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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理性與光的理論

A. 神光的理論與反懷疑論。
B. 感官知識的本質與懷疑論。
C. 心靈知識與感官知識的區別。
D. 心靈知識的獲得猶如蒙光所照。
E. 知識的三種層面。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G.心靈知識的潛在與實現。



A. 奧古斯丁的反懷疑論

l 講到奧古斯丁的反懷疑論，尤其是談到了真理，理性與光
的理論，有三個觀點是希望大家能夠先建立起來的。

l 首先，在懷疑論的立場上來講，人獲得知識的可能性是存
在的，只是說人自己本身的能力是沒有辦法到達的；人有
限制。

l 第二，人在面對各式各樣的限制的時候，卻出現一個特別
的案例，就是思想的無限性。



A. 奧古斯丁的反懷疑論

l 比如說我們在思想中有數學的概念，而數學的概念往往與
我們的感官知覺非常不同，尤其是我們能夠達到絕對為真
以及各種形式上的判斷，這些判斷的結果都是證明人的思
想當中包含了數學這個無限能力。

l 第三，在面對有限與無限的部分中，人在聯繫有限性和無
限性之間，需要一個輔助。對一般人而言是宗教的認知，
可是在哲學中，我們把這個因素稱之為「啟蒙」。



真理、理性與光的理論

l 對奧古斯丁而言，真理是在人類理智所能夠到達的範圍之
內，因此他不滿於懷疑論的哲學。

l 他認為，我們不能夠對任何事物都保持著懷疑的態度，或
是對於真實採取玩弄的感覺，這樣做有被於我們之所以為
人的根本原則。



神光理論是反懷疑論

l 奧古斯丁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在思想中，欺騙他自己是存在
的事實。他說：「因為如果你不存在，你就不可能被任何
事物所蒙蔽。」

l 無論在知道或不知道任何事物的情況下，只要他犯了錯誤
的時候，這個人至少可以肯定知道他在思考。

l 他的名言是：「如果我被欺瞞了，那麼我就存在。 (Si 
fallor, sum.)」



神光理論是反懷疑論

l 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奧古斯丁是笛卡兒那句話，
cogito ergo sum 的先導者。

l 即使這兩句話極為相似，他們說這兩句話的目的卻極為不
同。奧古斯丁只是要找一句話來回應懷疑論，而不是像笛
卡兒那般，企圖建立整個世界。

l 這個「絕對不容懷疑的知識」之例，已經足以滿足奧古斯
丁的目的，因為建立一個不容懷疑知識的結構從來不是他
的目的。



對於感官知覺的態度

l 從知識論的角度而言，奧古斯丁對於感官知覺保持「積極
主動」的態度。

l 所謂的「積極主動」的態度與奧古斯丁的神光理論相互呼
應。

l 主要指的是，在「視覺」中，當我們在看到一件事物的時
候，我們的眼睛會發射「光」，照明「看」的事物。



「視覺」

l 一般而言，奧古斯丁認為，眼睛作為一個視覺器官，在觀
看的過程中有所改變（從沒有看到到看到），但這個感覺
本身並非靈魂所主導的視覺，純粹就是身體的反應，沒有
與靈魂有直接的關聯。

l 在視覺中，透過視覺的感知，對於外在事物有所認知。



視覺三段論

l 奧古斯丁提出了他的視覺三段論：身體的視覺；心靈的視
覺，以及智識的視覺。

l 身體的視覺就是感官知覺。

l 心靈視覺就是心智能力，主要的功用是想象力的發揮，無
論是在記憶中，還是在想象中。

l 智識視覺是對於普遍事物的思想能力，其目標是針對對象
的結構以及真理。



論證與比擬

l 奧古斯丁認為，在看見一件事物的時候，我們立即在感覺
中形成了一個印象，但我們在感覺中，卻無法區分這件事
物在感覺中所形成的，是內容的直接形式，或是印象的形
式。

l 奧古斯丁只是以論證與比擬的方式，說出我們在感覺中有
印象的記憶。



看見事物「過程」的部分

l 然而奧古斯丁堅持這個印象的形成，屬於看見事物「過程」
的部分，而不是看見事物的直接反映。

l 因為這個視覺理論，所以奧古斯汀非常不同於之前的哲學
家，例如亞里士多德。

l 奧古斯丁認為，當我們看到「德行」與一個「正方形」的
時候，這些是「看到」，並不是抽象的。



「看到一切」

l 奧古斯丁以他的視覺理論，確定他對於知識的認知。
l 他以「光」作為一種隱喻；「光」是既主動又被動的。

l 「光」的照耀，讓我們以視覺看到能夠看到的一切。

l 我們在「看」時，身體、心靈與智識都會散發出「光」，
讓我們「看」。



感官知識的本質與懷疑論

l 奧古斯丁嘗試消除立基於「感官知覺不可信賴」之上的懷
疑論，因為他非常了解感官知識所引發的問題，也了解為
什麼感官知識在表面上容易引發懷疑。

l 例如：在船上看浸泡在水中的槳。槳在水中，看起來是彎
曲的。那麼，如果我同意感官知覺所觀察到的內容，我犯
了什麼錯誤嗎？



B. 感官知識的本質與懷疑論

l 對於這個問題，奧古斯丁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這個在水
中的槳看起來是彎曲的，然後我說：「槳看起來是彎的。」

l 那麼，我其實是在敘述事實；如果我說：「這支槳真的是
彎曲的」，那麼我已經超越了感官知識所能證實的部分。



B. 感官知識的本質與懷疑論

l 換言之，所謂的錯誤，發生在我對於感官知覺所做的判斷，
而非發生在感官知覺所能提供的證據。

l 視覺向我展示這支槳在特別的情況下所顯現的狀態，但是
視覺並不會告訴我這個槳本身是什麼。



B. 感官知識的本質與懷疑論

l 因此，視覺不會說謊，是外在事物導致了視覺器官的偏差。
重點在於，肉體的事物不可能對心靈的或是非肉體的事物
發生任何影響。智識倒是可以注意到或是觀察到感官知識
的偏差，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

l 因此，論證的結果有邏輯上的正確與錯誤，但我們不能說
感官知覺提供了錯誤的證據；即使我們不能否認，有時候
因為感官知覺的緣故，心靈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不可能不真

l 能夠「看到」的人，尤其是在科學知識中，他會立即把所
看到的事物視之為真，而且是絕對的真實，不可能不真，
如同不可能有其他的光線照耀一般。

l 這個理論當然非常類似於柏拉圖所談的理型，但究竟這個
「照耀的隱喻」是什麼，卻不是那麼的清楚。



「直接理解」

l 例如說，不是被光所照的，那我們就無從理解科學知識所
代表的意義。 

l 對於奧古斯丁而言，他的理解講的是「直接理解」，意思
是說，沒有各類案例的展示可以呈現本質。

l 如果想要理解任何事物的本質，我們必須從「內在的理解」
去了解一件事物的本質。



本質的掌握

l 只有這樣 我們才能夠清晰以及明確地了解這件事物的本質。
l 他因此認為，對於本質的掌握，是不能用外在的教學，學
習或是發問，最多一個教師能夠做的。

l 而是像耶穌一樣，在我們的心中，告訴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真理，因為耶穌就是智慧的化身；在我們內心中的指引。



內在的智識

l 如同柏拉圖，奧古斯丁認為，智識的實在，包含先驗的真
理，都不能夠在感官知覺中學習或者是確認。

l 但是奧古斯丁不同於柏拉圖，他認為沒有靈魂可以感覺真
理，只有感覺的認知，沒有先於出生的靈魂智識，卻相信
有內在的智識。



C. 心靈知識與感官知識的區別

l 就像他之前的柏拉圖一般，奧古斯丁將注意力集中在數學
與邏輯的命題之上，而且他認為這些命題導致了不容懷疑
的真理，也就是他那種用來反對「懷疑論拒絕『不容懷疑
之知識』」的真理。

l 這些命題擁有普遍性、必然性以及不變性，而這些特性剛
好是知覺經驗無法提供保證的內容。



C. 心靈知識與感官知識的區別
l 譬如說，8+2=10 的數學命題永遠為真，而且必須為真。
l 如果它有可能為假，它就不會是真實的；

l 它也不會是有時真有時假，這種命題超越了心靈，它的真
實是確定的。

l 這種命題也是普遍的真。



C. 心靈知識與感官知識的區別

l 感官知覺可以因人而異，數學命題的真實卻不會受到個人
因素的影響，而且這種真實也完全獨立於居住在世界不同
角落的人們。

l 對於奧古斯丁而言，這種不變性、普遍性以及必然性也可
以應用在美學的價值上，而且也可以用來凸顯智慧的領域。



C. 心靈知識與感官知識的區別

l 如同柏拉圖，奧古斯丁認為這個理智世界的內容是經由心
靈並獨立在感官經驗之外所獲得的。

l 真理是由另一種經驗所推理出來，以更清楚與更確定的方
式來獲得這種內容的經驗。



D. 心靈知識的獲得猶如蒙光所照
l 這種經驗稱或可稱為理智的視線 (sight)。
l 奧古斯丁以它與視覺之間的相似性來形容它。他說：「理
解之於心靈而言，就像視覺之於感官。」

l 理性就是心靈的視線，透過其來掌握真實並不需要身體的
干預。

l 知道就是去看、去思考本質的真實或形式。



D. 心靈知識的獲得猶如蒙光所照

l 問題是，會出錯的心靈要如何掌握不會出錯的真理呢？奧
古斯丁認為，人的心靈就是發生不變真理的場所。

l 柏拉圖為了要能夠解釋這個知識的可能性，採用了追憶
(reminiscence) 理論；根據這個理論，這種知識形成心靈的
部分，也就是那個從不變真理所得到的前世所能夠得到的
靈魂知識，所以心靈能夠回憶起在前世中所看到的事物 (這
令人想起〈麥農篇〉奴隸小孩做數學題目的故事)。



D. 心靈知識的獲得猶如蒙光所照

l 我們一定要注意，奧古斯丁討論到光的理論的時候，並不
是在討論一種神秘的啟蒙，或是能夠直接讓我們看到上帝
的那種神光。

l 畢竟，人並不需要相信上帝才能夠清楚看到數學命題的真
理，也不需要是個道德上的好人，才能清楚看到。

l 神聖的心靈對於做出正確的判斷而言，也不是必要的，因
為不信仰上帝的人照樣可以做出正確的判斷。



D. 心靈知識的獲得猶如蒙光所照

l 奧古斯丁為了要釐清他的理論，打了個比方，也就是以太
陽的光來做說明。

l 我們需要有太陽光才能夠看到物體。這麼說的同時，我們
也注意到，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直接看到照亮事物的光，
或者可以直視太陽。

l 正如同太陽光可以照亮事物一般，「光」讓心靈看見永恆
真理的不變性與必然性。



D. 心靈知識的獲得猶如蒙光所照

l 即使如此，在這整個心靈運作的過程中，我們並沒有真正
看到任何神聖的行動，我們只是說，這一些永恆的理念在
心靈中，創造出一種規律的行為，使得我們能夠依照永恆
不變的規則做判斷。

l 即使我們並沒有真正看到這些永恆的理念本身究竟是什麼。



E. 知識的三種層面

l 我們可以以如下三個因素，做為這個神光理論顯現真理的
進一步說明：

✱ 首先這個主體是人的理解，第一因素是以人的理解做為
主體。

✱ 然後是對象，對象是知識的以及不變的科學知識，例如：
數字就是奧古斯丁認為最基本的理智知識的代表。

✱ 在科學知識之上的知識對象，是智慧的本身，在智慧當
中我們能夠掌握最高的善。



E. 知識的三種層面

l 在永恆真理中，心靈能夠感知管理我們存在以及我們行為
的模式，無論這個模式是在我們本身還是在外在事物。

l 奧古斯丁經常以形式、理念、理性甚至規則來稱呼這些對
象，有的時候更詳細地稱它們為數字、價值以及義務的判
斷，或是整體地稱它們為「真理」。



E. 知識的三種層面

l 有關神光理論的第三個因素，什麼是神光？這個神光既不
是神祕的也不是超自然的，因為所有人都擁有這個光，每
個人至少都能粗略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l 每一個人擁有的神光並不是都能有意識地賦予個人或是從
個人心靈中加以去除，因為神光的存在是理性分析的結果。

l 人人都有理性。



E. 知識的三種層面

l 從某種角度而言，我們可以稱「光」本身為真理，因為它
展現了所謂實在的知識面向，也能夠讓永恆的真理發光，
在我們的心靈中發亮，成為知識的第一原則，與倫理學以
及美學最根本的價值。

l 「光」是導致真、善、美成為可能的知識條件，但其本身
不是真、善、美。



E. 知識的三種層面

l 在奧古斯丁的觀點中，人類心靈需要神光才能掌握超越心
靈的真理，單憑心靈自己是無法做到的。換而言之，所謂
的神光理論並不是指心靈在日常環境中的運作，而是理解
心靈運作中所必須做的假設。

l 如果不做神光的預設，心靈將無從解釋運作的結果。也就
是說，心靈本身不會產生那些永恆真理的命題中所包含的
不變性、必然性以及永恆性。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奧古斯丁很清楚地指出，心靈中上帝 (「光」) 出現的情形
有不同的階層，並且都經由心靈的參與導致出永恆的真理。

l 這些不同階層的可能性，不但說明了上帝在心靈出現的層
次不同，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一些人，原先並非基督徒，後
來會出現皈依基督教的想法。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因為對於奧古斯丁而言，皈依的意思就是：某一些人在曾
經漠視被光照亮的可能現象，而後轉向迎接這些光。

l 上帝總是在心靈中出現，但是在轉而迎向上帝的光的時候，
心靈以一種附帶的方式迎接上帝存在的地位，而且是在自
由認知的情況下。

l 因此奧古斯丁稱這種心靈的轉向為「回憶上帝」。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這個回憶的概念以及追憶是與神光的理論緊密連結在一起。
l 奧古斯丁這個追憶 (memoria) 的概念完完全全來自於柏拉
圖的知識論原則，當然在引用柏拉圖知識的原則的時候，
他拒絕了這個原則中所包含的神話的部分，也就是對前世
的追憶。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奧古斯丁的追憶有兩種意涵：

✱ 第一、指的是一般常識概念下的記憶，也就是回想過去
經驗的能力。

✱ 第二、丁不涉及前世的概念。

l 奧古斯丁解釋說，根據常識性的追憶，我們可以記得在過
往經驗中所遭遇的對象。在這層意義中，記憶指涉的是過
往，即使記憶中的對象依然存在。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但是在追憶的範圍中，也包含了我們透過理性所習得的知
識，例如蘇格拉底在〈麥農篇〉讓那個奴隸小孩所展示的
知識。

l 那種所展示的數學知識，並不是從過往經驗中所歸結出來
的，也不是從感官經驗中所得到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這
種數學知識的追憶與過往的經驗無關，也與感官知覺所產
生的影像無關。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追憶」如同是一個經驗的儲藏室，或者說像是一個可以
消化經驗知識的胃。

l 在這個層次中的追憶，基本上是以過往經驗所造成的印象
為主。

l 追憶主要所包含的知識，並不來自於過往的經驗。

l 追憶包含的是不變的原則，以及數學的法則，這些都不是
來自於感官知覺。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即使數字可能是因為身體感官而在計算事物的過程中形成，
但是我們所計算的對象本質上與數字的意義還是不同。

l 我們所談的數字就是指數字的本身。

l 因此雖然心靈可以運用數字來解釋經驗世界以及經驗內容，
但是數字本身是列入追憶的內容中。



F. 心靈面對神光的不同層級性

l 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奧古斯丁將所有心靈能夠知道的，
或是想得到的事物，無論是否在過往的經驗中曾經遭遇過，
通通納入追憶的範圍中。

l 因為如此，他解釋了為何心靈可以記住上帝、永恆真理，
或者是心靈本身這些從來就不是透過過往遇到的事物所累
積的記憶。



G. 心靈知識的潛在與實現

l 從奧古斯丁的心靈理論中可以看得出來，因為「追憶」做
為靈魂的力量，所以心靈呈現出一種二元理論：

l 一方面，心靈可以掌握它所掌握的所有的知識；
l 另一方面，心靈又不能夠掌握所有它應該能掌握的知識。

l 因此對於奧古斯丁而言，心靈的自我知識中，出現了一個
潛在與實現之間的差距。



G. 心靈知識的潛在與實現

l 心靈有義務去實現所有它在潛在中所能夠掌握到的知識，
而解決的方式就是心靈中創造符號的行動，也就是能夠表
達意義的能力 (verbum)。

l 透過意義表達，思想能夠自我形塑的同時，而心靈能夠藉
此了解自身。



G. 心靈知識的潛在與實現

l 這是一個持續實現隱晦知識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最終實現
在一直不斷向我們心靈照射的「光」之中。

l 我們的心靈也是透過這個過程而得以與理智的世界接觸。

l 同時奧古斯丁也認為，「光」在心靈中的照耀，導致心靈
能夠參與智慧語言，正如同神對於我們的心靈直接敘述的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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