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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8日晚 6:30，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沙龙之分析哲学论坛在
中心校区知新楼 A1408室顺利举行。爱丁堡大学 Shane Ryan博士作了题为“知
识的本性：德性与时运（The Nature of Knowledge: Virtue and Grace）”的精彩报
告。报告由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Kristjan Laasik博士主持。
首先，Ryan博士首先介绍了盖提尔问题以及 Roddy型例子，并指出这些例

子表明辩护条件存在着一些问题。盖提尔的认识论则试图提供一种对知识本性的

分析来应对盖提尔问题。一种进路是诉诸反运气条件，而批评者认为这一条件是

特设的。而知识本性的德性知识的说明至少需要考虑到认知主体在获得知识时的

认知能力，因此，Greco认为 S知道 P当且仅当 S靠可靠的认知能力而获得对 p
的真信念。Greco的解释的优点在于它不需要另外的条件，即不需要反运气条件。
随后，Ryan博士介绍了 Greco的解释面临的两个问题：Barney型例子和陈词知
识的例子。与标准盖提尔例子不同的是，Barney型例子似乎涉及一个靠认知能
力而获得的真信念。然而，Greco认为能力是和环境相关的，而我们并不清楚
Barney是否具有相关能力。但是，为什么Roddy具有和环境相关的能力，而Barney
没有？Ryan博士认为这是 Greco的困境。接着，Ryan博士以 Jenny型例子为例
介绍了陈词知识，Jenny型例子对德性知识的说明造成了一个难题，因为 Jenny
并没有靠适当方式（她的能力）而获得真信念。随后，Ryan博士对 Barney型的
盖梯尔反例作了非标准的解读，并认为是坏的知识运气破坏了知识。并提出了知

识时运的概念，知识时运是否存在取决于信念形成的方式对于环境来说是否合

适。最后，Ryan博士论证到，如果认为知识需要知识时运（epistemic grace），那
么在标准盖梯尔例子（Roddy型例子）和 Barney型例子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正
确的结果。

讲座在热烈的讨论过程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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