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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

内容概要

导言
第一章 知识论底出发方式
第二章 本书出发方式底理由
第三章 所有或知识底材料
第四章 收容与应付底工具
第五章 认识
第六章 思想
第七章 摹状与规律
第八章 接受总则
第九章 自然
第十章 时空
第十一章 性质、关系、东西、事体、变、动
第十二章 因果
第十三章 度量
第十四章 事实
第十五章 语言
第十六章 命题、证实和证明
第十七章 真假
导言
I．知识论是甚么
A．知识论底对象
B．知识底可能向题
C．知识底限制问题
Ⅱ．知识论与别的学问底分别
A．各种不同的学问
B．知识论与记载学底分别
c．知识论与科学底分别
D．知识论与心理学
Ⅲ．本书所要陈述的知识论
A．态度上的种种
第一章 知识论底出发方式
I．从甚么地方论起
A．材料问题
B．能
C．所
D．内容的所
Ⅱ．直接或间接地由官觉出发
A．直接间接问题
B．所谓觉底问题
C．暂从不同的觉说起
D．在不同的觉中去找官觉
Ⅲ．从甚么原则出发
A．思想上的攻守问题
B．无可怀疑原则底弓I用
C．以前类似的出发方式
D．现代类似的出发方式
IV．此出发方式缺点之一，不能得非唯主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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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

A．唯主学说底共同
B．唯主学说底真假
C．唯主与非唯主的共同底分别
D．何以要非唯主的共同呢?
V．此出发方式缺点之二，对外物底看法
A．所谓外物
B．对于外物之有的安排
C．推论底困难
D．建立外物底困难
第二章 本书出发方式底理由
I．对上章出发方式底批评
A．接受命题底态度
B．无可怀疑
C．无可怀疑原则与自我中心观
D．人类中心观和自我中心观底不妥处
II．知识论者底要求
A．理解底要求
B.所要理解的对象
C．知者与被知底实在感
D．实在感不能抹杀
Ⅲ．被知的底实在感底分析及满足贮感底理论上的条件
A．被知的底独立存在感
B．性质底独立感
C．被知中的彼此备有其自身的绵延的同一性
D．理论底真正感底分析
Ⅳ．本书底出发方式
A．有效原则
B．实在主义
C．如何的命题有效
D．本书底出发方式
第三章 所与或知识底材料
I．正觉底分析
A．正觉底定义
B．正常的官能者
C．客观底呈现
D．正觉关系
E．青定正觉之有
Ⅱ．客观底解释
A．本观或自观
B．无对或绝对中的本来
C．有对或相对的本来
D．客观的呈现底说法
Ⅲ．内在外在关系(关系总论在后)
A．内在关系论
B．全体与部分
C．关系与性质
D．改变关系底推论
E．官能种与外物类二者底内在关联
F．官能者与外物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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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外物
Ⅳ．官觉
A.所谓官觉
B．官觉关系
C．官觉呈现
V．校对
A．校对底宗旨
B．能随时校对的官能活动
C．不能随时校对的官能活动
D．知识底基本材料是所与
第四章 收容与应付底工具
I．所与底收容或应付
A．收容与应付
B．收容与应付底趋势与工具
II．习惯
A．所谓习惯
B．习惯不限于官觉者也不限于官觉
C．．习惯与官觉
D．官觉中的习惯
Ⅲ．记忆
A．记忆是否习惯底继续
B．记忆底成分(以最后一例的记忆为主体)
C．记忆与收容所与
D．记忆与其它的趋势
Ⅳ想象
A．想象底成分
B．想象底用处
C．想象与官觉
V．意志与注意
A．所谓意志
B．谓注意
C．意志底影响
D．意志与官觉
Ⅵ．相信与归纳
A．所谓相信
B．相信底普有
C．避害反应
Ⅶ．语言
A．所谓语言
B．语言底交通性
C．语言与所与
D．社会的收容与应付工具
ⅥⅡ．抽象
A．所谓抽象的
B．所谓抽象
C．抽象的底用处
D.抽象底重要
第五章 认识
I．官能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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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官能底特点
B．认识
C．认识中的经验成分
D．工具底引用
Ⅱ．所与底分别
A．现实底分别
B．官觉者底区别
C．所与底分别
D．所得与愿与底
Ⅲ．关系
A．何以提到关系
B．所谓关系
C．所与中的关系
D．关系底重要
Ⅳ．性质
A．何以提出性质
B．所谓性质
C．所与中的性质
D．关系与性质
V．个体底绵延
A．所谓个体
B．性质底相似
C关系底一致
D．推论问题
Ⅵ．官觉与认识底社会性
A．所谓社会性
B．趋势中的社会性
C．官觉与认识对象底社会性
D．官觉与认识底社会性和知识底客观性
第六章 思想
I．心
A．心字底各种用法
B．在哲学上的心
C．思想之官的心
D．心与思想
Ⅱ．思想
A．思想能力底活动
B．思与想一
D．思想动静底混合
A．想象中的关系与想象底时间关系
B．想象与记忆底分别及想象底原料
C．想象底内容
D．想象底对象
Ⅳ．思想底相联
A．所谓思想底相联
B．联想联思底原则
C．联想联思底符号化
D．联想或联思力
E．联想联思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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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思
A．思议历程底关系与意念底关联
B．思议底原料
C．思议底内容
D．思议底对象
Ⅵ．思议底结构
A．意念与概念
B．意念底意义
C．意念底图案与历程中的内容
D．概念底结构
第七章 摹状与规律
I．摹状成分
A．意念底摹状与规律
B．所谓摹状
C．抽象的摹状与特殊的形容
D．摹状方式
Ⅱ．规律成分
A．所谓规律
B．规律与时间
C．按受方式底相引用
D．意念无真假
Ⅲ．规律与摹状不能分离
A．先后可题
B．无规律不能摹状
C．无摹状不能规律
D．二者底综合
IV．治变
A．意念底取舍
B．个体底变更
C．意念底取舍不随个毒底变更
D．以不变治变
V．先天先验
A．所谓先天先验
B．无先天的形成经验的接受方式
C．意念底先验性
D．完全变更与先验底意念
Ⅵ．逻辑
A．先天的命题
B．关于逻辑命题底种种
C．逻辑命题中的思想律
D．思议原则
第八章 接受总则
I．休谟底问题与归纳原则．
A．休谟底问题
B．归纳原则
C．者底问题
Ⅱ．归纳原则与秩序
A．归纳原则底解释
B．“A——B”与历史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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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与自然律
D．所谓秩序
Ⅲ．归纳原则与时间
A．归纳原则底分析
B．现在与t
C．前件底内容
D．后件底真假值
Ⅳ．归纳原则底永真
A．归纳原则底真假值
B．“时间打住”这一假设
C．时间不会打住
D．归纳原则为先验原则
V·归纳原则是接受总则
A．接受方式与归纳原则
B．量底增加与质底改进
C．所与底自由或自然
D．化所与为事实
VI．秩序问题
A．休谟问题中的秩序
B．所与底秩序
C．意念底结构与事实底秩序
第九章 自然
I．呈现与本然的现实
A．呈现底观
B．所与底观
C．本然的现实
D．呈现与本然的现实
Ⅱ．本然与自然
A．官觉类底共同世界
B．各官觉类底特别世界
C．各官觉者底特殊世界
D．本然与自然
IV．自然与经验
A．经验
B．所谓自然界在经验中
C．所与能
D．自然与经验
V．自然律
A．自然律”底解释
B．固然的理底性质
C．自然律底发现与科学
D．自然律底支配
VI．自然界底种种
A．自然史
B．自然与归纳
C．种种等等，形形色色，这这那那
第十章时空
I．本然的时空
A．本然底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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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手术论
C．对于手术论底批评
D．个体与非个体的时空
Ⅱ．自然时空底架子与川流或居据
A．自然的时空
B．川流的时间
C．架子的时间
D．居据的空间
E．架子的空间
Ⅲ．关于时间的种种
A．有量与无量
B．时间终始问题
C．时间与分割
D．终始先后与川流及架子
Ⅳ．关于空间的种种
A．与时间同样的问题
B．真空问题
C．侵入问题
D．空间底这与那
V．时空意念
A．时空意念非先天形式
B．时空意念底摹状
C．时空意念底规律
D．川流或居据底度量
E．川流或居据底秩序
补遗
第十一章性质、关系、东西、事体、变、动
I．性质
A．性质底定义
B．性质与呈现
C．性质底分类
D．个体底性质
Ⅱ．关系
A．关系底定义
B．关系与呈现
C．关系底分析
D．冲突问题
E．关系底分类
Ⅲ．东西
A．底定义
B．东西与所与底分割
C．东西底分析
Ⅳ．事体
A．事体底定义
B．事体与所与
C．事体底分析
V．变
A．变底定义
B．变不可能底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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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变与呈现
Ⅵ．动
A．动底定义
B．动底可能问题
C．动与所与
Ⅶ．本章所论的接受方式
A．静的安排
B．动的安排
C．章后语
第十二章 因果
I．区别几旬关于因果的话
A．因必有果果必有因
B．一切都各有其因果关系
C．甲因必有乙果
D．特别的因果关联
Ⅱ．因果的居间问题及空间问题
A．无间说
B．有间说
C．空间问题
Ⅲ．因果间底时间问题
A．因果底先后
B．因果不能同时说
C．果可以先于因说
D．先后底不同的意义
E．因先果后说
Ⅳ．因果底背景问题
A．问题所在
B因果关系底可靠性与用处
C．背景不是整个的世界
D．所谓同样的背景
V．因果间底必然问题
A．问题所在
B．因果底现实与它靠得住与否底问题
C．必然与固然
D．背景与因果底靠得住
E．特殊的现实底或然
第十三章 度量
I．度量问题
A．何以论度量
B．度量所牵扯的
C．单位与标准单位
D．运用单位的方法
Ⅱ．时空底度量
A．时底度量
B．空间底度量
C．其它的度量
Ⅲ．质量问题
A．质与量
B．以度量形容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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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结果或影响
D．无所谓化质为量
Ⅳ．度量底精确向题
A．度量底中立与客观
B．度量底准确
C．武断成分
D．度量不武断
V．约俗学说底理论
A．问题
B．这问题与手术论
C．度量底根据
D．不同的度量制度
E．度量成一系统
第十四章事实
I．自然与事实
A．自然底类型性
B．自然与时空
C．事实与自然的时空
D．事实与判断
Ⅱ．事实与东西和事体
A．事实与东西
B．事实与事体
Ⅲ．事实与普遍
A．问题之所以发生
B．普遍的命题之所表示
C．普遍命题之所肯定
D．没有普遍的事实
Ⅳ．事实与正负
A．真的正负命题之所表示或肯定
B．真的负的普遍命题
C．负的特殊的命题
D．没有负事实
V．事实与将来
A．关千未来底种种
B．以某特殊的现在为根据底将来
C．将来的自然项目
D．没有将来的事实
Ⅵ．事实与知识
A．事实与经验
B．无不知道的事实，从知识类说
C．有不知道的事实，从一类中任何一知识者说
VII．事实与理论
A．事实与意念图案
B．理论与发现事实
C．事实有秩序
D．事实底硬性
第十五章 语言
I．字
A．官觉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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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样型和凭借底分别
C．样型与意义
D．字与共相
Ⅱ．字底蕴藏
A．字底蕴藏
B．情感上的寄托(甲)
C．情感上的寄托(乙)
D．情感上的寄托(丙)
Ⅲ．语言文字文法
A．字底配合法
B．文法
C．句子
D．表示命题的句子
IV．翻译
A．情感上的寄托与意念上的意义
B．翻译
C．翻译与意义及情感
D．文学哲学上的翻译
V．思想与语言
A．独立与否底问题
B．想像与语言文字
C．思议与语言文字
D-命题与语言文字
第十六章 命题、证实和证明
I．导言
A．定义与主词
B．特殊的命题
C．有时代或地域底限制的普遍命题
D．普遍命题
E．命题显现与命题
Ⅱ．事实语言命题
A．语言与命题
B．命题与事实
C．命题与事实底关系
D．事实语言命题底三角关系
E．命题独立于任何官觉类底任何知识者
Ⅲ．命题与判断
A．判断不是命题
B．判断底分析
C．命题底断定
D．判断底对错
Ⅳ．命题底证实
A．判断底对象
B．特殊命题底证实
C．表示历史的特殊命题底证实
D．限于时地的普及命题底证实
E．普遍命题底证实
V．命题底证明
A．概念底图案或理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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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证明底分析，普遍命题底证明
C．证明底分析，特殊命题底证明
D．证明底所得
第十七章真假
I．不同的真假说
A．融洽说
B．有效说
C．一致说
D．符合说
Ⅱ．真假学说所要注意点
A．形上与形下底分别
B．程度问题
C．真假不相对于特殊的时地
D．真假不相对于知识类
III．符合是真假底定义
A．真假说仍不能离开符合
B．照像式的符合
C．符合说所牵扯的鸿沟
D．符合底说法
IV．符合底标准
A．融洽
B．有效
C．一致
V．符合感底时空性和超时空化性
A．对错真假与时间
B．标准底时间性
C．标准底超时空化
Ⅵ．知识底进步和真理底完成
A．知识底进步
B．各方面的意念图案
C．意念图案底推翻，修改，凝固化与形成
D．知识与真理

Page 12



《知识论》

精彩短评

1、在这之前有读过黑格尔的逻辑学，不过之于金先生，我还是更喜爱冯先生的书。金先生的书，学
问做的好，但读起来稍稍分心，就要重头来过，逻辑中的事属于上帝。而逻辑属于吾心。
2、中国人最系统的知识论著作。
3、语言太晦涩了。还没看完
4、也很喜歡，我還是喜歡老體版本
5、干 老子真他妈要读疯了 当初怎么会选择他！！！怪不得林徽因不喜欢你！！！
6、你以为你有知识吗？读了这本书再说。
7、这本书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8、 那是怎样的西南联大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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