感觉印象的过程不是杂乱无序的，而是以时间为序的，感官产生的以时间为序的感觉印象流
便构成了感官认识即感觉。
感官认识即感觉是由一个个瞬间静态的感觉印象构成的，当时的感觉印象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确实
就是现实。
感官认识具备现实的确实性，感官认识的是现实，感官感受到的是现实。
感官真实的感受是真实的现实。
真实的现实是我们能够认识的最真实的东西，我们不能认识甚至无法想象比真实的现实更客观真实的
东西，例如：我们无法想象比时空更客观真实的东西，因此真实的现实对我们来讲就是不容置疑的客
观事实。
例如：我们真切地看见某人做了非法的事与我们想象或推断某人做了非法的事是不同的，前者足以作
为此人有罪的证据，后者则不足为凭，原因就在于前者是不容置疑的客观事实，后者不是。
既然真实的现实是我们能够认识的最真实的东西，那么我们的认识是否足够客观真实呢？
答案是肯定的。
当我们享受一顿美餐或因疾病而感到痛苦的时候，试问有谁会怀疑这些真切的感受是客观真实？
即便这些真切的感受不是绝对客观真实的，难道它对我们的影响就不存在了么？
生命的一切包括认识都是服务于生命生存的目的的，生命不会进化出与生存目的无关甚至超越生存目
的的功能，认识作为生命生存的工具不是用来追求绝对客观真实的，而是用来指导生命的生存实践的
。
我们感官认识所具有的这种真实性完全能够满足指导我们生活实践的需要（对此后面我们还有相关的
论述），这种从感觉角度讲的实用主义足以用来反驳针对感官认识的怀疑主义，这样我们整个认识的
根基就牢固了，因为我们整个认识甚至整个精神生活都是建立在现实感受基础上的，都是面向现实的
。
感官认识即感觉具备现实的确实性，因此人们也称感官认识即感觉为“经验”。
“经”指亲历——用感官经历，“验”指认识具备现实的确实性，认识具备现实的确实性，认识便具
备证实性，我们便可以称之为“验”。
有时人们所说的经验指经过归纳的感官认识，经过归纳的感官认识只要还没有由此形成一般性推断就
仍然是感官认识，而如果形成了一般性推断显然就不只是或者说不再是经验了。
当然不同学者对于人们所说的“经验”有着不同理解，但我认为“经验”是对感官认识即感觉的准确
表述，其他认识都不具备“经”与“验”的特征。
我们的感官产生的以时间为序的感觉印象流构成了我们面前的现实景象即现象，显然，我们只有弄清
楚我们的感官认识即感觉到底是怎样一种认识，我们才能弄清楚我们面前的现象是什么，我们才能澄
清与现象密切相关的休谟问题。
那么我们的感官认识到底是怎样的认识呢？
我们看不清空间上的一点是什么，因为不存在距离上的差异；如果周围温度与我们体温一致，我们就
感受不到冷暖，因为不存在温度上的差异；如果空气不发生振动，我们就听不见声音，因为不存在空
气压力上的差异；如果电视屏幕只能显示一种色调，我们就从那上面看不出任何图像，因为不存在色
调上的差异。
这些事例说明我们的感官能并只能认识差异。
事实上我们的感官认识是对差异的认识，人们又称这种认识为分辨。
我们感官并非能够分辨一切差异，两不同空间位置之间的差异（距离）是我们感官能分辨的，两不同
时刻之间的差异（时间）是我们感官能分辨的，某一空间位置与某一时刻之间虽然也存在差异，但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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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种差异是我们感官不能分辨的。
唯有可相互比较的差异是可（统一）度量的，即我们可以确定其中某一差异为标准差异，用所有其他
差异与之进行比较，从而使其他差异都对应一个数量（倍数值），这一过程就是（统一）度量。
我们称可相互比较即可（统一）度量的差异为度规差异，我们称用于（统一）度量的标准差异为度规
，人们也称度规为度量单位（简称单位）。
认识应该是基本明确的，模糊的认识是无效的，完全模糊的认识等同于没有认识。
差异唯有经过（统一）度量才是明确的，由此可见认识差异的唯一方式是（统一）度量，而唯有度规
差异是可（统一）度量的，唯有度规差异是可认识的。
由此可见我们感官认识（分辨）是（统一）度量，我们感官认识（分辨）的差异是度规差异（差距或
者说程度）。
我们的时间感是对两不同时刻之间的差异（时间）的（统一）度量，我们的空间感是对两不同空间位
置之间差异（距离）的（统一）度量，我们的冷暖感是对温差（温度）的（统一）度量，我们的软硬
感是对软硬差（硬度）的（统一）度量，我们的颜色感是对光波频率高低（频度）的（统一）度量。
所谓的度量其实就是统一度量，指的就是我们的感官认识即感觉，一切测量工具都是用来辅助我们的
感官认识即感觉的。
我们感官之所以能够分辨某些种类的度规差异，是因为我们感官先天掌握着用来度量这些种类的度规
差异的标准度规差异即度规，我们感官先天掌握的这些“尺度”就是我们感官（感觉天赋）的核心构
成。
如果我们感官没有掌握度量位差的度规，我们就不会有距离感；如果我们感官没有掌握度量时差的度
规，我们就不会有时间感；如果我们感官没有掌握度量温差的度规，我们就不会有冷暖感。
从感官认识即感觉的角度讲，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完全正确。
当然我们感官仅仅掌握着用来度量差异的“尺度”还不能认识即分辨出差异，客观上还要有差异，我
们感官认识这种认识形式与客观上有差异是相契的。
人的感官能够分辨的度规差异具体包括时间、空间、声音、颜色、温度、硬度、重量、酸度、甜度、
苦度、辣度、咸度等，人的感官认识即感觉是对时间、空间、声音、颜色、温度、硬度、重量、酸度
、甜度、苦度、辣度、咸度等等度规差异的度量，这就是人类感官认识的先天形式，人类感官先天掌
握的用来度量这些种类的度规差异的度规就是丝毫不包含后天认识因素的人类感官认识的纯形式，人
类感官认识的纯形式并不局限于时空度规。
一种感觉对应一种度规，一种度规构成一种感官，它就是这种感官用来获取这种感觉的先天的主观依
据，显然有多少种感觉就有多少种感官，就有多少种感官认识的纯形式——度规。
我们还可以通过数学方法建立一些比例关系，这些比例关系同样带有度量的性质，例如：比重（密度
）是对单位体积的物体质量大小的度量，我们可以将这样的比例关系视为我们感官功能的扩展，即视
为我们的感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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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导言1第一部分理论部分第一章由休谟问题明确区分的两种认识第二章论感觉第三章论“知”1 休谟问
题属于归纳问题2 “信”是主观契合现象的自立、自真3 现象的必然是不动的“一”第四章关于几个问
题的补充说明1 关于以往自然进程（现象进程）普遍齐一的问题2 关于“知”的方法——“分析”3 归
纳推理是人类头脑中唯一的推理即判断的方式第二部分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认识论思想的解
读第一章总的题解第二章思考的过程第三章关于康德先验感性论的思想第四章关于康德先验逻辑的思
想1 基本上赞同的方面2 “意识对它自身同一性的本源的和必然的意识”并非是我们知识观念上的根据
。
3 知性范畴并非没有确定的含义4 本体并非是不可认识的5 在知性认识之上没有更高的理性认识6 “回
溯推论”解决不了知识的来源即根据的问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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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然的形而上学》从休谟问题入手，摒弃了一切主观专断式的思考方式和见解，依靠理性严谨的推
理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先天本质，从而对人类面前的世界（人类认识的这个世界）的由来做了根本性的
阐释，最终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由于该体系来自于纯粹理性的思考，因此作者将这本
书命名为《自然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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