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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休谟认为，建立人性科学的全部材料是在感知中提出炼的。
感知作为意识内容的东西分为两种，即“印象”和“观念”，它们是两类知觉。
印象是指初次呈现于心灵的一切感觉、情感和情绪，具有较多的力量，比较猛烈。
观念是指由记忆和想象对以前印象的再现，即对印象的“摹仿和草拟”，是思考和推理中的印象的模
糊心像。
一切单纯观念都有一个单纯印象与之相应，但复合观念则未必那样，没见过长翅膀的马却可以对它进
行想象。
这是休谟在哲学中建立的“第一条原则”。
　　《人性论》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知识和或然推断的论述》一节。
休谟认为，因果关系是人为的，不具有确实性。
人的因果性观念完全来自感觉经验中对“相似性”例证的观察：我们看到两个类似的现象不断地按先
后顺序重复出现或“恒常会合在一起”，便由这一个推到那一个，把一个称为原因，另一个称为结果
。
这种根据经验而来的推论完全是习惯的结果，而不是理性的结果。
但休谟并不贬低习惯，他指出：“习惯就是人生的伟大导师。
只有这条原则可以使我们的经验有益于我们。
”　　《人性论》发展了贝克莱哲学，它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对康德以后的西方哲学
产生了广泛、深远而又十分复杂的影响，直到今天它的许多方法和结论对于哲学的进步仍旧具有不可
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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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卷 关于知性的论述第一章 关于观念的起源组合、抽象、联系等方面的论述第一节 关于人类观念
的起源一切人类心灵中的知觉都可以被分成明显不同的两种，这两种可称之为印象与观念。
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当心灵受到刺激，并且潜入到我们的思想或意识当中，它们表现的强烈程度与
生动程度都不相同。
进入我们心灵的那些最强最猛的知觉，我们称之为印象；所有第一次出现在灵魂中的我们的全部感觉
、情感以及情绪都包括在印象这个名词之中，观念这个名词，用来表示我们的感觉、情感以及情绪在
思维和推理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微弱的意象；目前的讨论所引起的知觉便是其中一例。
只要去除由视觉和触觉引起的知觉，以及在讨论中可能直接引起的快乐或不快，相信无需费辞就能够
证明这种区别。
每个人都能够立刻察觉感觉和思维之间的差别。
两者的差异程度通常很容易分辨，但在特殊例子中，两者可能十分接近。
例如处于睡眠、发烧、疯狂或者心情异常激动的状态中，我们头脑中的观念就近似于我们的印象；另
外，有时也会有这种情形发生，当我们的印象极其微弱与低沉时，我们就无法把彼此的观念区分开来
。
虽然两者在少数例子中有这样极为相似的情形出现，而就一般情况而言，两者仍然是极为不同，所以
没有人会犹豫不决，不敢将它们列在不同的项目之下，并予以一个特殊名称，用宋区分这种差异。
知觉还有另一种区别，它适用于我们的印象以及观念，这是一种能为我们提供便利的区别，很值得我
们关注。
它就是简单和复合的差异。
所谓简单的知觉，即简单的印象与观念，无法再进行区分或分析。
而复合知觉则刚好与此相反，能够划分成许多部分。
特殊的颜色、味道和香味虽然都是归于这个苹果的性质，但我们仍然很容易识别它们彼此的差异，起
码是能够相互区别的。
通过上面的这些区别，我们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排列成一定的秩序，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加准确研究它们
的性质与关系。
引起我们关注的第一种情况为：我们的印象与观念除了活跃程度与强烈程度不同之外，在其他任何方
面都是非常相似的。
任何一种都是其他一种的反映；因此心灵所有的知觉都是双重的，表现为印象与观念。
我在的房间闭目进行思考时，我所形成的观念就是我已经感觉过的印象的准确表象，不存在在印象中
找不到的观念。
我在检查其他知觉的时候，仍然能发现一样的类似和表象。
观念与印象之间好象永远是相互对应的。
在我看来，这个情况是很突出的，所以当即引起了我的重视。
精确的观念经过比较之后，我发现初次的现象把我迷惑得太远了，所以我必须利用简单知觉和复合知
觉之间的区别来限制"一切观念与印象都是相似的"这个判断。
我注意到，许多复合观念从来没有过与它们相对应的印象，而许多复合印象也不曾精确地复现在我们
的观念之中，我能够想象新耶路撒冷那样一座由黄金铺道、红玉砌墙的城市，即使我从来都没见过这
样的城市。
我到过巴黎，难道我就可以断言，我对那座城市能够形成那样一个观念，让它真正按照合适的比例完
整复现巴黎的全部街道与房屋吗？
于是，我看到了复合印象和观念虽然表面上看来极为类似，但是实际上它们之间互为彼此精确复本的
那个规律并不是普遍的真实存在。
其次，我们前面研究的简单知觉又将是何种情形。
经过我最为精确的考察后，我能断定：前面规则可以没有例外地在这里适用，简单观念都有和它相似
的简单印象，简单印象又都有一个和它相对应的观念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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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暗中形成的那个有关"红"的观念以及在曰光之下刺激我们的眼睛所形成的印象，只是在程度上
有所有差别，而在性质上没有区别。
我们的简单印象与观念同样如此，我们无法——举例来加以证明。
任何人都能够随意检验，让自己从这一点中获得满足。
但是如果有人否认这种普遍存在的相似关系，我也没有别的方法说服他，我能做的也只有让他能举出
没有相应观念的印象，或是没有相应印象的观念。
倘若他没有应对这个挑战，我们就可针对他的沉默与我们的观察来确立我们的结论。
我们因此发现，一切简单的观念和印象都是彼此类似的；复合观念和印象既然是由简单观念与印象形
成的，我们就能够大致断言，这两类知觉是很精确地对应的。
这种不需要进一步考察的关系被我发现以后，我就想更深入地探究观念和印象的其他性质，以用来确
定它们和它们的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印象和观念哪些是因，哪些是果。
这本书的主题就是充分考察这个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们就只限于确定一个概括性的命题，即我们的
一切简单观念在刚出现时都是来自于简单印象，这种简单印象与简单观念是相对应的，并且是简单观
念的精确复现。
在对搜集各类现象以便证明这个命题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以下两种现象；但是每种现象都特别明显，
并且数量很多，没有争论的余地。
首先我是通过一个新的审查，以用来证实我前面所做的结论，即每个简单印象都会伴有一个与之相应
的观念，每个简单观念又会伴有一个与之相应的印象。
从类似知觉之间的这种经常性结合来看，我可以立刻断定，我们相应的印象与观念之间存在一种极大
的联系，并且其中一种的存在相对另一种的存在有着非常大的影响，若干例子之间的那种经常性结合
决非出于偶然，而是清晰地证实了不是印象依赖于观念，便是观念依赖于印象。
要知道它们之间究竟是谁依赖于谁，我就得研究两者初次出现时的顺序，并从恒常的经验中发觉，总
是简单印象先于相应的观念而出现，但从来没有相反的顺序出现。
给一个儿童深红和黄，或者甜味和苦味的观念，我们把这些对象呈现给他，换句话说，就是将这些印
象传递给他；但我不会荒谬地想通过激起这些观念来产生这些印象。
在我们的观念出现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它们相应的印象，当然，我们也不能单凭思维任何一种颜色或
是其他的东西，就知觉那种颜色或感知其他方面的感觉。
另一方面，我们还发现，无论心灵还是身体的印象，都一定有一个和它相似的观念相伴相随，并且观
念和印象只是在强烈和生动程度上有所差异。
类似知觉的恒常结合强有力地证明了其中之一是另一种的缘由，印象所占的优先性也同样得以证明，
我们的印象是我们观念的原因，但我们的观念却不是我们印象的原因。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又研究了另外一个明显让人信服的现象；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产生印象的那
些官能因为事故导致了它们的作用遭受影响，例如，如果一个人生来就是盲人或聋子；那么，他不但
没有了印象，就连相应的观念也消失了，因而两者在心灵中都不会留有丝毫痕迹。
不但在感觉器官完全破坏时存在这种情况，即便是在未曾进行任何活动去产生一个特殊印象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没有尝过菠萝，那么对于菠萝的滋味，我们便无法形成一个准确的观念。
但是，有一个与之相矛盾的现象，它能够证明观念不是绝对不可能先于与它们相对应的印象而出现。
我相信，所有人一定会坚信，经过眼睛进入心中的各种颜色观念，或是经过听觉传入心中的不同声音
的观念，虽然它们是相似的，实则各不相同。
但既然各种颜色处于这种情形，那么同一种颜色的各种深浅程度必然也是同样的情形，也就是说，各
种色调都会产生一个与其他色调不同观念的另一个观念。
如果不承认这点，我们就将色调继续慢慢推移，让一种颜色在不知不觉间推移到离它相距最远的一种
色调；如果你不承认任何中间色调之间各不相同，那么假如你同时又否认两极色调相同，便一定会陷
入谬误。
因此，假设有一个三十年来视觉都很正常，熟悉各种颜色，只是刚巧没有见过一种特殊的蓝色色调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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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将这种颜色的全部色调都在那个人的面前呈现出来，从最深的色调开始，慢慢过渡到最浅的色
调，唯独缺少中间那个特殊的色调；显然，在没有那个色调的地方，他将会看到一片空白，并且能够
察觉到，在那个地方的两个相互邻接的色调要较其他地方的距离大。
那么，那个人是否可以利用他的想象来弥补这个缺陷，并让那个特殊色调的观念在他心中呈现出来，
虽然那种色调从未被他的感官传入他的内心。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能做到这一点。
这可以用来证明简单观念并不总是根据相应的印象得宋的；但这是极为特别和少有的例子，不值得我
们特意去注意研究，也不值得因为它就改变了我们的概括准则。
除此之外，我们不妨就这个题目再做一点补充，对于印象先于观念这个原则，还需再加上一条限制，
即正像我们的观念是印象的意象那样，也能形成次生观念，这在我们目前对于观念所作的推理中可以
看到的"作为原始观念的意象'僦是这样产生的。
但恰当地说，这个限制与其说是另外一个规则的例外，不如说是对规则的说明。
观念可以从新的观念中形成自己的意象；可原则观念既然是假设从印象而来；那么我们的所有简单观
念，直接或间接地由它们相应的印象中而来的这种说法还是正确的。
它是我在人性科学中创立的第一条原则；我们不要因为它显得如此简单就轻视它。
因为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关于印象或观念先后的问题，正如哲学家们争论有没有先天观念，或者我们
的一切观念是不是都是由感觉与反省中获得的那种在各种的名词下激烈争论的问题一样。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为了证实颜色和广袤的观念并非先天的，哲学家们只能够指出这些观念全是靠我
们的感官传递的。
因为要证实欲望及情感这两种观念并非先天而宋，哲学家们也只能说，我们以前就有过这种情绪及经
验。
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论证，就能知道，这些论证只是说明了在观念之前就已经有了另外更加生动的
知觉，观念来源于这些知觉，并被观念复现。
希望经过我如此详细的陈述，能够将这个问题的相关争议全部消除，并使这一原则在我们的推理中发
挥出更大的作用。
第二节 关于题目的划分既然我们的简单印象是出现在与它们相对应的观念出现之前，并且几乎没有例
外，那么推理方法就要求先考察我们的印象，而后再研究我们的观念。
可以将印象分为两种，一种是感觉印象，另一种是反省印象。
首先，第一种是我们未知的原因首先产生在我们心中。
而第二种大部分是从我们的观念而宋，它们发生的次序如下：首先是由某个印象来对感官产生刺激，
让我们感觉各种冷、热，饥、渴，苦、乐。
这样的印象在心中留下一个复本，印象被中止以后，复本继续存在；这个复本被我们称之为观念。
当苦、乐观念再次回复到我们心里时，它便会产生出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的新印象，我们把这些
新印象称为反省印象，因为它们是从反省中得来的。
反省印象又被记忆与想象复现，变成了观念，这些观念也许又能产生其他的印象和观念。
所以，反省印象只是产生在它们相应的观念之前，然而却在感觉印象之后才会出现，且来自感觉印象
。
人类感觉的研究应该是由解剖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负责的事情，并非精神哲学家的事情；所以，现在不
用我们对其加以研究。
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反省印象，即欲望、情绪及情感，它们中大多数既然都是从观念产生的，所以我
们就不得不将最初看似最自然的方法转变过来；为了阐述人类心灵的本性及原则，我们首先对观念做
一番详细的叙述，进而再研究印象。
因为这个理由，我就先由观念开始研究。
第三节 关于记忆观念与想象观念的论述从我们的经验中可知，无论任何印象出现在心中，作为观念的
它又被复现于心中，复现有两种不同的方式：它有时重新出现，但仍保持极大的、它在首次出现时的
活跃程度，介于一个印象和一个观念之间；但有时，它又完全丧失了那种活泼性，全然变成一个观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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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第一种方式来复现我们印象的官能，我们把它称之为记忆，另一种则被称之为想象。
显而易见，初看起来，记忆的观念较想象的观念要生动、强烈得多，并且前一种官能较后一种官能在
描绘它的对象时所使用的色彩要更为鲜明。
当我们回想起过去发生的每件事情时，那些事情的观念就会以一种较为强烈的方式闯入我们内心；而
想象的知觉却是低沉而微弱的，并且很难在心中保持长时间的稳定。
因此，这两种观念之间出现一种显著的差别。
这一点留待以后详加讨论。
还有另外一种同样显著的差别存在于这两种观念中，即无论是记忆的观念还是想象的观念，无论是生
动的观念抑或微弱的观念，若没有相应的印象先行，为它们开辟道路，就不会出现于心中，但想象并
不受原始印象次序以及形式的约束，而对于这一方面，记忆可说是完全受到了制约，任何变化的能力
都没有。
显然，记忆使它的对象保持在出现时的原有形式，在我们回想任何事情时，假如离开了这种形式，那
一定是记忆官能有缺陷或不完备的缘故。
一个历史学家为了叙述方便，或许会颠倒事件叙述的前后顺序；但是如果他注重准确性的话，就会关
注这种被颠倒了的顺序，并且因此将那个后来发生事件的观念置于其应有的位置。
总之，有那多么的普通和常见的现象作为这个原则的依据，我们就无需再做进一步的讨论了。
第二个原则同样也是很明显的，即想象能够自由地改变和移置它的观念。
在诗歌和小说中我们所碰到的荒诞故事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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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是休谟让我从“教条式的噩梦”中觉醒。
——德国哲学家 伊曼努尔·康德在阅渎休谟的《人性论》时，我才感觉到了功利主义的强烈说服力，
仿佛“道德的天平从眼睛落下”。
——英国哲学家 杰里米·边沁休谟的著作中表现出现象学的特色，因为休谟证明了一些感觉是与其他
的感觉有所关联或是互相连结而形成的，这些感觉集合起来便成为一个在心灵以外的世界。
——德国哲学家 埃德蒙德·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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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性论(套装全2册)》发展了贝克莱哲学，它的经验主义、怀疑主义和不可知论，对康德以后的西方
哲学产生了广泛、深远而又十分复杂的影响，直到今天它的许多方法和结论对于哲学的进步仍旧具有
不可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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