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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Hume
l 休謨 (1711-1776) 是十八世紀最重要
的懷疑主義者。

l 他的懷疑主義之所以重要的主要原因
，在於他從最根本的角度批判了科學
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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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以及重要的懷疑論者

l 休謨是最極端的以及最重要的懷疑論者。
l 最極端的原因是，他以非常有意識的態度認知懷疑論。

l 在他的著作《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這本
書裡，他坦言，他的哲學理念就是懷疑論。

l 對於休謨而言，這是「人性認知限制」所構成的懷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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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疑論是一個方法？

l 他認為，人的認知能力完全依附在經驗而生，而經驗所給
予我們的是信念或是概念，但它們都不是真實的；只是習
慣養成的部分。

l 休謨的懷疑論很重要的地方在於，他很直白地說，知識根
本就不可能，至少沒有辦法獲得理性的證成。

l 這否定，懷疑論是一個方法，透過這個方法，我們可以獲
得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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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經驗，與習慣

l 休謨的影響很深遠，因為他基本上完全否定了科學知識之
可能，即使我們已經活在一個科學的時代之中。

l 休謨的懷疑論不同於其他懷疑論的地方在於，他提出了「
所有人理解」上的限制。

l 這個限制包含了三個部分，也就是：
l 信念、經驗，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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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錯論」

l 這三者結合在一起，說明我們因為經驗的頻繁發生，養成
了習慣，把因習慣而生成的信念，當做是「真實」的部分
。

l 這種懷疑經驗、信念與習慣的態度，應該稱之為「可錯論
」(fallibilism)，就是一切都是錯誤的，而非單純的懷疑論。

l 在這三者之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經驗，信念與習慣，最
有意義的是信念，因為休謨似乎提供了一個自然主義式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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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義式的理解

l 這個自然主義式的理解意思是說，在生活中，人們很自然
地認為他們周遭的事物都是真實的。在自然認知中，這個
世界獨立於我們存在。

l 我們的經驗感受到它的存在。

l 這一聽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內在循環。這些信念是怎麼來的
呢？那是沒有證成的，因為人自然生活在環境中，而且相
信這個環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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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世界存在？

l 即使有任何論證，說明外在環境的存在也是枉然，因為太
容易反駁了。

l 我們說，在經驗中，感覺到外在世界存在。

l 我們做的任何事情對外在世界產生影響，而外在世界對我
們也產生影響，但是問題在於，我們怎麼可能跳脫經驗，
信念與習慣來說明外在環境的存在呢？難道說外在世界存
在於我們的經驗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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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如此相信的情緒

l 這是休謨懷疑論中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信念的出現來
自習慣，其實休謨說的是一種「自然如此相信的情緒」。

l 我們說，休謨的懷疑論確實深入，也極為悲觀，而其中最
大的麻煩是，一旦接受了休謨的自然主義式的理解，那麼
我們會發現這些讓信念出現的理由，其實都是我們的感官
知覺，長期養成的習慣，其沒每有任何理性可以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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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性發現

l 這種對「獲得知識完全否定的態度」是很嚴重的，因為我
們說過，休謨自己都知道，這會對於現代科學的基礎造成
了極大的危險。

l 懷疑論對於科學研究所構成的否定結果，在休謨的哲學中
，「被理性發現」。

l 這不是，人的認知障礙，就是人心靈的缺憾，或人根本就
不能夠達成任何想要獲得的知識。

10



一切置於懷疑之下

l 不但如此，所有我們的感覺都會因為哲學推理而顯得有很
大的問題，而這一切將「一般生活原則」置於懷疑之下，
成為形上學或神學中最根本的原則與結論。

l 休謨在推出他的懷疑論的時候，有兩種策略：

l 一種策略是論證；
l 另一種策略是根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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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證策略

l 休謨用論證來展現這些信念，於其中我們可以看到休謨否
定歸納法，因果律以及外在世界的存在。

l 歸納法的問題是，過往發生的經驗，不會按照我們的經驗
繼續發生。

l 因果律的問題是，我們體察的現象，不知道它們會不會構
成下一個現象的原因。

l 我們對外在世界的理解有限，不能夠透過經驗來證明外在
世界存在。

12



與形上學相關

l 這些其實皆與形上學相關，就是我們的經驗不足以認知事
件發生的內部結構，因此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說，未來的
世界會按照眼前已經發生的事件繼續發生。

l 我們無法確認歸納邏輯，沒有辦法認知因果的底層定律，
甚至對於外在世界一無所知。

l 我們的理性有極大的認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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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源性的懷疑論

l 在根源性的懷疑論中，主要訴求的對象是，我們人自己有
沒有能力獲得知識。

l 在完全否定信念之來源，因而信念系統所建構的一切都出
現認知的問題。

l 因此所謂的信念系統，是一大群的假設鋪在一大群的假設
之上，並且因此而讓我們以為，信念中的對象，具有持續
的以及特別的存在。

l 這是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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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懷疑論的雙重性格

l 這裡展現休謨懷疑論的雙重性格：

Þ 首先理性告訴我們，信念中的外在世界之存在，並非理
性證明的。

Þ 其次，當我們接受信念的同時，我們也立即可以感覺得
到，這個信念的來源是如此不恰當的。

l 論證與起源兩者結合在一起出現的情況就是：一旦我們認
知這兩種懷疑論的威力，應該馬上放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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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信念」

l 然而放棄信念是不會發生的，因為雖然懷疑論讓我們很困
惑，但這困惑並不會有長久效果。它除了讓我們感覺到驚
訝與無可奈何之外，但它不會直接讓我們放棄日常生活，
尤其是在日常生活中賴以為生的信念系統。

l 懷疑論的最主要的，只是對於人的理性產生了非常嚴重的
傷害，尤其是人自詡為萬物之靈的尊嚴。

16



歸納法的問題

l 科學的理性建立在歸納法之上，而休謨的懷疑論以拒絕歸
納法著稱。

l 包含因果關係的歸納原則認為：
l 如果每次看到 A 的時候就會跟著看到 B 的話，那麼非常有
可能的是，當 A 下次發生的時候，B 會跟隨而至。

l 這是歸納理性，但這有根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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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法的問題

l 歸納法的重點是，因果發生的次數，多到讓我們相信，A 
與 B 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必然的，或是極為可能的。

l 休謨認為，這不是次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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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法的問題

l 如果這個原則是真的，那麼因果推理就是有效的，也就是
說在科學的發展中，我們基於實用的原則，可以運用歸納
法，得到充分的真實可能性。

l 如果這個原則不是真的，那麼所有在科學中，從個例延伸
到普遍原則的歸納推理，都是有問題的。

l 這可不得了，因為歸納是我們賴以維生的根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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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法的問題

l 對於經驗主義者而言，這構成無法拒絕休謨懷疑論的問題
。

l 另外，歸納法本身也不能夠從觀察獲得。

l 所以，想要證成歸納原則，就必須依靠經驗以外的更高原
則。

l 從這個角度而言，休謨證明了純粹經驗主義並不足以作為
科學的充分基礎。

20



歸納法的問題

l 如果我們可以接受歸納原則的話，那麼我們就可以接受如
下理論：所有的知識都來自經驗。

l 無論如何，休謨在反對歸納法的原則中，提出了一種最深
刻的懷疑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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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納法的問題

l 這種懷疑論讓我們不得不承認，歸納法是一種特別的邏輯
原則，既不能從經驗中獲得，也不是一般單純邏輯的推理
。

l 最重要的是，休謨的懷疑論在否定歸納原則的同時，也使
得科學成為一項沒有絕對真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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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的「人性論」

l 我們先從休謨的「人性論」來檢視，為什麼他會提出這麼
極端的懷疑立場。

l 休謨的哲學以討論感覺為主，感覺又可分為印象與理念兩
個部分。

l 它們間的區別只是強弱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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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的「心靈認知」

l 印象比較強，理念比較弱，但這兩者都是感覺與思想互動
關係下的產物。

l 每一個理念均來自一個印象，而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都存
在於心靈之中。

l 心靈中的認知與外在世界沒有任何互動，但我們知識訴求
的對象以外在世界為主。如果沒有辦法突破自己的認知，
我們如何針對於外在世界做出任何的表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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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認知」

l 心靈中的理念可以透過心靈的力量組成複雜的理念，並因
此而脫離印象成為純粹由心靈理念所組成的複雜理念。

l 例如說，我看到一個人，所以會產生這個人的理念。然後
我又看到一匹馬，所以會產生馬的理念。

l 人與馬的理念在心靈中可組合成「人頭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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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的「人性論」

l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沒有見過人
頭馬，但心靈的力量可以產生
「人頭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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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的「人性論」

l 無論如何，思想的組成是有先後次序的，起先均來自於印
象，印象生成理念。

l 理念可以成為記憶，有記憶之後漸漸會有心靈中的想像。

l 在這個分析架構中，休謨提供一種唯名論，認為所有的印
象被理念所表徵，同時也成為較為普遍的指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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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的「人性論」

l 坦白說，休謨的理論包含兩個問題：
Þ 第一、以一個理念 (例如「孝」) 指認一項事物的過程，就其
本質而言，並沒有比指認一個普遍名詞顯得比較容易；事實
上單一理念與普通名詞在指認的過程中，並沒有差別。

Þ 第二、在心理上，用一個理念指認一個印象，並不是那麼清
晰的。

l 無論如何，這兩個問題並不會影響休謨在西洋哲學史中將
懷疑論帶向歷史高峰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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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對「自我」的懷疑

l 休謨的懷疑論是從懷疑「自我的存
在」開始。

l 休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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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對「自我」的懷疑

l 對我而言，即使我以最親密的態度體察「我的自我」時，
我總是憑藉著特定的或是其他的感覺，察覺到自我的存在
。

l 無論冷熱、明暗、愛恨、苦樂等，我從來就不會在沒有感
覺的情況下，察覺到自我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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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對「自我」的懷疑

l 其實所有我觀察的都是感覺。

l 或許有一些哲學家，提出形上學的觀點，論述他們的自我
。

l 但若不談這些形上學者，我敢說，其他人不過就是一連串
感覺的集結。

l 這些感覺在極快的速度中連在一起，並時時刻刻都處於變
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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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對「自我」的懷疑

這是最重要的懷疑論，包含如下八點：

一、如果有自我，那我們應該可以感覺到它。可是，我們沒
有辦法整體的感覺到有一樣東西叫「自我」，所以我們
的心靈中沒有自我的印象。

二、沒有人可以感覺到大腦，但是它卻能夠擁有自我的理念
；這個理念是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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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對「自我」的懷疑

三、這個自我的理念不會是合法的理念，因為它沒有相對應
的印象。

四、所有的理念都必須以印象為本，這個原則決定了一切。
依照此原則，我們所宣稱的自我，就是一個假的理念。
反之，如果休謨的原則錯了，哪麼我們就不得不承認，
有些理念是內在的 (先於經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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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對「自我」的懷疑

五、所有的理念，無論有無印象，都可以經由感覺加以定義
並因此而說，所有的理念皆可以由經驗得到定義。

六、所謂的自我也同樣，是一連串經驗定義的結果，因為沒
有一樣單獨存在的東西叫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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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對「自我」的懷疑

七、這並不是說自我不存在，而只是說，我們不知道自我存
在否。自我並不合於我們判定事物是否存在的知識能力
。

八、對於取消形上學的實體概念而言，休謨的理論在神學中
發揮了摒棄靈魂說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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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因果」關係

l 休謨區分了七種哲學關係：相同性、相似性、量性、質性
、相反性、時空性與因果性。

l 前面四種，他認為，因為他們都依附理念，所以比較沒有
出錯的可能性。

l 但是時空性、相反性與因果性則因為不完全依附於理念的
緣故，所以不能夠提供確切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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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因果」關係

l 代數與數學由於是純粹依附在理念上的推理，所以提供非
常確切的知識。

l 這種知識的確切性，是幾何學都沒有辦法達到的，因為幾
何學的公理有可能是因為不完全依附理念的緣故，所以有
缺乏確切性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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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因果」關係

l 休謨認為，「時空性」與「相反性」都依附理念的可能性
，成為擁有確切性的知識。但是問題最嚴重的是因果性，
原因是我們無法感覺出因果。

l 所以，休謨認為因果性是錯誤認知下的哲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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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因果」關係

l 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對應於因果關係的印象。
l 我們對於因果關係的認知，來自於經驗與心靈。

l 就經驗而言，「A 導致 B」的認知，來自於我們經驗中的
規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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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因果」關係

l 對於這些規律性，我們只能說 A 與 B 之間的確是有連續發
生的關係，但是這個關係並不是必然發生的關係。

l 必然發生的關係只是一個信念，在規律下養成的習慣。
l 其次在心靈上，則是我們在心靈上受到習慣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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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因果」關係

l 因果的問題讓我們注意如下重點：只有事件的連續性，沒
有歸納的有效性。

l 對於懷疑論的觀點，休謨提出的解決方式非常出人意料：
他承認，因為我們的無知，所以信念是不理性的；必須回
到自然！

41



休謨反「因果」關係

l 基於絕對以及無法控制的必要性，自然決定了我們如同呼
吸與感覺一般，知道如何做判斷。

l 我們也不能夠在完全確定的情況下來看待事物，而只是透
過習慣與在現有的印象中提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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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因果」關係

l 我們不能夠在清醒的時候阻撓自我，也不能夠在陽光下否
認我們看得到事物。

l 任何人只要他拒絕懷疑論，就會無異議地經由論證，建立
一種自然在我們心靈中預先設定的能力，那種我們無法拒
絕的認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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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懷疑論」的觀點

l 我在展示這一切論證的意圖，僅僅是讓讀者能夠感受到我
所假設的真理：所有我們有關因果關係的理性都來自於習
慣。

l 這個習慣所造成的信念，是我們感知下的行動，而不是我
們對於自然的認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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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懷疑論」的觀點

l 懷疑主義者會繼續相信，雖然他知道他不能經由理性的方
式來捍衛他的理性，但是在同樣的原則下，他必須承認身
體存在的原則。

l 縱使，他不能以任何哲學論證來確認這個原則的真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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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懷疑論」的觀點

l 或許我們可以問，什麼原因讓我們相信身體的存在？

l 問這問題可能沒有什麼意義，因為這是在我們所有理性當
中必須接受的重點。

l 這個懷疑論的觀點，無論是有關於理性或是感性，都是一
種思想上的病態，而且永遠不會治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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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懷疑論」的觀點

l 但每當我們企圖趕走懷疑論觀點的時候，甚至於完全不受
到它影響的時候，它都會回來落在我們的身上。

l 只有不在乎它與不注意它，才能為我們提供解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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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反「懷疑論」的觀點

l 因為這個緣故，我完全依賴這兩種「消極態度」。

l 並且無論讀者的意見是什麼，應當以視之為當然的態度，
在一定的時間內，他將被說服，承認有兩個世界，一個內
在，一個外在。

l 一個是理性的懷疑世界，另一個是感性的生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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