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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

内容概要

本书首先简要介绍了维特根斯坦的生平经历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以让我们了解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脉络，然后则对维特根斯坦的著作《逻辑哲学伦》、《哲学研究》等，以及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进行了
细致、深入地解读，让我们既能全面了解维特根斯坦的整体思想，又能准确把握其富有启发性和包蕴
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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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

作者简介

译者方旭东，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著有《吴澄评传》、《中国思想史讲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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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

精彩短评

1、回想起来是重要的。
2、之前除了邹诗鹏的课上略有耳闻外，没有对维特根斯坦有更多的认识。这本书结合了传记和哲学
思想，尤其重视后者在维特根斯坦个人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比较清晰地揭示了维氏思想的演变过程
吧。感觉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就是充分发挥语言哲学的解释力。但是，初读此类思想，并不能对维特根
斯坦有全面的认识，如果要深入了解，注定要读原著。
3、读维特根斯坦，没有逻辑能力，简直是要命
4、Jaakko Hintikka这本书回避了维特根斯坦哲学中与传统哲学关系密切的一些主题，侧重其语言哲学
的建树。作者一开始就指出并始终强调维特根斯坦患有的“读写困难症”影响了他关于语言规则的思
考。在第三章，作者认为《逻辑哲学论》中的“简单客体”直接继承了罗素1913年提出的不含逻辑形
式的作为亲知客体的思想，这些简单客体组成了人的经验，一切事物都可以通过一种现象学的语言被
还原成这种经验；这种思想在后期转变为对日常语言的关注，但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现象学的语言，认
为维特根斯坦是一位现象学哲学家。基于对维特根斯坦的相似性网络与一般概念所享有的共同体的对
比，作者认为“家族相似”这一概念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理解维特根斯坦，只谈语言哲学，显然
是不够的。
5、20160811
6、这套丛书的最大问题在于每个作者的风格太不一样，而翻译的风格也太不一样
7、不知道是写作的问题还是翻译的问题还是我的逻辑能力太差，总之是没读懂
8、想知道 说维特根斯坦有读写困难症是不是作者个人的看法⋯⋯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有点意思⋯
⋯但是⋯#保留此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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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根斯坦》

章节试读

1、《维特根斯坦》的笔记-第26页

        但是，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对于简单客体，我们不能说它们存在或定义它们（因为这样就意味着
被定义项是存在的）。因此，它们仅仅能够被指着并且用“这个”或“那个”的方式加以例示。我们
不说它们是什么，我们指示它们。这一点可以解释《逻辑哲学论》的最令人困惑的特征。那就是维特
根斯坦在能被言说的东西与仅仅能被指示的东西之间做的对比。这一对比联系着的，而且能够被当作
其后果的，是维特根斯坦的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即所有有意义的关系都有不可表达性。既然他们涉
及到对简单的、不可分解的客体的认识，我们的观点是：对于这些简单的客体，我们无法说什么。我
们仅仅能够指着它们，然后说“这个”或“那个”。我们仅仅能够指示它们。由此，维特根斯坦的言
说——指示（saying-showing）术语几乎完全可以照字面理解。
读到这里我更为坚定了需要在未来五年间初窥概率的门径，并且满心忐忑地期待着量子力学接下来会
走到哪儿。

2、《维特根斯坦》的笔记-摘抄

        《维特根斯坦》一书的原文摘抄。

3、《维特根斯坦》的笔记-第23页

        不再试图证明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中的简单客体的现象学特征，代之以指出它对《逻辑哲
学论》中某些最令人困惑的段落具有怎样的启发意义，这样做也许更为有益。在6.34节，维特根斯坦
写道：
幸福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不幸福的世界。
这个带有神秘气息的观点出自何处？正确的答案是G.E.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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