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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言似乎需要像很多好心的朋友所劝说的那样请个名人或大家来做。
思量再三，除了想起了当年维特根斯坦为了《逻辑哲学论》的出版迫于出版商的压力请了当时已经是
名人的罗紊先生做序的故事，实在找不出逻辑上内在的必然理由，故放弃。
　　本书努力想表述一种关于无限的新理论，这种新思想又旨在减少人们认知过程中的一些失误。
本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成文于十多年前的几篇老文章及其说明，称为陈年老酒；第二部
分就称老酒新装。
其他该说的我想在书中都会说的，这里没必要重复。
　　那么，序中重点表达与本书相关的内心情感方面的致歉和鸣谢。
　　致歉：　　首先想对父母说：在人生的最旺盛时期，由于对数学哲学的过度痴迷，使自己的人生
道路显得有些杂乱，许多的选择会难以理解，有的选择甚至非常地对不起父母含辛茹苦的养育之恩，
在此深表自责和愧疚。
　　对爱妻：由于游离于现实和脱离现实的思考，有时会使生活变得莫名其妙，尽管自己已通过一点
聪明（非智慧）和努力担负了现实中一个男人的责任，但那是不够的。
对这种无形的也是无限的思考，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可以带来无限的乐趣，但那是天天生活在身边的爱
人所无法共享的，尽管自己已经在尽最大的努力在“形式”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它的存在。
这只能理解为一种自私，为此深表内疚。
　　对那些通过阅读本书而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或有所启迪的读者，我想说：本应该用再简洁一
些的一篇长一点的文章将思想整理表达出来，但却苦于时间和精力不济，也许有些冗余，也许由此多
浪费了读者的眼神，浪费了一些物理资源，在此深表歉意。
　　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个名为“水木同正”的企业谱写着一段“中华箭”的网络安全故事，那是以
我为领头的团队所开创的实业。
但是，由于我对本书及相关探索的挂牵，放弃了许多让人羡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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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思想日记的形式整理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关于数学哲学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主要是提出了一种
关于无限的新理论，原创了逻辑时间等新概念，这种新思想又旨在减少人们在相关认知过程中的一些
失误。
本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成文于十多年前的几篇文章及其说明，这些文章包括《自然数的
再思考(一)》、《自然数中的基本矛盾》、《实数的再思考》、《Cantor集合论是一种无限的数学吗?
——实数的再思考之二》和《无限的再思考》；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所要表述内容的一个更为全面
的重新表达，主要包括“关于数学哲学的狂想曲”、“康托尔新理解”、“新理论视野下关于数的一
个模型的速写”以及“逻辑时间”等几部分。
　　本书可作为对数学哲学、认知科学有兴趣的读者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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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2008年1月1日—1月8日) 缘起(2008年1月8日—1月16日) “早期的几篇论文”的整理及简要评
论(2008年1月18日—3月17日) 早期的几篇论文之一——“自然数的再思考(一)” 早期的几篇论文之二
——“自然数中的基本矛盾” 早期的几篇论文之三——“实数的再思考” 早期的几篇论文之四——
“Cantor集合论是一种无限的数学吗?——实数的再思考之二” 早期的几篇论文之五——“无限的再思
考” 早期的几篇论文之杂记 关于数学哲学的狂想曲：几点设想(2008年8月5日—10月28日) 浅谈数学哲
学的研究现状 杂谈数学哲学研究之意义、内容及出路 康托尔新理解——兼评康托尔的几个具体失
误(2008年10月8日—11月27日) 批判一：理念层面 批判二：具体知识层面 新理论视野下关于数的一个
模型的速写(2008年11月28 日(2009年9月25日重新开始)至2009年10月16日) 自然数 “不自然(非天然)的
”自然数 实数 逻辑时间 (2008年11月20日(2009年10月16日重新开始)至2009年11月28日) 逻辑“现状”
杂谈 从悖论的角度看 从逻辑时间的观点看“经典”逻辑——兼说排中律和反证法 逻辑时间延伸“无
限的再思考” 逻辑时间的没完没了——从数学哲学到认知科学 后记(201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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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根本上讲，Cantor的集合论不是一种无限的数学。
它的无穷总体存在的假设蒙骗了人们（也包括他们自己）使之以为它在研究无穷。
其实不然，这只是一种误解。
说它无限只是一种事后的哲学解释，并无内在必要性，对作为数学工具的集合论而言也并非必然。
否定无限的直觉主义、形式主义对它的攻击也由这种误解引起。
这场持续长久而又无多大结果的争论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敏锐的直觉主义等是拿着对无限的某种怀疑来批评实质“有限”的集合论者，而卓有成绩的多被称为
柏拉图主义的集合论者则是拿着他们的“有限”的数学以为自己已经有效地掌握了无限而对直觉主义
、形式主义对无限的疑惑不以为然。
显然，这是一场没有交点、不是争论的争论，没有结果也是必然之中。
　　这种结论是令人惊奇的，虽曾屡屡强烈告诫自己不能轻率地下这样简明的结论。
但通过对Cantor理论的几方面的考察，证实了这种想法。
它又是对数学中的对无限概念的一种误解（把有限当做无限）的探讨，因此显示着它的意义深远。
它涉及数学基础问题，而那种流行的以为数学基础问题已然不复存在、已然过时的观点，冷静地说只
是一种手足无措时的逃避策略，只能说是人们对久久争论不下、不容易得到结论的过程产生无可奈何
的厌倦，而并不是当初人们真正关心过的问题本身得到解决了。
数学本身是在很好地发展着，数学哲学也有更多的新问题涌现，但当初大师们的疑虑依然存在，只是
难出成果的困难使人们越来越少地问津而变得淡漠。
这种疑虑又正是企图从更深层次考察数学过程的思维特性，而恰恰正是由于这种更深层的内涵——追
寻的目标——还未被发掘、并未豁然出现，所以，对一个真正的良心来讲，从基础动摇的困惑阴影中
彻底解脱而可高枕无忧的时候并未真正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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