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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親愛的讀者，當你看到這段文字時，很明顯「你（讀者）正在

看這篇文章」是真實的，而「你（讀者）沒有看這篇文章」則是虛假

的。可是，甚麼是真實（real）呢？本文將探討真實的性質，當中先論

述《與自然對話》一科有關真實的理論，繼而分析其理論的合理性。

科目中有兩篇文章講述真實，以下分而述之。

二、二哲的真實

　　第一篇文本是《理想國》，柏拉圖（Plato）認為真實存在於理型

世界。《理想國》的「洞穴說」比喻理型（form）為太陽，而現實為 

洞穴及影子，後者只是前者的模仿和投影，只有理型才是真實的 

存在。具體而言，木匠製造「椅」之前會先有「椅」的概念，這是

完美、不變而不朽的，然後才對此在現實中摹仿，成為一張現實中的

椅，這是對理型的複製品，是受限制、變化而短暫的。因此柏拉圖認

為現實作為理型世界的模仿並不是真實，而受摹仿的理型世界才是 

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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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篇文本是《西方科學的起源》，當中亞理士多德（Aristotle）

認為真實是存在於現實世界。林伯格（Lindberg）在《西方科學的起

源》指出，亞理士多德認為事物的本質是確切存在於其本身，那些本

質是不能獨立於物質。亞理士多德否定柏拉圖完美的理型，他認為真

實從不能抽離物質。例如人類先看見不同的椅子，然後觀察、歸納 

「椅」的共通本質。物質是獨立存在的，其屬性是建基於此並不能獨

立存在的。因此，物質及現實世界就是真實。

　　在此小結，兩位哲學家都同意真實是客觀的存在。首先，他們都

認為真實即是存在（exist），不論是存在於理型世界或物質世界。其

次，這種的存在是客觀的（objective）。客觀是指獨立於人類意識之

外並對所有人皆是同等的存在。亞理士多德的真實不局限於個人的思

想；柏拉圖的理型雖然存在於人的思想中，但不局限於一人，例如所

有人都會擁有相同的「椅」的概念，但並不是個人獨有，所以是普遍

的存在。

三、了解的方式：知覺與意識

　　接下來，本文會考證兩位哲人的真實的理論。誠然，證明是非

常困難，因為大部分知識的前題隱含及假設「客觀存在」，特別是

科學，故此「客觀存在」一旦成為待證明命題時是不能使用的。實

際上，真實作為一種判斷是牽涉主體（subject）的存在，而笛卡兒

（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給予相應的基礎，確保正在思考的我

必然存在，至少「我」作為判斷和理解的主體是存在的。本文會從基

本的概念出發，以人類判斷客觀存在的過程進行推導。

　　人類理解的方式包括知覺（perception）和意識（consciousness）。 

首先釐清知覺和意識的分別。知覺是指身體及其感官接受及提供資訊

的部分，意識是指自我知覺，即察覺自我正在感知或選擇性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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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而言，人看到一顆蘋果是知覺的部分，而判斷該蘋果是否可供食

用是意識問題。再舉一例，動物的意識被認為是薄弱的，因為他們沒

有自我或更高階的概念，相反，動物的知覺可能更為強大，例如狗的

嗅覺比人類更為靈敏。

　　人的知覺是具主體性。知覺是指對外部世界的認識、反應。人類

是以自身為主體以感知事物，意思是以自己的感官去感知外界，這些

感官經驗構成人的感知。例如以眼睛接收可見光譜，從而分辨顏色。

反而言之，沒有感官便沒有反饋，最終只會甚麼都感知不了。因此，

自己的感官令感知成為可能。

　　同時，這成為感知的限制，因為人類只擁有自己身體得到的感官

經驗，而該經驗局限於自己，意思是個體只能以自我作為主體進行感

知。確切而言，人類對外界的理解只能從自身出發，人是不能以他人

的感官進行感知，反之亦然。將此推而廣之，便得出個體是不能了解

他人的感官經驗的結論。舉例而言，就個人所看見的紅色和他人所看

見的紅色，個人是永遠不能確認感觀經驗是否相同。

　　有人會反駁若果使用儀器觀測，確保是相同的光線，則二人會感

知出相同的結果。事實上，若一人為色盲而另一人不是，則產生相異

的感官經驗。舉一具體例子，若該色盲患者為紅色盲，他分辨綠色的

能力與普通人無異。然而，他的感官經驗對普通人而言卻不是綠色，

而是土黃色。由此可見，即使在相同的外在刺激下，同時個體的行為

沒有表現出差異，也不代表個體之間的感知是一致的。

　　因此，亞理士多德所述的真實是不能判斷的。即使物質是客觀存

在，人的知覺也不能確認。人類不能確認自己是否擁有和他人一致的

感官經驗，因此不能斷言。

　　人的意識是具主觀性（subjective）。坎德爾在《追尋記憶的 

痕跡》指出意識有兩大特徵，分別是「統一性和主觀性」（Kandel 

183）。後者是指意識對個人是專有而獨一無二的體驗，能直接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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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同時所有個人的思想、感受都是自己獨有。反過來說，人類是不能

直接感受到他人的感受，所以個人是永遠不能確認意識活動是否相同。

　　因此，柏拉圖的真實是不能判斷的，即使意念是客觀存在，人的

意識也不能確認。人類不能確認自己是否擁有和他人一致的概念，因

此不能斷言。

四、不可避免的主觀

　　總而言之，對人而言客觀的存在是不能判定的。意思是個體既不

能否定、也不能肯定共通的概念，就是不能判明的狀況。綜合知覺的

主體性和意識的主觀性，可知人類是不能共享感官經驗和意識活動，

其一切理解必然主觀。因此，人類所宣稱的真實只是對個人而言的主

觀存在，而非對任何人的客觀存在。在這情況下，主觀的理解是不能

達到客觀的程度，即使二哲所述的真實是客觀存在，人類都不能對此

作出判斷。

　　有人會反駁其他的個體同樣能觀測和分析，結合多人的結果便能

歸納出真實。這問題有三：一、歸納法並不確保結論必然為真。舉例

而言，不論看到多少的白天鵝，這些有限的觀察並不能推論其他地方

或未來只有白天鵝存在。更甚，休謨（Hume）指出人類只不過是將兩

者過去一同出現的事物加以連繫，不能實際確認其因果關係。二、他

人的表達會是聲音或文字，終究不離感知的窠臼。三、個體是不能確

認其他個體的存在，要確認他人的存在同樣會使用上述的結果，因為

他人同時是外界的一部分。

五、結語

　　有趣的是，有人會論證：若本文為真確論證，則代表前題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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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至少會有一個命題是客觀存在，即「知覺的主體性和意識的主觀

性」為真，間接推翻本文的結論。誠然，筆者同樣不能斷言所有人都

是符合該命題，筆者只是選用本人擁有的最基本概念。

　　總結上文，人類只能判斷主觀的存在而不能判定客觀的存在。此

結論是對筆者而言的真實，也是我主觀判斷的存在。讀者會分為兩

類：一類是認同本文結論，則結論對你我皆真；反之，一類是不認同

本文結論，這種反對的觀點會構成對讀者主觀的存在。因此，不論讀

者認同與否，本文結論必然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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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老師短評

　　有指在現實世界中，「真實」是不存在的。貞毅提出柏拉圖和亞

理士多德對真實的論述，透過理解人類的知覺與意識，抽絲剝繭地分

析甚麼是「真實」、「真實」是否「客觀的存在」、人類如何考證「真

實」是否「客觀的存在」等問題，幫助讀者重新審視對「真實是客觀

的存在」這習以為常的觀感。最終，人類是否真的能判定「真實是客

觀的存在」呢？（葉鷺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