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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尽管对于欧陆现象学运动知之甚少，维特根斯坦还是在他于1929年年初重返剑桥之际独立地提出了一
个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
他的“现象学”观可以被归结为这样一个信条: 用一种所谓的“现象学语言”来再现被直接给予的现
象乃是可能的，而同样的任务则是日常—物理语言 ① 所无法胜任的。
但通过对于“予料” ②之本性的深入探索，维氏却不得不承认了: 再现直接经验的任何尝试都会不可
避免地牵涉到物理语言的表达式，且这种牵涉恰恰是以牺牲“现象学语言”自身的独立性为代价的。
这一发现最终导致了维氏对于“现象学”的放弃。
   本书的讨论将聚焦于维氏哲学转型期中的这一短暂却又意义深远的“现象学阶段”。
此项研究所依据的文献除了维氏正面表述其“现象学”立场的短篇论文《略论逻辑形式》以外，还将
包括在国际上最新公布的维氏转型期文献汇编《维也纳版本》，尤其是该丛书的第十一卷《大打字稿
》。
通过对于这些材料的解读，作者将向读者展现维氏在“现象学建构”与“现象学批判”这两个名目下
所先后展开的对于感觉予料表达式的研究路数。
本书所试图论证的要点可以被概括为:   （1） 维氏的“现象学阶段”可以被视为他关于“心理学的哲
学”的长期学术兴趣的发端点——这一兴趣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终点，却并未体现于其早年作品《逻
辑哲学论》之中。
   （2） 通过将“原子命题”解释为对于感觉予料的最简单的描述（而不是像《逻辑哲学论》那样回避
对于“原子命题”之所是的正面解说），维氏的“现象学阶段”乃是向我们展现了他该时期的哲学立
场与罗素的经验论版本的“逻辑原子主义”之间的令人惊讶的亲缘关系。
   （3） 通过否认任何试图用语言手段来标示或描述予料的企图，并通过对于予料自身的绝对性的展示
，维氏对于他自己的“现象学”观念的批判实际上乃是复活了他在《逻辑哲学论》时代就已作出的对
于“不可说性”与“可说性”的二分法。
在《大打字稿》中，这一二分法在他对于时间表达式、空间表达式与人称表达式的分析中得到了细化
，并导致了他对于“记忆时间”与“物理时间”的区分，以及对于“视觉空间”与“欧几里得空间”
的区分，等等。
   （4）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维氏对于“现象学语言”观念的拆解也可以被视为同一观念在被加以彻底
化后所导出的必然后果，因为这一拆解工作实际上乃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他在写作《略论逻辑形
式》时就已怀有的信念，即: 必须将物理系统严格地区分于在现象中被直接给予的东西。
换言之，维氏在这一拆解工作中所做的，只不过就是暴露了这一信念本身与对于现象之“可说性”的
坚执之间的固有矛盾罢了——而所谓“现象学语言”的幻相，亦正是导源于上述坚执。
   （5） 然而，根据维氏的本意，感觉予料与物理语言（作为唯一可能的语言）之间巨大的逻辑差异却
并不意味着后者与前者毫无关联，而只是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遵循着所谓的“原本—摹本”模
式，而遵循的乃是“屏幕呈现—胶片运作”模式。
后一种模式同时也就暗示了: 现象自身是可以在物理语言/物理系统中被唤起的（或者说，现象是可以
包摄于物理系统的）——尽管现象确然不可以被物理语言所描述。
   （6） 就这样，维氏便带领我们告别了那种已经过时了的、试图“完美地再现直接予料”的雄心壮志
，而由此开辟了这样一片新的思想天地: 这里既是所谓的“语法综观”工作的展开之所，同时也是他
自己的后期哲学的形成之域。
但是，由于还不太情愿立即放弃“现象学”这个术语，维氏毕竟还是在《大打字稿》中暂时地保留了
它，尽管此时“现象学”一词的含义已经被等同为“语法” 了。
而在《哲学研究》的文本中，甚至这种有限度的保留也被放弃了。
   （7） 本书认为，只有在透彻解读维氏在《大打字稿》中所作出的“现象学语言”批判的前提下，《
哲学研究》对于“私人语言”的批 判才能得到富有成果的理解（因为前一种批判其实就已构成了后一
种批判的雏形）。
根据本书的意见，“私人语言论证”的要点并不在于去否认感觉予料在我们关于感觉的语言游戏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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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的角色，而在于对于它们所扮演的角色之本性的重新认识。
根据维氏的意见，感觉无论如何也不是对应于语词的被指称物或是名称的意义之源，而是在特定环境
下被呈现出来的、具有绝对自明性的东西——同时它们也构成了使得我们关于感觉的语言游戏得以展
开的逻辑前提。
从维氏的这一论断中我们不难引申出: 像“我”、“现在（当下）”、“这”这样的索引词并非是对
于予料自身特征的提示，同时，去谈论现象的时—空形式与人格所有形式亦是误人子弟的。
   这样，支撑“私人语言”观的两块基石——“必定存在着只可被呈现给‘我’的私人予料”与“必
定可能存在着一种被特制出来的用以指称这些予料的词汇表”——就都被一一地摧毁了。
   （8） 在要点（7）的基础上，本书作者将向读者展示对于“私人语言论证”的传统解释错失要害之
处。
众所周知，对于该论证的流行解释策略就是将该论证与维氏对于“遵从规则”之重要性的强调联系起
来，因为据说规则是不能被私自地制定与遵守的。
但为这些解释者所忽略的问题，却是对于“为何被私自地制定与遵守的规则并非名副其实的规则”这
一要点本身的更为深入的说明。
为了说明这一“为何”，本书将带领读者回顾《大打字稿》对于“记忆时间”与“物理时间”的区分
，并在此基础上将“私人语言”的支持者之罪责指控为对于“规则”一词的误用，以及对于上述区分
的混淆。
   本书认为，只有在理解这一前提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将维氏对于“遵从规则”的强调熔铸到一个完
整的“私人语言论证”中去。
   （9） 最后，本书将向读者说明为什么后期维氏并不能被解释为一个粗俗的相对主义者，即只愿意承
认在一个特定共同体中被遵守的语言规则的相对效用，并主张在关于感觉的语言游戏中去删除感觉所
应占据的地位——因为维氏所拒斥的只是感觉印象的可说性，而非这些印象的存在本身。
或说得更清楚一点，根据维特根斯坦的标准，相对主义者的如下断言——“当一个颜色样本被给予一
个正常人的时候，他之所见当与他的相应行为毫无瓜葛”——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怀疑论表白，因此
该断言是无法在维氏针对怀疑论的攻击中得到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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