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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论》

内容概要

金岳霖是中国哲学知识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知识论》围绕“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这一主旨，
自觉地将逻辑分析方法严格而系统地运用于哲学研究，特别注重思想的清晰性和论证性，系统地论述
了知识的来源、知识的形成以及知识的可靠性、衡量真假的标准等问题。弥补了中国知识论不发达的
缺陷，改变了中国传统哲学文本的写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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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年毕业，官
费留学美国，先后在宾夕法尼业大学、哥伦比难大学学习，1920年获哥伦比皿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创办哲学系，任
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1946年回北平，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6年起，历任中国科
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哲学所（后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逻
辑学会会长等职。 金岳霖教授长期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学术造诣很深，是最早把西方现代
逻辑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他把谣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
系，培养了许多逻辑学和哲学学者。著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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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知识论不教人以求知底方法，也不训练学它的人如何去求知；它也许和别的学问一样，有它底特别的
技艺，得到此技艺的人也许有一种特别的技能；但是，除在这学问范围之内有所发现外，研究它的人
没有别的创作，更不至于有任何实行问题。3.以真为目标的学问。有些学问是以真为目标的。这里是
说以真为目标。研究这些学问的人，也许要利用“通”作为他们底工具，可是，虽然如此，而通仍不
是这类学问底目标。哲学以通为目标，虽有时利用真以为工具，而真仍不是哲学底目标，这在研究历
程中是常常碰见的现象。在哲学，假如有两学说都可通，其中之一已经证明其为真，我们取其真者，
这就是以真为选择底工具。在科学，假如有两学说都可以解释某现象，其中之一与别的原则定理等相
通，我们取其通者，这就是以通为选择底工具。无论所用底工具为如何，只要目标是真，学问就属于
这一类。这一类的学问可以分为两大种。一种所求的是普遍的真，一种所求的是特殊的真，前者我们
称为科学，后者我们称为记载学。大多数的学问似乎属于这一类。以下两段讨论知识论与记载学及与
科学底分别。B.知识论与记载学底分别1.记载学以已往的事实为对象。历史两字很麻烦。有时指事实
上的历史，有时指写出来的历史。有时上下文可以把这名词表示清楚，有时混乱起来。本条所谓历史
是前一用法的历史。记载学所研究底对象是这一用法的历史，这就是说它底对象是已往的事实。记载
学也有史，研究记载学底史的人以记载学为对象，果然如此，是对象的记载学也是已往的事实。记载
学底目标是特殊的真，它底对象是已往的事实，它底工具或材料大致说来约有以下四项：（一）古物
，（二）记载，（三）其他学问底利用，（四）理论。前二者为材料，后二者为工具。记载学底内容
照映它底对象，照映愈切，接近目标底程度也愈高。照此说法，记载学底目标为特殊的真。这里所谓
特殊是相对于普遍而言。特殊与普遍底意义及其分别以后会提出讨论。现在只表示一时代一地域底普
通情形不是本书所谓普遍的。前清有一普通情形，男子有发辫；春秋时候也许有一普通情形，男子穿
裙子；欧美现在有一普通情形，男子打领带；这些都不是本书所谓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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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论》：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其所以如此，因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
识都统一于一个哲学家之身；知识和德性在他身上统一而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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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是为作者的毅力而打动 决定买的 支持一下
2、慢慢阅读，有点感觉了，不像上半年的感觉那么生疏，，，
3、很厚，慢慢读了~
4、東西還沒有收到。最近開始閱讀金先生的大著，相信會不錯
5、金岳霖不愧是近现代中国哲学的泰斗，思想见解很独到。
6、很厚实的一本书，是老师推荐的，非常有用
7、金岳霖三书，值得看看
8、很好。非常适合老法师看，我买来给老法师的。
9、金岳霖
10、因为林徽因，关注了他，关注了这本书。还没看，相信会有很大收获。
11、一本很后的书，一本真正的好书！
12、用知识论的论点来诠释数学命题的论据！非常棒的一本书！
13、金先生的书三本全买了，还不骨来得及看，但从论道来看，我的水平还不足以去窥视金先生的殿
堂。
14、知识就是力量，老师推荐的自己也想了解一下知识论到底是什么书很厚，感觉很好！！
15、金岳霖的代表作
16、纯粹的哲学书，非常难懂
17、金岳霖先生的书，很深奥
18、好书啊，提升自己的修养，必备的额
19、好厚一本书，我是冲着老金买的，虽然初中生看有些迷茫，但是值得收藏
20、学术的巅峰！！！
21、金大师力作，值得读啊！
22、这知识底论还真是艰涩啊！我看不完了，金大师，逐林而居好难啊
23、很不错的一本书，正在读它。喜欢
24、这本书是思想的磨刀石。。
不断地看，不断地理解，思维便会变得非常严密而犀利。
我导师给我上第一节课时就推荐的书。
25、Not easy to understand. Need patience to read it.
26、我是从个人收获的角度评价的。
27、诚然，《知识论》连篇累牍的讨论，所展示的无非是处于某种严格秩序中的常识而已。但是，这
恰好构成了一种值得向往的讨论问题的方式：严谨细微、环环相扣，从那些得到清晰界说的初始概念
出发一步一步深入与扩充问题，并在那些尚且给不出确定答案的地方坦陈自己的无能为力。但是，就
内容而言，知识论是否能够自成一体，并作为哲学中的一个部类求“通”即可，在我看来，这个说法
似乎并不成立。《知识论》本身已经是哲学、逻辑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以及专门史的某种杂
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经验科学中的内容“复制”到哲学内部，将之先验化为某种确定的认知图式
。毋宁说，任何一种知识论架构都是在尝试性地给出某种算法，来解释我们赖以生存的信息是如何生
成与获取的，但是这也只是多种算法中的一种，可能正如作者自己所言，知识仍有进步，算法亦然。
28、崩盘,太多了，晦涩,读不懂。放弃
29、还没有读，赚个积分！
30、书不错，很厚但不重，怎么买完后居然涨价了，难道是版本换了？
31、不错，我喜欢。适合大多数人阅读。
32、如果是旧书就请不要当新书卖了，影响当当的形象。
急着看，书就收下了，请注意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谢谢。
33、物流速度很慢。等了4.5天才到货。
34、作为中国现代逻辑第一人，我实在觉得这本书很多地方在需要详细论证的部分写上了这里我不准
备多加论证，但对于逝者已经不能再举手提问了
35、当当买书方便，书店打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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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为了积分而做的评价，不说也罢！
37、书总是值五星，用的轻型纸，拿着没份量，似欠金先生，比较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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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开头就有“不习哲学底青年，为满足他们求知欲起见，也许要看这本书，盼望得些实际上增加知
识底方法;果然如此，他们一定大失所望。”一句话，“无用之用”的气概就出来了。比较难的，纠正
旧定义上要花点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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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知识论》的笔记-第595页

        “译味也许要重行创作。译意也许要艺术，译味则非有艺术不行。译意只要求达求信。⋯⋯译味
则不同。译味也许要重行创作。就一方面说，译味当然仍是译，也有达也有信的问题，可是，所欲达
的和所求信的，不但是意义而且是意味。能够意与味二者兼得固然很好，有时二者不能兼得。在此情
形之下，有时也许只好取味而舍意。从另一方面说，译味不只是翻译而已，因为要在味方面求达求信
起见，译者也许要重行创作。所谓重行创作是就原来的意味，不拘于原来的表示方式，而创作新的表
示方式。”

596：“有时意味不能兼顾。⋯⋯显而易见有些地方以译意为宜，有些又以译味为宜。诗歌也许要重味
，普通所谓科学大都是要重意。重味则取味，重意则取意。”

2、《知识论》的笔记-第14页

        导言
I．知识论是甚么
对象是理，普遍的真也是其对象，目标是通。
A．知识论底对象
普遍的，理；特殊的，事实；无论达或不达。
普遍的，达，明理；特殊的，达，知事。
达是对象，不达，仍是对象；但未达，不是内容，达而有所得，所得是内容。
区分对象与内容，知识的对象就是知识的理。
B．知识底可能问题
本书不讨论，先于知识论的玄学或元学问题。
知识的可能，有答案，那么得出答案的材料与工具，在知识论范围之内还是之外？本书不讨论。
C．知识底限制问题
官觉或官能只能达日常生活这不大不小的世界。这是从知识立场说官觉或官能有限制，在官觉的立场
上，我们无法说官觉有限制。
Ⅱ．知识论与别的学问底分别
A．各种不同的学问
哲学以通为目标。虽有时以真为工具，而真仍不是哲学的目标。
科学，求普遍的真；记载学，求特殊的真。（天下乌鸦一般黑，北海道发现一只灰乌鸦）
B．知识论与记载学底分别
历史两字很麻烦，有时指事实上的历史，有时指写出来的历史。
记载学的内容照映它的对象，照映愈切，接近目标的程度也愈高。
科学有史，而科学史不是科学，是记载学的对象。法制史呢？
C．知识论与科学底分别
科学这个词也很麻烦。
科学方法的特别点是试验与观察。（试验，观察，理论，理论是任何学问的共同工具）
天文学如果没有物理学的帮助，其对象就只能观察不能试验。
普通的社会学科的对象差不多都是无法引用试验的。
（关于假设）任何学科都在无形之中至少承认有一摆在那里的知识论，即假设一所谓真，根本不去讨
论它，但知识论不假设任何一知识论，不假设一所谓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
生一，一是太极；一生二，二是阴阳；二生三，三是阴阳配合；三生万物，万物是万事万物。）
以知识的理为对象，即以真假的理为对象。真之所以为真。而物理学的对象是物理，所要得的结果是
物理方面的真，不是真之所以为真。就这点说，知识论的目标是通而非真也可以明白表示。
结果是真之所以为真，是结果所以不是它本身的标准，它本身不能有别的标准。但是，假设真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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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知识论所供给的，那么一定是乙知识论所供给的，如此，则甲承认乙而否认自己，这当然不行。所
以，甲知识论能否成立的真假标准一个是甲知识论本身所供给的。如果不把标准视为真假标准，而把
它视为一知识论本身各部分是否一致的标准，那么，一知识论能否成立就看它是否一致。也就是说，
它的目标不是真而是通。
D．知识论与心理学
两者最容易混淆。货真价实的心理学是科学。（试验、观察、理论）
“不同的官觉者的官能是否显示相同的官觉现象”，这一问题是没有办法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观
察或试验，因为观察与试验都得引用我们的官能作用，而且无论我们相信我们的官能作用的证据与否
，我们在方法中已经假设了原来问题的答案。这样的问题总不是科学问题。科学问题总是能引用科学
方法而得答案的问题。也不是心理学的问题，而是知识论的重要问题之一。
Ⅲ．本书所要陈述的知识论
知识论虽以知识底的理为对象，虽以普遍的真为对象，而它底目标不是真而是通。从对象说，它与科
学一样，从目标说，它与科学不同。（导言，p8）
知识论底目标是通；它不是科学类中的学问，而是哲学类中的学问。（导言，p10）
逻辑学是纯形式的学问。从别的学问之有某种内容说，逻辑学可以说是没有内容的。从别的学问之有
某种内容说，知识论是有内容的。一个人闭门，可以把逻辑学研究得很好，而对于世界上任何方面的
事实的知识却毫无所得。（导言，p13）
理事兼重。以理则验，以验推理。事中有理，理中有事。
学哲学的人似乎习惯于鄙视常识。但如果我们完全抹杀常识，我们不会有出发点。常识确须修改，但
修改常识最初所利用的或最基本的工具仍是常识。（p14）（把熟悉当做必须是常见错误，但熟悉的
本身，是常见的出发点，这本身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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