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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本书有关的初步研究原是致力于伦理学领域的论题的，但在那些早期研究中，已经清楚显示出
我想发展出的那些概念不能独立存在，它们需要有关一般价值的进一步考虑的支持。
特别地，它们依靠这样一个前提，即评价是经验知识的一种形式。
而这个论点的发展又需要大量的预备工作。
结果，伦理学的研究就暂时被搁置一边，而这部书的内容就可以看做一个绪论。
这里所写下的虽然还有其他意义并可服务于其他目的，可是，至少有关评价方面的结论指出了其余工
作所采取的方向。
　　在伦理学标题下，传统上所处理的两个基本问题——至善的问题和正义的问题——是两个独立的
问题。
标志伦理学特殊领域的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则是属于价值论的一个更广阔的课题。
先验主义一派的伦理学，如康德的伦理学，可以使善从属于正当，并且认为最后正确的评价是依靠并
受支配于道德上合理行为的原则。
不过康德却被迫坦白承认，单是道德上的善还不够：德行是至善，不过最多的、完全的善也要求满足
人类享受幸福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与道德能力是不同的，而且（照他的说法）是对立的。
康德的伦理学有一种洞察的性质和崇高的心情，这一点将永远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过他既然承认，最后的价值不是可以凭道德来决定的，那就证明他的先验观点破产了。
对于任何一派自我主义的伦理学说来，在确定什么是正当的以前，必须首先确定什么是善的，因为行
为的辩解理由依靠于它所期望结果的可欲求性。
因而，关于评价的正确性的一般问题发生在前，关于正当行为的问题发生在后——就这两个问题能够
分开来说。
　　本书第三篇所提出的正是这样一个自然主义的价值理论。
它的最一般的论点已如上述，就是评价代表着一类经验的认识，因此，评价的正确性与一种客观的事
实相呼应，不过它只能从经验上学得，而不是先天能够确定的。
只有当我们承认了这个说法的真实性之后，我们才能避免主张道德义务独立于人类可欲求的事物的先
验主义，而同时又不陷入普罗泰哥拉的相对主义，也不陷入那种把规范性还原于单纯情绪的意义而予
以消灭的道德上的怀疑主义。
我写这部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阐明：认识论中的经验主义和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并不暗含着那一类
相对主义和犬儒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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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C.I.刘易斯编著的《对知识和评价的分析》主要内容是分析知识和评价。
全书分为引论和三篇，引论指出知识、行动和评价是相互关联的，提出知识的标准，知识的分类即分
析知识和经验知识。
第一篇讨论意义和分析真理．第二篇讨论经验知识，第三篇讨论价值和评价。
将知识和评价这两个主题联系起来、将对知识的分析和对评价的分析放到一本书中，靠的是“评价是
经验知识的一种形式”这个论点，全书围绕它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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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还有一层，一个命题可以从逻辑上由其他命题演绎出来这样一个事实，是独立于任何意义内容以
外的一种事情，它既不需要借参照于经验的事物以求证实，也没有这种证实。
对于凡只需依据逻辑的根据就能被确证的命题都可以这样说。
在逻辑上可确证的事实和逻辑上可演绎的事实，和解释各种意义的陈述之间，我们将看到，有一种本
质上的联系。
　　再有一层，解释或理解一个心想的意义中所暗含着的内容，那是一种可能发生错误的事情。
当我们心中怀有这一类意义时（不论它们是我们所任意树立起来的，或者只是由通行的用法中采取来
的），它们固然是我们自己的意义，可是这件事情并不排除这一类可能的错误。
我们可能观察不到我们自己的意图中所包含的内容，并且由于前后不一贯错认了我们自己的意义。
避免这类失察和这类不一贯，是一种认识上的要求。
在逻辑上可以确证的事情方面，由于疏忽或不一贯而发生错误的这种可能性甚至更明显一些。
凡接受过一个无效论证或提出一个无效论证，或者驳斥了一个有效论证的人，或者曾费心去发现一个
结论是否可以由所予的前提得出来的人，都会觉察到这种可能的错误。
因而，在把握和陈述那样心想的意义和那样逻辑的含义时所依据的正确性标准，就要求人们在企图对
知识作任何一种分析时都要加以注意；不论“知识”一词的范围是否被扩充到包括了对意义和逻辑关
系的那样一种理解。
　　说到前面已经提过的其他陈述和理解类型，也是同样：直接觉察的内容必须被认为是有关于知识
的，不论它是否被认为包括在知识之中。
我们的直接感觉经验——还有幻梦和幻觉的直接经验——有一种绝对的特异性和单纯的所予性。
没有这种所予性，就不能有经验的知识。
不过这样直接所予的东西的出现，仍然不能称为知识，如果知识这个名词限于可证实的并且需要证实
的东西。
我们容易忽略这个事实，因为这样一种直接的理解不容易在我们的心灵中独立自存，而还总要被某种
推论或解释加以补充；或被以某种所予的呈现为基础的某种信念加以补充，那种呈现就其自身而论，
是既不能证明，也不能推翻这种信念的。
我们或许难以区分对于这个经验的直接内容的理解或关于它的报告和这种补充——这种补充是借习惯
性的而且是被其他先前的经验所诱发的解释附加上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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