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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本书中，我打算结合我自己对哲学大厦及其众多分殿的构想，来讨论库尔特·哥德尔的哲学观点。
我从哥德尔和我之间的实际讨论人手，拓展了“对话”一词的意义，让它包含了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是我持续不断的反思，另一方面是现有的相关文献，有哥德尔自己写的，也有他人谈论哥德
尔的。
在我自己不断演进的思想框架中，我希望以这种方式达到对哥德尔的生活与思想的融贯一致的理解，
同时重组并完成我们之间实际的讨论，引申出它的种种含义。
因此，这个方案已明显地融入我自己的思想追求，我一直追索对事物有一种全面的看法。
    本书是我的《哥德尔》一书的续篇，那本书于1986年6月完成，1987年出版。
旁的内容且不谈，本书的一个企图是比先前那本更明白地展示哥德尔的生活和著作。
我起初志在整理我们内容广泛的对话，把我间断混杂的记录连缀成篇。
但这比我原先料想的要艰难得多。
随着工作继续、时间推移，我越来越感觉到我是在按照残破扭曲的图样拼一个巨大的谜图。
为了弄明白问题，我查找哥德尔的原文，但他一大部分未发表的笔记隐藏在加贝尔斯贝格
（Gabelsberger）速记体的后面，尚未面世。
为理解他对莱布尼茨、康德、黑格尔、胡塞尔和爱因斯坦的评论，我也研究他们的有关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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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浩（1921—1995），美籍华裔数学家、逻辑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
1921年生于山东济南市。
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数学系。
1945年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哲学系毕业。
曾师从金岳霖、王宪钧、沈有鼎等。
1946年赴哈佛大学留学，师从蒯因（W．V．O．Quine），两年时间即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在哈佛短暂教学之后赴苏黎世与贝奈斯（Pau1 Bernays）一起工作。
1954--1956年，在牛津大学任第二届约翰-洛克讲座主讲，又任逻辑及数理哲学高级教职，主持数学基
础讨论班。
1961—1967年，任哈佛大学教授。
1967--1991年，任洛克菲勒大学逻辑学教授。
20世纪50年代初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后又被选为不列颠科学院外国院士。
1983年，被国际人工智能联合会授予第一届“数学定理机械证明里程碑奖”，以表彰他在数学定理机
械证明研究领域中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著有《数理逻辑概论》、《从数学到哲学》、《哥德尔》、《超越分析哲学》等
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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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哲学家应该大胆对事物进行概括，而不顾任何禁令：沿着较低层次的方向行进，又沿不同的方向
以唯一确定的方式进行概括。
　　——哥德尔　　哥德尔自信的哲学观点——特别是他对于数学的客观性的坚持——不但于他本人
有益处，而且也为人类带来了好处，因为它们为他宏伟的数学结果提供了根基。
另一方面，他的不受限制的概括的信念，则引导他到达了我——和其他许多人——不能跟随的地方。
　　——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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