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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译自《维特根斯坦1930-1932年剑桥讲演录》（Wittgenstein’s Lectures，Cambridge，1930～1932）
和《维特根斯坦1932-1935年剑桥讲演录》（Wittgenstein’s Lectures，Cambridge，1932-1935）。
这两本笔记虽然是维特根斯坦的学生根据讲演记录以及维特根斯坦本人的一些备课笔记整理而成的，
但在维特根斯坦思想研究中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是因为，其一，它们原始地记录下了维特根斯坦在他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思考的问题，以及他
在向学生们作讲演时思想发展的轨迹。
这些都是维特根斯坦整个思想中的重要内容。
其二，这些笔记真实地反映了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风格和讲演魅力，人们从中能够感受到维特根斯坦
在讲演时的思想变化。
因为，尽管维特根斯坦在讲演之前都对所要讨论的主题深思熟虑过，但事实上，他的每次讲演又是对
这些主题的重新考虑，因而每次讲演都是一次新的讨论。
所以，真实地记录下他对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讲演，就是记录下他的思想发展过程。
这两本讲演笔记所持续的时间从1930年到1935年，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转折的重要时刻。
1929年初，维特根斯坦重返剑桥，重新开始了他的哲学研究工作。
1930年初，在尚未被剑桥大学正式接纳为研究员时，他就应邀开始了他的关于语言、数学和逻辑问题
的讲座。
他最初的计划是每周一次，后来又增加了一次讨论课，专门讨论在正式课程中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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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维特根斯坦剑桥讲演录》记录了1930年至1935年维特根斯坦在剑桥所作的讲演，内容涉及语言
、数学和逻辑问题。
这些笔记原始地记录下了他的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思考的问题，以及他任向学生们作演讲时的思
想发展轨迹。
这些都足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整体中的最要内容；同时，这些笔记真实反映了维特根斯坦的思考风格和
讲演魅力，人们从中能够感受到他任讲演时的思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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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译者：周晓亮 江怡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20世纪哲学外最再要的人物之一，语言哲学的奠基人。
他经过长期的努力，在不同时期建立起两种极具独创性的思想体系，每一体系部具有一种精致而有力
的风格，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哲学，这两种思想体系分别以《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为经典著述
，而在不同时期之间所发生的思想转折，同样颇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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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维特根斯坦剑桥讲演录1930—1932致谢引言维特根斯坦的讲演系列A和系列B的日程表系列A，1930年
系列B，1930—1931年系列C，1931—1932学年杂记维特根斯坦剑桥讲演录1932—1935编者前言第一部分
1932—1933年哲学讲演第二部分 黄皮书(选段)1933——1934第三部分 1934—1935年讲演第四部分 为数
学家的哲学1932—1933年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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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当我说几何直线把它们连接起来，我只是改变了对它们一一对应的标准的表达。
我们并没有提供某个标准，去判定这两个类是否是数目相等，因为我们可以把“一条几何线连接两个
点”翻译为“说在它们之间画出一条实线是有意义的”。
如果“A的数目=B的数目”这个陈述是指“说做出一一对应是有意义的”，那么这种对数目相等的断
定就是一个语法命题，没有说任何有关实在的事情。
说10×10=2×50，只要这些单位在几何学上是相互对应的，这就是断定了一个语法命题；它与世界无
关。
说几何直线连接着点，这种说法的魅力在于，我们似乎是说这里存在着某种对应。
但关于几何线的陈述并没有对实在说什么。
它的意思并不是指存在着一个对应，而毋宁是指，说存在一个对应是有意义的。
罗素的理论就像这种用几何直线对对应的类似说法，也显得好像已经存在着对应，而且是在实验判定
之前就已经存在了的。
这似乎是说，我们把类的数目相等问题还原为这样的问题：“它们是对应的吗？
”而在这之前，这个问题并没有在实验上得到解决。
让我们再看一下“能够”一词在“能够对应”中的用法。
假定两点据说可以用它们之间画出的线连接起来。
而一个人是否可以这样做，则取决于某些条件——他没有被杀死，这个表面没有消失，等等。
我们对某些条件有兴趣，而对另一些条件则没有兴趣。
（假如所有英国人的鼻子都可以与德国人的鼻子连接起来。
如果德国人拒绝了那会怎么样？
对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有兴趣。
）那么哪个是我们感兴趣的条件呢？
假定一个人将活着，而且没有人妨碍他，那么还有什么条件能使他画出这些线呢？
有意义的似乎并不是物理上的条件；因为我们说，无论物理条件是什么，都可能在两点之间画出线来
。
所谓的“可能”，我们是指逻辑上的可能。
那么这里所要寻求的可能性现象在哪里呢？
只是在我们所使用的符号体系中。
逻辑可能性的本质，就是语言中所制定的东西。
而所制定的东西，则取决于事实，而不是事实使之成为真的或假的。
证明符号体系的正当性的东西是它的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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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维特根斯坦剑桥讲演录》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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