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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观点看》

内容概要

本书是W.V.O．蒯因的第一部哲学论著，由九篇论文结集而成。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和挑战
性的观点，如关于何物存在的本体论许诺的学说，关于共相（抽象物）问题上唯名论和实在论之争的
折中解决方案（概念论），关于经验论“两个教条”（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分与还原论）的批评和
整体主义的知识观，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区别和对“意义”观念的否定，关于数理逻辑的新基础（NF）
以及对内涵（模态）逻辑的批评等，都曾引起广泛而热烈的争论，对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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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观点看》

作者简介

蒯因（1908—2000），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美国著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现代分析哲学的主
要代表人物之一。193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系，获博士学位。1932—1933年赴欧洲（维也纳、布拉
格、华沙等地）做访问研究。1936年开始作为讲师在哈佛大学任教，1941年升为副教授。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战后返回哈佛大学任教，1948年升为教授。此后多次在其他大学讲学
，1978年退休。主要哲学著作有：《从逻辑的观点看》（1953）、《语词和对象》（1960）、《悖论
方法及其他论文》（1966）、《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论文》（1969）、《逻辑哲学》（1970）、《
理论和事物》（198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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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观点看》

精彩短评

1、本体论入门
2、读过一半，从第五篇开始技术性、专业性变强，粗略翻了翻，暂时没情绪研读。
3、真是超级难懂。
4、蒯因对卡尔纳普的批评让人一再想起帕斯卡尔拉黑笛卡尔时著名的留言：“要写文章反对那些对
科学过分穿凿附会的人。”（193-92（76）141-62）这或许可以成为整部现代哲学史的两条脚注之一。
另一条⋯⋯反对法国捣蛋鬼？+_<
5、两个教条堪称分析哲学屈指可数的雄文
6、日后许是还要深啃...
7、逻辑实用主义的一代宗师
8、1991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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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观点看》

章节试读

1、《从逻辑的观点看》的笔记-第68页

        所以，认为共相是具体物的理论（这个理论碰巧对红是讲得通的）一般说来不
能成立。我们可以想象，作为实体的一般共相是以下述方式暗暗进入我们的本体论
的。首先，根据前面所考察的模式我们形成了引进具有时空广延性的具体事物的习
惯；红是作为一个具体物同卡斯特河及其他事物一起引进的；最后，三角形、正方
形及其他共相则是由于红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进行错误的类比而被包括进来的。

2、《从逻辑的观点看》的笔记-第42页

        
作为一个经验论者，我继续把科学的概念系统看作根本上是根据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经验的工具。物
理对象是作为方便的中介勿被概念地引入这局面的——不是用根据经验的定义，而只是作为在认识论
上可同荷马史诗中的诸神相比的一些不可简约的设定物。就我自己而言，作为非专业的物理学家，我
确实相信物理对象而不相信荷马的诸神，而且我认为不那样相信，便是科学 上的错误。但就认识论的
立足点而言，物理对象和诸神只是程度上、而非种类上的不同。这两种东西只是作为文化的设定无
（cultural posits）进入我们的概念的，物理对象的神话所以在认识论上优于大多数其他的神话，原因在
于：它作为把一个易处理的结构嵌入经验之流的手段，已证明是比其他神话更有效的。

评述：

在尼采和康德的年代，没有谁比他们更直觉地信任科学了，也没有人比他们更怀疑宇宙中有什么特意
为人准备的礼物和启示了。人对物理诸神是微不足道的。人只是不断努力将物理诸神纳入更有融贯性
的平台——这才构成了“形而上学”或“神话"或"宗教"的领域，信的魅力的领域，但这一领域的胜负
手总是依赖持续性的效果。因而，处理掉那些老废话也是每个时期的当务之急，在这方面，维特根斯
坦以来，效果也并不理想。为什么坏结果也能增值？这就很有趣了⋯⋯

我知道，相信物理诸神比相信别的神话，能让人更快地移民地外星系；但我不敢肯定，相信物理诸神
能不能在移民成功之前让我在本星系过得更好，甚至不肯定在科技水平达标前，来不来得及阻止人类
毁灭人类。因而，也许完全可以创造一种完全可以容纳物理诸神的更高诸神（或一神），这又有什么
不可以呢？可以称之为：先知思维。

3、《从逻辑的观点看》的笔记-第45页

        我们回过来再看看词典编纂家，假定他是与意义打交道的，看看他实际贩运的如果不是心理的东
西又是什么。答案无须远寻：词典编纂家同任何语言学家一样，是研究语言形式的。他同所谓形式的
语言学家的区别只在于，他所搞的是以其特有的方法将语言形式互相联系起来，即把同义词和同义词
联系起来。语言学的语义学部分特别是词典学的特点归根结底并不在于诉诸意义，而在于涉及同义性
。

4、《从逻辑的观点看》的笔记-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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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的观点看》

        但是，也有一种不同类型的定义活动，它并不局限于报道先已存在的同义性。
我指的是卡尔纳普所说的解释（explication），即哲学家所致力的、而科学
家在其较富于哲理性的时刻也从事的一种活动。解释的目的不是单纯把被定义
词释义为一个完全的同义词，而实际上是使被定义词意义精炼或对它加以补充
来改进它。但即使解释并不单纯报道被定义词与定义词之间的先已存在的同义性，
它仍然是以其他的先已存在的同义性为根据的。这问题可以这样看：任何值得解
释的语词都有一些语境，这些语境整个地说是足够清楚和确切的，因而是有用的；
解释的目的就是保存这些特优语境的用法，同时使其他语境的用法明确起来。因
此，为了一个给定的定义适合于解释的目的，所需要的并不是被定义词先前用法
和定义词同义，而只是：被定义词的这些特优语境的每一个，就其先前用法整个
地来看，是和定义词的相应的语境同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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