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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英美哲学》

内容概要

本卷分为两篇。第一篇为“分析哲学”，第二篇为“科学哲学”。每篇开始写一个导论，分别介绍分
析哲学和科学哲学各自的来龙去脉、发展概况和基本特点。然后，各章都按人物进行叙述，以人物为
主标题，并在副标题中点出人物的哲学思想的类型和特色。在对人物的生平著作、历史背景和主要思
想的述评中，也关注他们在哲学思想上的分类以及相互之间的继承、批判的关系。我们尝试以这样的
方式把按人物写作和按流派写作所具有的优点结合起来。
本卷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抓住实质性的内容，不回避难点，把关键问题和主要思想论述清楚，真正
进入到所评述的哲学家本身的思想中去，但也努力以批判的眼光寻求路径，从他们各自的思想体系中
走出来。总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切实阐明哲学家各自本来思想的基础上，努力把握20世纪英美哲学发
展的总趋势和总的发展线索。
第一篇 分析哲学
第一章 分析哲学篇导
第二章 弗雷格：现代逻辑之父
第三章 罗素：逻辑原子主义
第四章 摩尔：捍卫常识
第五章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
第六章 卡尔纳普及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
第七章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
第八章 赖尔、斯特劳逊：牛津学派的日常语言哲学
第九章 达米特：对于“真”之来源的追问
第十章 杜威：超越时代的经典实用主义者
第十一章 蒯因：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转向
第十二章 普特南：内在的实在论者
第十三章 戴维森：对于行动与意义的诠释
第十四章 罗蒂：实用主义的复兴
第二篇 科学哲学
第一章 科学哲学篇导论
第二章 彭加勒：约定主义
第三章 布里奇曼：操作主义
第四章 赖兴巴赫：正统的科学哲学
第五章 波普尔：证伪主义
第六章 库恩：因史主义
第七章 拉卡托斯：新历史主义
外文参考书目
中文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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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写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叙述英美哲学，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非常好！
2、英美哲学盲作为入门书看的。科学哲学部分没看，看不下去。分析部分，虽然内容是很丰富了，
我觉得还是不够“入门”，用了很多分析哲学or心灵哲学中的梗，但是却没有对这些梗进行解释，作
为教材不够贴心。大部分翻译过来的专用术语都没有注明原文，不方便查找⋯⋯而且是为了节省时间
才找了一本中文的教材看，结果发现还是要看英文的才能把内容拼凑完整⋯⋯不方便@@⋯此外有非
常多的错别字⋯⋯
3、送朋友。学哲学的朋友真的要看看。还推荐同系列的德国古典哲学。都是不错的版本。
4、内容写的非常好，尤其是徐英瑾老师写的那几章，非常精彩。
5、好好啊好哈哈哈
6、是书的原因还是人的原因？这书写得太简略了
7、分析哲学博大精深，值得细细品味
8、编辑水平不到位，很多小错误，尤其是同一个人前后译名不同这种错，不应该在一本史里出现。
9、冲着张庆熊而来。。
10、深入浅出。不同作者之间风格出入明显。
11、早期Wittgenstein讲得不好，其余还好
12、这套书写得很不错，值得收藏
13、老张分析哲学部分清楚到位而见功力⋯⋯最终想给四点五星⋯⋯
14、　　从英美哲学到科学哲学，总的老说还是比较清晰详实的。从佛雷格到普特南、达米特、罗蒂
，分析哲学的人物基本上覆盖了，当然还是赛尔等人没有提及。不过差不多已经可以掌握分析哲学阵
营的基本思路了。有些部分读了两遍，科学哲学部分还没有读完，不过总的来说读几遍之后就能够把
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基础打扎实。然后就可以去读论文了和原著了。
15、国内外的哲学史书籍我读了不少，这本给我印象深刻。每一个作者都写得很认真，而且看得出有
自己的研究和思考，难能可贵。我是先读电子书，用了很久，觉得很好，索性买了纸质书。
16、断断续续两个月才读完。书内容丰富，每个主流学派都有比较扎实严谨的内容介绍，并附有许多
评论。这对认识哲学流派和发展是极好的。如果能把整本书大部分记在脑子里的话我觉得对二十世纪
分哲这一块就应该是了解的比较详尽了。
17、书不错，递送快！
18、不错,只是暂时没有心情读了,需要再读
19、To be careful Don't cry to fight if so find
20、徐英瑾写得最好！另外感觉拉卡托斯有些意思
21、比陈嘉映那本语言哲学更系统  但也少了些趣味 读后收获蛮大的
22、读完鸟~
23、对了解20世纪英美哲学很有帮助，而且作者也是国内哲学界的佼佼者，就是希望能再便宜点，比
如五折就更好了
24、不艰涩赞一个，总体写得挺明白，分析哲学部分值得一读。
25、清晰曉暢
26、极好。张庆雄介绍的透彻，文字清通；徐英瑾总结的深入，条理分明。
27、叙述还精简有力
28、书其实是很好的 复旦大学学者认真用心编写的。
29、我很喜欢这本书，很给力啊！
30、还是概览书~
31、介绍科学哲学的一部分非常明晰。
32、做论文的时候拿来抄过⋯⋯
33、质量，内容都没的说！
34、感觉书不是很新 书皮就是纸质的 连塑料膜都没有 感觉质量不是很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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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从英美哲学到科学哲学，总的老说还是比较清晰详实的。从佛雷格到普特南、达米特、罗蒂，分
析哲学的人物基本上覆盖了，当然还是赛尔等人没有提及。不过差不多已经可以掌握分析哲学阵营的
基本思路了。有些部分读了两遍，科学哲学部分还没有读完，不过总的来说读几遍之后就能够把分析
哲学和科学哲学的基础打扎实。然后就可以去读论文了和原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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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笔记-第404页

        与之相比较，喜欢动辄就用学院内流通的形而上学词汇来评议现实历史的20世纪欧洲思想家，则
更偏好于将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恰当崇敬妖魔化为西方知识论传统对于自然的绝对控制欲的体现，并
试图将启蒙时代遗留的自由理想与其形而上学基础一起埋葬。而他们真正想恢复的，其实乃是一种非
常偏执的浪漫主义传统，并由此将人类社会建制的一切努力都看成是对于某种本真层面的遮蔽。这种
故弄高深、孤芳自赏的思想倾向....

2、《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笔记-第647页

        
既然我们有理由认为数学结构具有某种“实存性”，并且，一个收纳越庞大体系的哲学结构就越容易
超出我们分析的能力。何不将范围先放在数理这个小的范围上？哲学不再是提纲挈领的学科也不可能
再敢喊出诸如“指导我们的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之类的口号的今天，这种对于万事万物抽象高度的追
求很可能只是一种臆想罢了。

3、《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笔记-第1页

        佛雷格开创的符号逻辑与传统逻辑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打破了命题中主项和谓项的区分。在日常语
境中，主词位置可能和感情表达存在微妙的关系，但在命题逻辑中主动句和被动句是可以忽视的。佛
雷格澄清了这点会提出一个句子只要实质内容相同，不论它语法形式有何差异，都可以用同一个字母
来表示它。这样，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就可以用字母与字母之间关系来表述，这样符号逻辑就得意
展开了。佛雷哥认为句子的内容和判断是两回事，疑问句和判断句可能有共同的思想内容，但是疑问
句多了一个疑问，判断句不同的是是否真值的判断。只有句子的内容可以加以判断，一个词是无法判
断真假的。比如“房子”
命题逻辑的表达及其公理系统：
基本的命题逻辑知识，略
谓词逻辑略
第二节： 佛雷格的逻辑哲学和语言哲学
1 逻辑规律的客观性：心理主义认为 思维活动是心理活动，逻辑规律可以还原为心理的规律，逻辑的
真理是一种主观的真理。佛雷格在《算术基础》中反对这种心理主义，提出的第一条原理就是：严格
区分心理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佛雷格认为心理主义混淆了逻辑本身和从
事逻辑屯里的心理活动，逻辑规律本身不因人的推理活动而改变。佛雷格一生都在与心理主义做斗争
。晚年其《思想》一文又再次强调抵制心理主义的诱惑。《算术基础》中他把数看做是外部世界中的
对象一样客观的东西，不依赖人的意志存在。把数理解成人的主观表象会导致荒谬的结论，因为人的
表象是各不同的。数的存在与物不同，物是在时空中存在的，数不是，他把物成为“客观实在的东西
”把数称为“客观非实在的东西”。非实在即不是在时空中存在的东西。
备注：佛雷格貌似没有在这里说明数的实在性和逻辑规律的客观性有什么关系。

2 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是句子
佛雷格发现词的意义离不开它们在句子中的使用，因此语言运用的基本单位单位不是词而是句子。这
是他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第二条原理：
必须在句子中的关联中询问词的意义，而不是鼓励地询问词的意义。
佛雷格关于词的意义的语境原则和他反对心理主义的立场有关。按照当时的意义的指称理论，一个词
的意义在于它所指称的对象。心理主义认为既然表达逻辑和数学概念的那些词在外部不存在指称对象
，那么他们就指称内在于意识中的东西，即心理的表象。佛雷格认为我们并没有数的心理的表象，对
于一千和一百万这两个数我们并没有一个较小的一千的表象和一个较大的一百万的表象。我是根据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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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规律知道一百万是一起拿的一千倍的。对于数学和逻辑运算中的符号，我们也是根据定义和它们
在句子中的用法知道它们意义的。既然如此，那么数等客观非实在的东西 没有心理表象，它们的意义
何在呢?
对于分析命题中所涉及的词的意义，我们是根据规则和定于来理解的，不涉及意义的指称理论。但在
综合命题中意义的指称理论是有用的。综合命题的意义在于它的真值条件，由于单个的词不能确定其
真值条件，只有句子才能确定其真值条件，所以句子才是意义的基本单位。
总之佛雷格看到意义的指称理论的局限性，从而主张用意义的语境原则来取代意义的指称理论。意义
的指称理论或许适合用于表达外在世界中对象的专名，但不适用于抽象的词，如数学和逻辑概念的词
。如果强求在词的意义上贯彻这种指称理论，就会陷入心理主义的泥潭。所以事实上不存在那样的心
理表象。佛歌i类区分分析命题综合命题基础上把意义的指称理论修改为语境原则。语境原则不完全排
斥指称理论，但把它扩展为句子的意义取决于它的真值条件。分析命题的真值条件是其相关的逻辑规
则和定义，综合命题真值条件是相关经验事实。
佛雷格的这个思想直接影响到维特根斯坦和罗素关于基本命题（原子命题）是语言基本单位的思想，
以及命题与事实的关系的思想，并影响到维也纳学派的意义理论和证实标准。
区分概念和对象
佛雷格认为一个句子可以分为函项和自变元两个成分，如“苏格拉底是哲学家” 可以分为 “（）是
哲学家”和“苏格拉底”俩个部分。前者是函项，后者是自变元。从这一思路出发佛雷格区分了概念
和对象。概念词是在句子中起着函项共能的词，对象词是自变元共能的词。函数方程的真假取决于所
填入的自变元数值，一个命题函项也是如此。
对象词与概念词是相对的，对象次取决于概念词，离开概念词我们就不知道对象词的取值范围。只有
当概念词和对象词组成有意义的结合，构成充实的句子才能判断其真假。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
以视为对象词和概念词。如“3 是一个数”“这里有3匹马”。
概念词有不同的等级。
涵义和所指
所指可能是相同的，涵义却可能不同，如昏星和晨星。如果用“=”表示语义上“同一”的关系的话
，就会出现复杂情况。如上例，所指相同，涵义不同。涵义相同时候对象也可能不同。如“我的老师
”这一表达式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来说就是涵义相同而所指不同。有的表达式可能有涵义无所指
。
涵义对于使用其的语言共同体中的人来说具有共同性和一定程度上的客观性。表象却是完全主观的，
个人的表象是私有的。与同一种涵义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的人的表象会有个各种各样的区别。如对战马
这一涵义画家骑士动物学家可能就有不同的表象。
一个专名所指是我们以它所表示的对象本身；我们由此而产生出来的表象则完全是主观的；在这两者
之间的是意义，意义尽管不再像表象那样完全是主观的，单页不是对象本身。三者间关系可以比喻为
用望远镜观察月亮时习惯弄成的那种关系。月亮时观察对象，月亮为所指，望远镜所显示的图像为涵
义，观察者视网膜的图像为表象。
一个专名有所指，一个句子也要区分涵义和所指。一个句子包含着思想（这里指思维的客观内容，它
能能够成为许多人共同拥有的东西）。这样的思想涉及涵义和所指两个方面。
一个句子意指的不仅是一个对象，而且意指对象的行为、活动或者表象方式，乃至诸对象之间的关系
。一个句子的所指随着它的复杂程度变得相当丰富。佛雷格没有像后来的维特根斯坦和罗素指出句子
描述事实和时态，但是他已经看到不但一个专名指向一个所指，而且一个句子也指向一个综合的所指
。这个综合的所指就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事实或者事态。
就佛雷格的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而言真值只包含了真假二值。佛雷格的逻辑只是针对外延逻辑而不是
内含逻辑。他再《涵义和所指》中分析了多种不同的内涵语境的句子，充分意识到内涵语境的复杂性
，但没有着手建立一个包含内涵语境的内涵逻辑。甚至没有使用过内涵语境等词语。但他的分析划定
了“句子的所指是真值”的使用范围——即外延逻辑。
“在每一个判断中，——并且无论它是多么自明的判断——都发生从思想层次到所指的层次推进的步
骤”“一个判断不只是对一个思想的把握，而且诶是对它真的认定”。要对一个句子真假进行判断就
要明白它的意思，搞清楚其含义，其所指，这就是佛雷格所说的对思想的把握。然后进一步追求，对
句子中词所指的究竟是否存在，句子所制成的东西状态、性质、关系是否符合事实，这就是佛雷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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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从句子思想的把握到认定它真值的推进。最求真就是努力从涵义推进到所指。

罗素：逻辑原子论
罗素一生哲学思想都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是其本体论方面的观点，不便的是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他
认为后者是重要的。罗素一再强调哲学的本质是逻辑。这里的逻辑是广义而言，指研究的知道思想和
基本方法——逻辑分析的方法。罗素遵循的哲学研究的原则有二：
(1) 亲知的原则

(2 )奥康剃刀和逻辑构成的原则
   亲知原则世纪认识论，奥康剃刀和逻辑构成原则则涉及本体论。亲知原则是认识论问题上的基本思
路。他主张一切只是必须以直接知识为基础，摹状表达式以及推论获得的知识都是间接的知识。我们
必须具有亲知的知识，然后才能对之进行摹状。因而人们通过摹状表达式获得的知识已经不是亲知的
知识，而是别人亲知知识为根据。而推论的可靠根据也归根到底是亲知的知识。可见亲知知识在他的
认识论理是一切知识的基础。
亲知知识在他的思想里前后不一。在《哲学问题》里，他谈到四种：
（1）�感觉材料。人们直接意识到的颜色、形状、硬度等。关于物体的桌子我们没有关于它的直接的
知识，我们的认识是由于对那些构成桌子现象的感觉材料认识而来的。我们可以怀疑桌子存在，但不
能怀疑感觉材料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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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过去经验的记忆。从记忆而来的直接知识，就是我们关于过去的一切知识的根源，没有它就
不可能凭借推论的来关于过去的知识。
（3）�内知觉。我们不但察觉某些事物，而且诶察觉到是察觉了它们。比如看见太阳，我们察觉到自
己看见了太阳。通过反省察觉到我们的心理活动。这类知识是自觉，是我们关于内心事物所具有的的
一切知识的根源。对于我们是否有对“自我”的亲知的知识，罗素仍然有所怀疑，他认为：每当我们
具有一个意识活动的时候，我们哟坠当下自己的意识活动以及对作为这个意识活动主题的自我的直接
意识；但是对那个贯穿于一切意识活动之中的，甚至当我们暂停意识活动都存在的统一的自我，罗素
倾向于否认对它的亲知，主张这是一种推论而来的知识。
（4）�某些共相。如颜色之类感性性质，空间、时间关系、相似关系、逻辑方面的某些抽象东西。之
所以主张能直观到某些共相，乃处于对关系直观的考虑。如能直观到甲物在乙物上面。位置关系、时
间前后关系、类似关系也是共相。他并没有给出能直观到的和不能直观到的共相之间明确的判别标准
。
   这四类亲知知识中，前三类是洛克等英国经验主义倾向承认的，第四类则为他们反对的。对共相的
直观是一种温和的柏拉图主义共相实在论立场。罗素哲学的新颖之处在于其奥康剃刀和逻辑构成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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