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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說明： 
 本課程屬於哲學專題類的課程，其學分可以計入哲學所之畢業學分。戴維森

（Donald Davidson）是二十世紀下半葉重要的美國哲學家，他的哲學在許多領域

（例如語言哲學、心靈哲學、知識論、行動理論等）都有原創性的貢獻。由於他

的哲學觸及的範圍相當廣泛，本課程無法對之作比較全面的探討，我們預計將研

讀以下四類的文獻： 
（一）關於意義與徹底詮釋： 
Truth and Meaning（1967） 
Radical Interpretation（1973） 
Belief and the Basis of Meaning（1974） 
Thought and Talk（1975） 
Reply to Foster（1976） 
（II）關於語言與實在 
On the Very Idea of Conceptual Scheme（1974） 
Reality without Reference（1977） 
Inscrutability of Reference（1979） 
（III）關於知識與客觀性 
Empirical Content（1982） 
A Coherence Theory of Truth and Reality & Afterthoughts（1983 & 1987） 
Epistemology and Truth（1988）         
Epistemology Externalized（1990） 
Meaning, Truth and Evidence（1990） 
Three Varieties of Knowledge（1991） 
The Problem of Objectivity（1995） 
（IV）關於相互主觀性 
Rational Animal（1982） 
The Second Person（1992） 
The Emergence of Thought（1997） 



What Thought Requires（2001） 
 
（二）指定用書： 
上述文獻來自戴維森以下四本論文集： 
D. Davidson, Inquiries of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4. 
D, Davidson, Subjective, Intersubjective, Objective, Clarendon Press, Oxford, 2001. 
D, Davidson, Problems of Rationalit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2004. 
D, Davidson, Truth Language, and History, Clarendon Press, Oxford, 2005. 
 
（三）參考書籍： 
The Philosophy of Donald Davidson, edited by Lewis E. Hahn,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Ernie Lepore and Kirk Ludwig, Donald Davidson: Meaning, Truth, Language, and 
Re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四）教學方式： 
 教學以演講與討論為主，選課的同學必須作一次課堂報告。  
 
（五）教學進度： 

我們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針對戴維森的論文，逐一講授與討論，務求對此

中的義理以及相關的論證有比較精確的掌握。 
 

（六）成績考核： 
 課堂報告 10％  家庭作業（包括翻譯）佔 30％   期末報告一篇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