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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维特根斯坦》由丁大同编写。维特根斯坦一生致力于探寻人的深度生存问题，论究世界存在的真、
善、美，独具只眼“看”人的灵魂、上帝的意义。他在哲学、逻辑学、数学、伦理学、艺术理论、宗
教学等方面都取得了有影响的成果。作为追求不断创新的思想家，先后完成了《逻辑哲学论》、《哲
学研究》等著作，揭示那些的确存在但“不可说的、自己显示自己的神秘的东西”，这些都是现代世
界哲学中逻辑实证主义运动的经典。在他担任剑桥大学哲学教授时，听他授课的人都为他的魅力所折
服，“人们简直感觉他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维特根斯坦用自己的生命印证了一种人可享有的平
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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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大同，1956年生，天津市人。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南开大学哲学系。历任《道德与文明》编辑部
主任、天津社会科学院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信息处副处长。长期从事哲
学和伦理学研究，先后出版了《入学笔记》、《往日先锋》、《彼岸》、《维特根斯坦》和《国家与
道德》等著作，发表哲学和伦理学学术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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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富豪之子三、大学生活在中学，维特根斯坦的成绩并不好，大都处于中下水平。1906年中学毕
业后，维特根斯坦想成为一名工程师，于是他前往柏林的夏洛顿堡技术学院学习机械工程。1908年春
天，维特根斯坦从这所学校毕业。到了夏天，他到英国达比郡的格洛索普附近的高空风筝飞行试验站
用风筝做试验。同年秋天，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工程系注册为研究生，攻读航空工程空
气动力学学位。在大学里，青年维特根斯坦不苟地端坐在椅上，很帅气，目光坚定而执着。有时，穿
着灰黑色的大衣行走在街头。在大学里，他学习飞艇制造和一些有关空气动力学的课程，还自己制作
过一个飞机发动机，这些工科训练为他后来自己动手给姐姐设计住宅时打下了基础。在他从事航空学
的学习和研究中，主要还是从机械原理入手，致力于实用机械的开发，先是进行风筝飞行试验，转而
制造一架供飞机用的喷气反冲推进器。最初，是发动机吸引着他，但很快他就埋头于推进器的设计。
这实际上是一项数学任务，为了彻底搞清螺旋桨的原理，同时出于对数学基础的兴趣，维特根斯坦开
始注意论及数学基础的文献。有一次，他向一个人请教关于数学基础的问题，这个人向他推荐了1903
年问世的《数学原理》。这本书是伯特兰·罗素与怀特海合写的，维特根斯坦阅读了这部书后，受到
了极大的影响。也是这本书引导他研究了戈特洛布·弗雷格的《算术基础》。从这一时期起，维特根
斯坦的兴趣开始转移，首先转向纯数学，后来转向数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面临大学毕业的维特根斯坦
，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设计出路。他从《数学原理》这本书的附录中了解到，逻辑学家弗雷格在建立严
格的逻辑体系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在假期中，他专程到德国耶拿拜访了弗雷格。这位当时已有名望
的逻辑学家耐心地向前来拜访的年轻人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认真地听了这个初学者对逻辑的一些
看法，和他讨论了相关的逻辑问题。后来，维特根斯坦承认，在与弗雷格的第一次讨论中，弗雷格“
彻底驳倒了”他，这使他“感到十分沮丧”。但听到弗雷格说欢迎他再来以后，他才“又高兴起来”
。在这次会面交流中，弗雷格没有理解维特根斯坦对有关逻辑问题的新颖思考，也无法接受维特根斯
坦希望跟随他学习、研究逻辑学的请求。最后，弗雷格建议他到剑桥大学去找罗素。1911年初秋的一
个下午，德国耶拿城的火车站，耶拿大学数学系教授戈特洛布·弗雷格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系学
生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送行。在等候火车的时候，维特根斯坦随意提到对一个人的言行评价。这时
，弗雷格对他说：“你还没有弄清自己所使用的语词的含义，怎么能够使用它们呢?”从此，维特根斯
坦就对“语词的含义”深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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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维特根斯坦》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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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他把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2、维特根斯坦，一个哲学界的传奇人物。书还不错。
3、个人觉得写的有些简单
4、听说不错，买来看看
5、深渊，沟壑纵横的深渊！超越自我，追求形而上的灵魂！致敬
6、“不可言说” 与“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7、维特根斯坦的人生比他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有意思多了
8、家庭作业
9、是我想要的形式，对他个人有一定的介绍，同时也对他的思维有一定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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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维特根斯坦/大家精要》的笔记-第63页

        在维特根斯坦的伦理思想中，表达了一个看法：伦理是一个人的个性、生活态度以及他的行动，
因而具有意志这一明显的性质。

2、《维特根斯坦/大家精要》的笔记-第38页

        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东西“，因此说，”世界是事实的总和“。世界是事
实的总和，事实都可以分析成院子事实，原子事实由对象组成。所谓事实，即原子事实的村财。构成
世界的，是”那发生的事情，即事实，就是原子事实的存在“。”原子事实”包含着具有逻辑可能性
的事物，由于有逻辑性质，因此被称为“逻辑事实”。因之，“逻辑空间里的诸事实既是世界“。逻
辑空间中不仅有事实，而且允许”可能的师太“。他认为，复杂事态由原子事实组成。复杂事态是原
子事实的结合，这种结合必然合乎逻辑，但不一定真实存在，那些并不存在的事态是可能事态。在原
子层面上，没有可能的事态，因为这一层面上的”事态“不再是更基础事实的各种可能结合，也不是
事物的可能结合。

3、《维特根斯坦/大家精要》的笔记-第23页

        人的灵魂在时间上的不朽，意即它在死后也永世长存，这个假定不仅没有任何保证，而且尤其是
绝不会给人以他们总想从它得到的东西。我的永世长存难道就会把一个谜解开吗？这种永生岂非像现
世的人生一样是一个谜吗？时空中的人生之谜是在时空之外解开的。（这里要解开的可不是自然科学
的问题）
这段太有趣了，所以摘抄下来。就永世长存，灵魂不朽来说，这个观点非常有趣而且达观，从根本上
就否定了灵魂应永生，如果人不追求灵魂的永生，不纠结灵魂的来去，那么对于死亡也无所畏惧，而
能够更加专注于现世，宗教狂如果可以理解或者接受这点，也许就不会对宗教那么狂热了。

4、《维特根斯坦/大家精要》的笔记-第34页

        维特根斯坦的信仰，来自他对生命意义的寻求，希望能够在对上帝的信仰中获得内心的安宁。他
在笔记中说：“信仰是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所需要的，而不是我的远见卓识所需要的。并不是我的抽
象的头脑必须得到拯救，二是我的据哟情感的、似乎有血有肉的灵魂必须得到拯救。”
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是深受维特根斯坦敬仰的思想家，克尔凯郭尔认为，信仰是人所能达到
的最高美德，他坚持一种“单纯宗教限度内的理性“，宣称信仰在人性的发展中高于理性。在日常的
意义上，克尔凯郭尔认为人们靠单纯的信仰生活，而不是以理性作生活的指南。对于她的这一看法，
维特根斯坦是十分认同的，他说，”智慧没有激情。然而，相比之下，信仰却如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是
一种激情。“他写道：”信仰是一种激情“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维特根斯坦对宗教和上帝的看法（主
要是我并不信教），但是上述却颇让我有所感。尤其是“智慧没有激情和人们靠单纯的信仰生活而不
是以理性做生活指南”这2点。

5、《维特根斯坦/大家精要》的笔记-第21页

        维特根斯坦讨论死亡问题，是为了说明参透人生真谛的人事处在无所畏惧状态之中的。面对死亡
也是如此，因为生死处在时空之中，而人生真谛则在时空之外，是超越于生死的。这段我有些不明白
。维特根斯坦认为人生就是当下，所以不应恐惧死亡，死亡意味着当下的结束，当下幸福的人自然感
觉不到死亡的恐惧。这个我明白，但是这个“生死在时空之中，人生真谛在时空之外”有些玄妙了。
人生真谛是否意味着我们平常所说的超道德？人类所追求的东西？永恒存在的东西？生死是和永恒分
割开的，是这个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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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钻牛角尖了。

6、《维特根斯坦/大家精要》的笔记-第78页

        在《1914-1916年笔记》中，维特根斯坦说：假定人不可能行使自己的意志而必须忍受这个世界的
而一切苦难，那么有什么会是他幸福呢？人既然不可能逃避这个世界的苦难，他究竟怎么可能是幸福
的呢？恰恰是通过知识的生活。善的良心乃是知识生活所维护的幸福。知识的生活乃是幸福的生活，
尽管有世界的苦难。在维特根斯坦看来，知识生活是对善有了认知和体悟后，生成了人的“善的意志
“，这一意志保证了人不作恶，产生了对善的意志的形式的要求，善的意志本身是人这一主体与世界
相一致，从而世界变得更加善。听起来很美好，是”人为何要来到世界上“与”人的幸福为何“的另
一种解释，但是未免有些冷冰冰，太过理性。有多少人在生活中秉持这样的想法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人毕竟还是情感的动物，不可能完全控制诸多自然而然生发的情感。不过联想到维特根斯坦本身的宗
教倾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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