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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约翰·洛克》是一本关于哲学思想研究的书籍，《约翰·洛克》用主要的篇幅来评介洛克的哲
学代表作《人类理智论》中的种种难题，并对每个问题的始末、表述方式等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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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早年时期（1632一1667）　　约翰·洛克的著作体现了他那个时代的精神。
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一种对于人生不偏不倚的、宽容的态度，那正是17世纪末英国的典型特征。
那种对于冷静的、一丝不苟的思考的　　热爱，以及对于极端趋向的小心回避，忠实地反映在每一页
上。
但是洛克却出生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那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充满剧烈的冲突和狭隘的热情，充满
浮夸的粗野的表达意见的方式，人们的感情和情绪得到极大的放纵，理性被遗忘了。
至少在洛克这一代人看来是这样。
17世纪末的英国非常讨厌内战时期的激情主义。
在诗歌和文学中，以某种程度抒发感情是可　　以容忍、甚至值得欢迎的，这仅仅是“为了助兴”，
但是在人生、宗教、政治这些严肃的事情上，尤其在研究哲学和科学的真理时，诉诸感情是不能允许
的。
人生要处处尊崇理性。
洛克在《理智论》中有好几处打断了他平静的、认真的思路，其中之一是当他出乎寻常地猛烈抨击前
一时期的“狂信主义”时，这是很有意义的。
说一个人是“狂信主义者”，就是轻蔑地谴责他。
是“狂信主义”引导人们做出离奇古怪的荒唐事，而且用狂妄的主张给自己的行为做出一厢情愿的辩
解，这些主张“既不是基于理性，也不是基于天启，而是从一个发热的或者自命不凡的头脑中幻想出
来的。
”洛克很可能是把他自己的经历看成了从狂信主义时代到理性时代的过渡。
　　　　洛克亲自撰写的谦逊墓志镌刻在墓碑上，他在墓志中劝告他的读者要根据他的著作来判明他
是哪种人。
著作揭明这位哲学家，他的著作最典型的特色毫无疑问是那种有时称为“常识”、实际上却是明智的
精神。
有人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常识哲学”，这样说是很笼统的。
如果这是指他欣然接受他那个时代的惯常意见，那我们就可以说，洛克的哲学之为“常识”是比不上
笛卡尔、康德或布拉德雷的哲学的。
当然，他自己的时代对他发生了影响，他显然不是独具创见的。
但是他的贡献并不是17世纪普通英国人所接受的那—种。
我们最好牢记一件事，这就是即使在斯梯林弗里特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看来，洛克的哲学也是新奇
的、革命的、危险的。
我们今天发现它非常明显，几乎平平常常，那是它对我们的影响所致。
再说，如果常识哲学是接受那些随时随地为普通不思考的人所接受的主张，例如认为物质世界不依靠
认识它的心灵而存在，精神世界是实在的之类，我们还是应当怀疑洛克哲学是不是一种常识哲学。
因为这种不思考的人会同意洛克著作中所提出的全部学说，例如他能同意第一性　质和第二性质的区
别吗?实际上，我们谈到洛克的“常识”时意思很简单，是指他从不允许他的论证把他推向任何极端的
主张。
换言之，我们指的是他的明智、精明，正如百科全书派淡到Lesage Locke [聪明的洛克]时所想的那样。
　　明智是我们在洛克著作中随处可见的一种美德。
例如，他一定很清楚，他对物质实体的看法是最不恰当的，他的许多说法是不可避免地针对某种唯心
主义的。
然而，他从不点出这样一种学说。
假如洛克活到读贝克莱的著作时，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认为贝克莱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却缺乏审慎
。
此外，他同其他哲学家一样，在身心关系和感觉发生问题上感到迷惑。
白色感觉的物理、生理伴随物似乎同白色毫不相干，以至洛克不得不承认，偶因论者的假设并非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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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
然而他并没有接受偶因论。
该理论太轻率地解决一个重大难题，正像唯心主义太轻率地逃避我们对事物的不完全知识所产生的困
难一样。
而在另一些时候，当某个论证向他表明唯物主义观点有某些真理成分时，他也不愿接受唯物主义；还
有，当他看到笛卡尔认为我们可以用广延完全说明物质的那种看法对科学有用时，他记得笛卡尔无视
我们具有固体性(solidity)的经验的事实，于是拒不采纳笛卡尔的那个看法。
审慎的洛克避免了过早的综合；而正是这点，向我们解释了他为什么没有给我们提出一个最终的、封
闭哲学体系。
　　　　第一章　洛克著作的目的和宗旨　　洛克在《理智论》开篇“致读者”中说：“哲学不过是
关于事物的真实知识。
”凡是人真正认知时他所认识的，即整个的知识，他在《理智论》最后一章将知识分为三类：物理
学(physica)或自然哲学；实践学(practica)或道德哲学，以及逻辑学，“符号学”(“doctrine of sign”)。
哲学家的目的是尽可能在这三门科学之上建造一个完善的、适当的体系。
洛克和他的同代人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对哲学家和科学家的区分的。
他对社会和道德问题的研究当然应当是哲学的研究，而他在医学上的工作也应属这种研究。
牛顿、波义耳、锡登汉在他眼中都是哲学家，而且他们应比他自己更该享受这一称号。
　　他自己承认，他的主要著作《理智论》的哲学成分不是太多，它不过是哲学的入门。
它是我们对用来建立哲学构建的工具(即他所谓的“理智”)的考察。
这不过是一部入门著作，这一点须切记在心。
假如有人硬将他在《理智论》中的目的等同于哲学家的目的，洛克是要怪罪的。
他在《理智论》中的目的是要为建筑家准备地基，而不是建造高楼。
“我们这个时代学界的国度是　不乏宗师巨匠的，他们非凡的设计将会给后来人留下永远值得敬仰的
丰碑。
然而，每个人不必希望成为波义耳或锡登汉，而且就在产生像伟大的惠更斯和举世无双的牛顿先生这
类巨人的年代里，还有其他伟人，我们能在清理地基和清除横在知识之路上的某些垃圾中当一名勤杂
工，也就算野心勃勃的了。
”事实表明，《理智论》为它自己的目的提供了某些积极的知识，譬如说在心理学以及逻辑学中的知
识。
但是，提供这些知识不是该书的首要目的。
其首要目的还是准备地基。
某些人因为洛克没有在《理智论》中提出一个最后的体系而责怪他，这无异于责怪勤杂工只清理地基
而不建高楼一样。
他认为，哲学本身不同这种初级的、批判性的工作混为一谈。
　　因而，洛克认为，哲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发现一种系统化的、适当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它的方
法是综合的，而他自己的著作《理智论》的目的则是“清除横在知识道路上的某些垃圾，而且其方法
还是分析的。
它涉及对人的理智的分析，而且形成一种完全的自觉性，这离只论及哲学相去更远，它仅仅是初级的
论述。
他在“致读者”和在《理智论》正文中把他的目的表述得清清楚楚。
首先，知识受到“含混的、无意义的语言形式”的妨害，受到“滥用的而用很少意义甚至无意义的词
语”的妨害，这些词语“给深入研究和高层思辨带来错误。
”从上下文看很清楚，洛克对有一类人早已心中有数，他们总想显示自己的才学，使用一些连他们自
己也不理解的非常蹩脚的术语，这样做与其说在增加知识还不如说在增加混乱和无知。
对这种人洛克是不屑一顾的。
然而很不幸，那些使用含混词语并用一些含混不清的句子表示自己意思的人并不是学究。
洛克认定，最大众化的词和最常用的句子充满了含混不清，这会使我们最容易陷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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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洛克尚未认识到语言问题的分量。
而是在写完《理智论》之后，他又用整整一卷的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尽管第三卷的分析无疑是粗糙
的和肤浅的，但是作者因吸引了人们对他所讨论的问题的注意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而赢得了世人的尊
重。
　　因而，洛克一开始就认识到，含糊、混淆的语言是知识的一个最大障碍，认识到把这一问题指明
于众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认识到，另一障碍是人们受错误方法的束缚。
探索一种获得知识程序的适当方法是17世纪的所有思想家一致强调的重要问题。
也正如笛卡尔所解释的那样，这些思想家相信人拥有认知的能力，但是，他们往往得不到知识，那是
因为他们的认知的方法是错误的。
洛克特别指出，他那个时代有两种错误倾向，它导致人们去采用错误方法。
一种倾向是，相信知识一定源于某些基本原则或“原理”，它们是天赋的，先于一切经验被认识。
我们所获得的真理性知识都是我们从这些原理中推演出来的。
洛克完全否弃了这样的观点。
他既否认有天赋的知识，又否认我们所获得的所有知识是从“原理”演绎真理的结果。
洛克反对他的时代的第二个错误倾向是把三段论看成是获取知识的真正的、惟一的方法。
有的学派盲目固执地把所有判断都还原为三段论，洛克认为这种做法给科学带来很大危害，凭这一点
，他不遗余力地攻击这些人。
人具有认知的能力。
但是洛克认为，这种能力往往是有限的，而且它甚至被这样一些理论家弄得毫无成效，他们坚持说知
识须经常由三段论维系，他们也拒绝承认其他方法的有效性，尽管在这个时代的科学家用非常不同的
方法在推进科学快速发展。
洛克认定，他的任务就是解放理性，指出那些用此种方式来束缚理性的人的愚蠢。
　　但是，洛克认识到还有更高一层知识障碍，要清除它比清除前两种障碍更艰巨，更困难。
人自己的不可遏止的、无止境的好奇心本身就能成为一大障碍。
因为人们想要认识他尚未认识到　的东西，当他受挫而又不得不受挫时，他变得灰心丧气，成了怀疑
主义者，甚至在他曾正确用过并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领域里拒绝使用他们的天赋才能。
“人们将他们的研究超出他们的能力之外，让其思想漫游于他们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立足之地的深层之
中，难怪他们提出问题并一再引起争论，这些问题永远不会有任何清楚的解决，因此，他们只是适当
地继续并增加他们的怀疑并最终将他们禁锢于完全的怀疑主义之中。
”　　为了帮助人类摆脱这种不幸的困境，洛克决心要确定人类知识的限度。
他希望，这个限度一旦确定，人们便不会莽撞地去触及这样一些问题，其本性是他们无法凭自己的智
力加以解决的。
“如果我们能够发现理智可以把它的视野扩展到多远，他获得确然性知识的能力有多远，而且知道在
什么情况下只能判断和猜测，那么我们便能学会满足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获得的　　知识”。
上天赐给人的能力和才智足以使他能过一种有利而有益的生活。
如果他合理地运用他的才智，还会有许多地盘留给他享用。
他能增长关于自然界的知识，加深他对社会的和道德关系的理解，感受到比现在还充实的他同上帝交
流的情趣。
“人能发现的事物足够他们的脑子应付的了，足够他们的双手应接不暇了，他们会感到愉悦和满足，
如果他们不愿冒昧地抱怨他们自己的才干，抛弃上帝赐福，他们会忙个不停，因为他们并不是伟大到
足以把握一切事物”。
因而，洛克在《理智论》中的主要目的严格地讲是实践的、是功利主义的。
他在《理智论》中力图发现人类知识的限度以便更广泛地调整我们的生活和需要，以最佳地适应于上
天赋予我们的才能本性，也不必浪费我们的时间去探求那些永远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事物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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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第三版序　　这一版变动较多。
正文变动甚少，仅有一点必要的小修改，加了一些脚注向读者介绍1955年以后的发展，参考书目开列
到目前为止。
新加的部分主要是几个附录，它们都是1955年第二版之后发表的，但附录一可以在本书1963年以及以
后几次印刷的本子中找到。
附录二系莎绿特，约翰斯顿(Charlotte Johnston)博士所写，旨在弄清《理智论》第一版两个本子的混淆
。
附录三由菲力浦·瓦尔特斯(Philip Walters)博士同我合著，讨论了洛克对于数的看法，在附录四中，我
考察了洛克的理性主义及其界限。
在最后的附录五中，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关于洛克政治哲学的几种最重要的文献作了一些说明。
参考书目也有所增加。
　　感谢我的妻子帮助我准备这个新版，感谢莎绿特·约翰斯顿博士和菲力浦·瓦斯特斯博士的合作
，感谢托马斯博士(D．O．Thomas)对洛克的政治哲学作的许多有成效的讨论，以及伊安·梯卜顿(1an
Tipton)先生关于经验和经验论者的谈话。
这几位都是我在阿伯利斯推士的同事，所以新材料有一部分乃是我们系的产物。
　　我还需感谢《哲学》杂志编辑阿克顿(H．D．Acton)教授，他允许我再度发表我那篇发表在该杂
志1965年7月号上讨论数的文章里的某些段落，并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版权科同意我再度发表1938年我
给《十七世纪研究》文集写的一篇文章的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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