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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只要将本书第二版与第一版的目录随便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既有重大差异，又有许多
重复之处。
总的说来，这一选本是由两种力量促成的。
（1）第一版的使用者（以及第二版的可能使用者）的评论；（2）我们自己对这门学科在过去二十多
年间的进展方向的认识。
　　我们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
他们指出了自己所认为的第一版中哪些内容有用，哪些内容不大有用，并指出他们觉得哪些内容可以
加进书中。
由于人数众多，恕不一一道谢。
他们的意见非常宝贵，虽然选择内容的任务主要仍在我们身上。
　　不用说，我们原可以简单地重出第一版，再补上一本第二卷。
但是我们想两卷书费用过高，会影响读者购买，遂打消了此意。
于是不得不作出妥协：重新选编一本书，删去一些原有的内容，另外增加一些新内容。
对于很多删除的材料（最显著的是维特根斯坦的材料和“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来说，由于它们大都
很容易获得，删除了也不会觉得有多少损失。
其余内容则不是如此。
选择新材料相当困难，因为这些年来，无论是有关的半技术性的成果方面，还是哲学研究方面，都是
特别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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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学哲学讨论了数学基础问题、解释数学真理的本性。
本书以“数学基础”、“数学对象的存在性”、“数学真理”和“集合概念”四个部分，是数学哲学
的经典文章选编。

    读者对象：供研究数学哲学的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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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第一类二律背反已被简单类型论所消除，而第二类二律背反则不会在逻辑中出现，拉姆齐宣
称分枝类型论连同可归约性公理都是多余的。
　　那么，罗素使类型论分枝的第二个理由即恶性循环原则究竟如何呢？
这个原则，即“一个总体不可包含只能用这个总体来定义的部分”，也可称为一道“对非直谓定义的
禁令”。
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它所属的总体来加以定义的，那么这个定义就叫做“非直谓的”。
（“非直谓的”（impredicative）这个概念与前面所提及的“不可谓的”（impredicable）伪概念无关。
）罗素规定这道禁令的主要理由是他相信这禁令一经违犯，二律背反便会产生。
在罗素之前的庞加莱及以后的魏尔也从略有不同的立场反对非直谓定义。
他们指出一个非直谓地定义的概念由于它的定义中的循环性而没有意义。
用一个例子或许能使这事情更清楚些：　　我们能定义“归纳数”的概念（这相当于包括0在内的自
然数的概念）如下：一个具备的所有遗传性质的数叫做“归纳的”。
如果一个性质只要属于数n就总属于数n+1，则这性质称为“遗传的”。
以符号表示：要表明这个定义是循环的和无用的，人们通常论证如下：在定义项中出现了“（f）”这
表达式，即“对于（数的）所有性质”。
但是，“归纳的”这性质属于所有性质的类，这个正要被定义的性质已经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出现在定
义项中，因而是用它本身来定义，这是一种明显地不可允许的程序。
人们有时声称，一个非直谓地定义的概念的无意义性，当你试图确定这个概念对于某一个别情况是否
成立时，便看得最清楚了。
例如，要确定数3是不是归纳的，按照定义我们必须审查每一个属于0的遗传性质是否也属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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