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 97（二）課程大綱 

科    號 HSS 420100 組別  學分 3 人數限制  

科目中文名稱 經驗主義經驗主義經驗主義經驗主義 教室  

科目英文名稱 Empiricism 

任 課 教 師 鄭喜恆 

上 課 時 間 週四 15:20-18:10 

 

一一一一、、、、    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課程說明：：：： 

本課程為大學部課程，主要研讀三位著名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與休謨(David Hume, 1711-1776)在

知識論與形上學方面的主張。當代英美哲學討論的很多哲學議題，可說是從批判這

三位經驗主義哲學家的主張為起點開始進行討論的，也有許多當代哲學家提出創新

的角度來詮釋與辯護他們的哲學主張。在課程當中，會從當代哲學的角度來評價他

們所提出的主張與論證。 

    討論的主題包括有洛克的經驗主義與關於知識的主張、洛克的「實體」(substance)

觀、洛克與休謨論「人格同一」(personal identity)問題、洛克關於語言之意義的理

論、巴克萊的觀念論(idealism)、以及休謨論因果與歸納法的有效性。 

    這段哲學史的有趣之處在於︰從洛克所接受的「人類對於外在世界的知識的源

頭是感官經驗」這樣一個看來相當合理的經驗主義主張出發，竟然在日後發展出許

多令人感到無法接受的結果。巴克萊接受洛克的經驗主義，但是論證說我們沒有理

由相信「物質實體存在」，進而提出他的觀念論(idealism)立場︰「只有能思想的心

靈、以及它們所感知的對象是存在的」。而休謨則發展了洛克的經驗主義，但是挑

戰歸納法的有效性，得到的結果是︰即使我們在過去一段長時期觀察到太陽從東邊

升起來，我們仍然沒有足夠好的理由相信「太陽明天會從東方昇起來」（這被稱為

休謨的歸納法問題(the problem of induction)）；他並且發展了自然主義(naturalism)來

解釋為何我們在沒有好的理由的情況下會傾向於相信「太陽明天會從東方昇起

來」。在追蹤到底是在哪些推論環節上出了差錯、或是做了哪些不適當的預設、以

致於推導出令人感到無法接受的結果時，實可感受到如同閱讀偵探小說般的樂趣。 

二二二二、、、、    指定用書指定用書指定用書指定用書：：：： 

Berkeley and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Robert J. Fogelin, Routledge, 2001. 

Hume on Knowledge, Harold W. Noonan, Routledge, 1999. 

Locke, E. J. Lowe, Routledge, 2005. 

三三三三、、、、    參考書籍參考書籍參考書籍參考書籍：：：： 



The Empiricists: Locke: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Berkeley: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 3 Dialogues; Hume: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 edited by Richard Taylor, 1989. 

四四四四、、、、    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教學方式：：：： 

按照指定用書之章節順序、並且根據教學進度來教授課程內容，鼓勵課堂發問與討

論。家庭作業的內容主要是哲學原典段落之翻譯、重建與評價原典段落中之論證、

以及嘗試詮釋不易解讀之原典段落；並希望修課同學能從家庭作業中選擇研究主

題，進一步發展為一篇期末論文。 

五五五五、、、、    教學進度教學進度教學進度教學進度：：：： 

2/26-3/5 洛克論知識；洛克的經驗主義 (Locke, Chapter 2: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3/12-3/19 洛克論實體(substance)與本質；洛克論「人格同一」(personal identity)問題 

(Locke, Chapter 3: Substance and Identity) 

3/26 洛克論語言意義 (Locke, Chapter 4: Language and Meaning) 

(4/2  假日) 

4/9-4/16 介紹巴克萊的觀念論(idealism)立場 (Berkeley and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Chapters 2-5) 

4/23-4/30 檢視巴克萊對反對意見的回應 (Berkeley and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Chapters 6-7) 

5/7 巴克萊論其觀念論立場的優點 (Berkeley and the Principles of Human Knowledge, 

Chapters 8-10) 

5/14 介紹休謨的經驗主義 (Hume on Knowledge, Chapter 2: Hume’s theory of the mind) 

5/21 休謨論因果與歸納法(1) (Hume on Knowledge, Chapter 3: Causation, induction and 

necessary connection) 

(5/28  假日) 

6/4 休謨論因果與歸納法(2) (Hume on Knowledge, Chapter 3) 

6/11 休謨論人相信外在事物存在之原因(Hume on Knowledge, Chapter 4: The external 

world) 

6/18 休謨論「人格同一」問題(Hume on Knowledge, Chapter 5: The self and personal identity) 

六六六六、、、、    成績考核成績考核成績考核成績考核：：：： 

十二次家庭作業(最後選成績較高的十次來計分)(40%)、期末論文(30%)、期末考試

(從事先公佈的題庫當中出題)(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