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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莱哲学对话三篇》

内容概要

哲学对话三篇的原书名为Three Dialogues between Hylas and Philonous, in Opposition to Sceptics and
Atheists,1713年5月出版于伦敦新月书店。作者是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乔治贝柏克莱。
在这本书里，柏克莱提出了他主观唯心论的体系。他认为物质不是客观的，物质只是在被人感知的范
围内存在，物质只是人的各种感官所知觉的一些印象的集合体。
柏克莱德观点在马赫主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了柏
克莱及其信徒的观点。现代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哲学家的思想理论和柏克莱都有脉络相承之处。本书是
研究柏克莱和批判唯心主义理论的重要参考材料。
译本1935年在本馆出版，现经译者修订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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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莱哲学对话三篇》

作者简介

柏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年3月12日－1753年1月14日），英国哲学家，另一译名为乔治·贝克莱，
通称为贝克莱主教。英国爱尔兰克罗尼地区的主教。柏克莱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卫·休
谟（David Hume）被认为是英国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的三位代表人物。
柏克莱否认在人类的心灵之外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认为我们的感官认知乃是自天主而来。他同时也
以批评世俗的看法而闻名。他还受到自然神论和宗教神学的影响，他提出了“他能确知的，只有经过
感知和头脑所创造的观念”、“不能说实际上存在着，独立于人的头脑之外的事物或实体”。
柏克莱的主要著作是《人类知识原理》（1710年），此外还有另一著作 《视觉新论》（1709年）。
美国加州的柏克莱市是以乔治·贝克莱而命名的。而世界世界著名的学府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也就是
柏克莱加州大学)之所以要取名柏克莱，为的就是要纪念他在哲学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耶鲁大学也有一
个本科寄宿学院是以他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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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克莱哲学对话三篇》

精彩短评

1、有光芒
2、第一篇末：观念只能与观念相似112喷泉之喻：一升一降都是按照同一引力法则的。同样，同一条
原理，起初虽然好像流入怀疑主义，但是在追踪到某种程度以后，便又使人返到常识上去了。
3、怀疑论的经典著作，与康德哲学对照更有启发。但其哲学出发点似乎有点玩语义花样的诡辩
4、真的挺幽默的~无可辩驳，结论却极度反直觉...怎么说呢，算是哲学史怪咖一枚吧
5、概Berkeley之精髓
6、毛姆甚是推崇
7、康德的物自体躺枪。。。
8、（曾经是）贝克莱脑残粉#纪念我无处安放的中二病岁月——一个中二癌说
9、这本书书名真的就应该叫，“Philonous你怎么看？”
我可以说贝克莱的所有论证是我读过的最无厘头的哲学论证么...master argument各种无厘头啊 强烈推
荐给一直觉得哲学枯燥无聊的盆友们，看完master argument包你们爱上哲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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