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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次接触哲学的人都会为其中的不确定性而苦恼。
每个哲学家都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观点和学说，这些观点和学说为一些哲学问题给出若干答案，而这
些答案常常彼此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
每一种答案都似乎有道理，从中作出选择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不能作出选择，如果每一种选择都是对的，学哲学，做哲学，这又有何用呢？
针对这种莫衷一是的局面，莱布尼兹提出了一个关于“通用文字（Characteristica universa）”的构想。
其基本思路是，用一种严格单义的符号串来表示思想，通过这些符号串的变换来表示推理和论证，这
样，在遇到意见分歧时，只需采用这种通用文字来进行计算，就可以确定谁对谁错。
如果这个设想能够实现，不仅哲学研究，任何一种科学研究都可以采取一种清晰严格的方式进行，并
且整个过程就像数学演算一样是可以公共判定的。
这个设想被公认为是分析哲学构想的最早形式。
可以说，分析哲学的研究工作很大一部分就是围绕着实现这个计划的方式方法以及可能性展开的。
这个构想到19世纪后期才由弗雷格和罗素作出决定性的推进。
他们建立了完整的现代的数理逻辑体系。
　　产生分析哲学的基本动机是，寻求一种清晰、严格，并且可以公共判定的方式来从事哲学研究。
分析哲学的基本动机决定了它的两个最基本的特征：①对语言的关注；②采取逻辑分析的方法。
如果莱布尼兹的设想成立，那么解决哲学问题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到对问题的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
只要找到了这种表达形式，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我们可以通过逻辑运算来寻求答案。
　　哲学的一个目的是要能够说服，说服自己，说服他人。
古希腊和古罗马有种论辩术，其中采取了某些以情感人的修辞手段；这种手段在分析哲学中无效。
读分析哲学文章，感觉会与读其他哲学文章很不相同。
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格尔，可以把他的文章看成是文学作品，但对分析哲学的文章却不能这样
看；你必须在里面看到论证（argument），才算看懂。
论证必须是非个人化的，没有感情色彩的。
有效的论证是你不得不同意的，无论你在感情上多么不情愿接受。
要反对某个论证，你必须给出一个新的论证，因此你和你的对手是通过论证建立哲学上的联系的。
这并不是说分析哲学不近人情。
论证提供的是手段，它可以保卫某种你寄予了无限情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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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会析哲学，做分析哲学，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分析哲学“不可爱”。
　　想从分析哲学中得到快乐，需要一种能在数学中看到美的眼光。
　　学会分析哲学，混个脸熟是行不通的。
要能够回到常识的层次，需要像雕刻家一样既能用艺术家眼光审视整体，又能把手中石匠的刻刀落到
每根线条的实处。
　　本书从教你如何“用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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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 哲学分析的技术基础　　本章介绍分析哲学处理命题的一般技术，领会这些技术是读懂分析哲
学文章的必要条件。
掌握了这些技术，会使我们的推理更为清晰严谨，从而有助于得到可靠的结论。
分析哲学是一门讲究训练和素养的学问。
以分析哲学的风格进行哲学思考，是一种可以学会的技艺。
这种技艺我们可以称为“哲学分析（philosophical analysis）”。
简单地说，哲学分析就是对一个研究主题进行细致的探究，以求弄清该主题的各要素，以及这些要素
间的关系。
　　应该说哲学分析是所有哲学思考的基础性的工作，是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经做过的一件事。
我们可以在像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这样的前分析哲学家的著作中看到这种分析风格。
那种思路上的明晰性和逻辑性是哲学分析的特有风格。
有的哲学史家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文风称为“伟大的枯燥”，就是对这种风格的一个侧面印象。
休谟对散文之美的某种追求抵消了这种印象。
不过，应当说枯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旦进入他们的思路，就会明白这种枯燥就像门外汉对数学公
式的印象一样，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包裹和掩盖了晶莹美丽的内核的缘故。
只要适应了分析思路的展开方式对智力的高规格要求，自然会领略到这种风格的伟大。
　　与这些前分析哲学家不同，分析哲学家自觉追求这种分析风格。
这种自觉性体现在，分析哲学为哲学分析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不仅仅停留在一种看似偶然获得的
方法论原则之上。
这种理论上的支持就是分析哲学所提供的语言哲学，就是关于语言以及语言如何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相
关联的系统观点。
这就使哲学分析落到了实处，落到了思想的表达方式进而思想本身的结构这样一个非常具体的层次。
因此，分析哲学家有资格对哲学分析在何种意义上是有效的进行评价。
就像历史上众多伟大的形而上学体系所遭遇到的命运一样，分析哲学也经历了从兴起到鼎盛再逐步走
向衰落的过程，但即使分析哲学的主要目标都一一落空，哲学分析仍是一门不会过时的技艺。
分析的方法以及用分析的眼光对待问题的思考风格已经渗透到英语世界的哲学深处，成为学术积淀的
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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