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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美情緒哲學裡情緒認知論的一個重要主張者所羅門認

為，情緒就是判斷，他所討論的判斷形式不一定是命題，並

且讓情緒者與世界嚙合起來，本文基於情緒認知論的立場來

探討情緒判斷的情境性。 
本文一方面討論所羅門對評價性判斷之特性的看法，另

一方面以格理夫與史卡藍提諾 (將出版) 來呈現情緒情境性

的內涵，然後論述情緒判斷具有情境性，由此對格理夫與史

卡藍提諾 (將出版) 所間接認為情緒認知論所論述的判斷不

具情境性，加以反駁；這樣，同時也把情緒哲學的情緒認知

論接軌到認知科學與心靈哲學的情緒情境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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