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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原本是想作为一个“导论”，而不是想对它所处理的问题作一个详尽的讨论。
有些结果直到现在为止只是对于精通逻辑符号的人才可以应用，但是将它们用一种给初学者最少困难
的方式陈述出来，这一点似乎还是可望做到的。
关于那些仍然受到严重怀疑的问题，我们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以避免武断，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努力支
配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题目的选择。
数理逻辑的初始部分比起它稍后的部分来没有那样明确地为人知道，但是这些部分至少和后面的部分
具有同样的哲学兴趣。
在以下诸章中所陈述的许多东西称之为“哲学”是不适当的，尽管它们所涉及的问题包含在哲学中如
此之久，以致关于它们还不曾有令人满意的科学存在。
例如，无穷与连续的性质就是这样，在早日它们属于哲学，现在却归在数学中。
在这个领域中所获得的许多确定的科学结果在严格的意义上或许不能认为是包含在数理哲学中。
在知识的边境上有一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至今还不曾得到比较确定的结论，人们很自然地期望数理
哲学来处理这些问题。
可是，除非我们认识了数学原理中比较科学的部分，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很可能难获结果。
所以一本讨论这些部分的书可以自称是一本数理哲学导论，虽则，除非它越出了它的范围，它很难声
称它所处理的是哲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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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显而易见，事实上关于一个类我们常常能够知道得很多，却不能列举它的分子。
没有一个人能够实际地列举尽所有的人，甚或只是所有的伦敦居民，然而关于这两类我们仍然知道得
很多。
这足以表明：外延定义对于我们关于一个类的知识不是必要的。
并且就无穷类而论，我们发现，对于仅仅生活在一个有穷时间内的生命，就是在理论上，列举也是不
可能的。
我们不能列举所有的自然数，我们说自然数是0，1，2，3，等等，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必须满足于“等
等”。
我们不能列举一切分数，一切无理数，或者任何其他的无穷集合。
因此我们关于所有这些集合的知识，只能从一个内涵定义得到。
当我们试作数的定义时，以上两点说明对于三方面都有关系。
第一，数本身形成一个无穷集合，所以不能由列举来定义。
第二，有给定的项数的集合本身可能也形成一个无穷的集合。
例如我们推测在这个世界上有无穷多的三个一组，也就是说，所有的三个一组又形成一个无穷的集合
，如若不然，世界上事物的总数将是有穷的，这虽可能，事实上似乎未必如此。
第三，我们希望有一种定义数的方法，使无穷数也成为可能，要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说出一个无穷
集合的项数，而这样一个集合必须由内涵来定义，或者说，由一个性质来定义，这性质是它的所有分
子所共有的，并且只为这些分子所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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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理哲学导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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