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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該書是由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書寫，並由國立台灣大

學哲學博士張雅婷翻釋而成。本書含蓋了羅素以及由他所

整理的哲學家們對於各種哲學方面的見解，如「我思，故

我在」、物質的「表象」和「實在」等常見的哲學討論題

材。此外，該書因為哲學的入門書，因此用詞亦不會過於

學術化，適合對哲學有興趣的讀者細細品味。另外，書後

頁附有譯名對照表，若是讀者特定題材上想了解更多，則

能透過原文搜索到更多有關資料。 

 

個人感想: 

未知各位為何要看哲學類的書本呢？相信答案有很



多，而我的答案常人都無法理解，因為我想找尋的，是我

自己的想法。 

 

有時候我常會想現代所認為的「常識」是否就是這世

界真實的運作方式呢？我的想法又是否只是現代觀念強加

於我們的呢？秉持着該想法，我踏進了哲學的圈子，而且

幸運地找到了與我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書本—編寫自羅

素的《哲學問題》。 

 

《哲學問題》這本書所探討的第一個題材「表象與實

在」，便是我好奇的問題，同時也是第一章之首句：世界

上是否有那種沒有任何人有理由去質疑的明確知識呢？」

「怎麼會沒有！」相信大部分人都是這樣想的。以書中提

到的事物為例，人們看到眼前有一張木製的桌子，「棕色

的、光滑的、木製的。」這些不就是明確的嗎？這可不一

定。此種體感想法在哲學界稱之為「感覺與料」，正是用

於稱呼這些感覺直接認識到的事物，同時這些看起來是甚

麼的，亦可以稱為物體的「表象」。而我們也不能肯定這

是正確或是錯誤的觀念，如色盲患者眼中的世界、使用顯



微鏡放大後的桌面、把桌面割開後內裡所使用的材質等可

能性皆會造成對於桌子「感覺與料」的改變。因此便需要

談到物體的「實在」，即是物體的本質。而這個話題便引

伸至接下來幾章理性主義者追求的「實在論」與經驗主義

者追求的「觀念論」。 

 

首次看完此部分時，我便拿起了紙和筆記起了當刻對

於以上兩派主義者的觀點: 我認為理性主義者的主張比較

偏向對外界作出的解釋。引用書中所提及的例子，當有人

向你發出提問: 「如何知道太陽是從東方升起的?」時，單

單使用「經驗」作解釋確實有失說服力。但往內想，其實

經驗主義者的主張反倒比較符合人類潛思識的思考方式。

繼續引用以上例子，遇到該問題時，我們通常會回答:

「這是我們日以繼夜所觀察到的。」這是否算是經驗呢?

可這與科學中的「觀測」不是同樣的行為嗎?會否有可能

經驗就等同於科學證據? 

 

我清楚明白自己的想法或許粗糙，或許無法理解，或

許離經叛道。但這本書所激發我的思考欲就是如此的強



大，讓我不得不即時地把自己的觀點記下。懷着此股激

情，我觀看至下個章節，亦是哲學界最著名的論題之一—

「我思，故我在?」。 

 

「我思，故我在」但我們怎麼能確定我們真的在思考

呢?我知道這是一個很古怪的問題，不過我當下想到的是

是兒時玩的洋娃娃。相信各位小時候玩洋娃娃都會為其加

入一些個性、想法，甚至是劇情。在我們的幻想世界中，

它們也在思考着，被我們操控着思考着。那就產生了一些

恐怖的猜想:在那裏它們也會因自己在思考着而認為自己

是有着自我意識的生物嗎?我們會否跟它們是同等的存在

呢?「我思」，真的「故我在」嗎?我覺得也許一直產生這

些讓人欲罷不能問題，正正就是哲學耐人尋味的點吧! 

 

在我閱讀本書時，各種奇怪又發人深思的問題噴湧而

出，但果然這才是哲學的魅力呀!或許方才我提出的問

題，現今的我無法解決。可是正所謂「思考就是人類的原

動力」，在觀看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相信必定能推動拜讀

《哲學問題》這本書的讀者們! 



 

最後，《哲學問題》並不是一本適合在下午茶時間悠閒

地一邊品嚐着紅茶，一邊享受着古典樂品鑑的書本。反

而，此書許多的學術性知識都需要逐頁地記下筆記，記下

自己的觀點。儘管你的觀點可能會與書本，甚至現代觀念

衝突，但還是請將其記下吧。我認為這才是該書真正的用

處，這才是真正的哲學—接納人類所有觀點，進而將其融

合以試圖逼近世界真相，並且推動人類發展的一門名為

「哲學」的學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