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维特根斯坦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维特根斯坦传>>

13位ISBN编号：9787308086141

10位ISBN编号：7308086143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英] 瑞·蒙克

页数：674

译者：王宇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维特根斯坦传>>

前言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形象散发着一种很特殊的魅力，他对20世纪哲学发展的巨大影响并未能完全
解释这种魅力。
即便很不关心分析哲学的人也觉得他惹人瞩目。
有写他的诗，有受他之感而画出的画，有为他的著作谱的曲，还有一本以他为主角的小说——几乎就
是一本文学化的传记[布鲁斯·达菲的《我见到的世界》（The World as I Foundit by Bruce Duffy）]。
此外，至少有五种关于他的电视片，无数写他的回忆录，而写回忆录的人经常只是略微认识他。
（例如，只见过他四五次的F.R.里维斯写了一篇十六页的文章，谈自己“对维特根斯坦的记忆”。
）出版过回忆维特根斯坦文章的，有教他俄语的女士，有为他的爱尔兰小屋运送煤炭的人，还有虽不
太认识他、但碰巧为他拍了最后一次照片的人。
这一切都像是跟产出维特根斯坦哲学之评论的现行产业各行其事。
但这一产业也在飞速进展。
一个最近的二手文献资源列出了不少于5868种谈他工作的文章和书籍。
这里头能使学术圈外人产生兴趣的很少，而且也同样少地谈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个性方面——正是
那一方面引出了上一段提到的那些作品。
看上去，对维特根斯坦的兴趣虽然很大，却不幸地分化为两极：独立于他的生活而研究他的工作的人
；受到他的生活的吸引，却理解不了他的工作的人。
我认为这种经验是普遍的：读了（例如）诺尔曼·马尔康姆的《回忆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A
Memoir），着迷于其中的那个形象，于是生出兴趣自己去读维特根斯坦的著作，结果却发现一个词也
读不懂。
必须说，有许多出色的介绍维特根斯坦工作的书籍解释他的主要哲学论题是什么、他是如何处理的。
它们未解释的是他的工作与他如何相关——主导他生活的精神上和伦理上的关切与主导他工作的貌似
很冷僻的哲学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
本书的目标就是为这条沟壑架上桥梁。
我希望同时描述他的生活和工作，从而说清这个人是怎样做出这种工作的，并显现出——许多读维特
根斯坦著作的人本能地感觉到的——他的哲学关切与他的感情和精神生活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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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瑞·蒙克所著的《维特根斯坦（天才之为责任）》完整的讲述了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事迹、思想
和学术成就。
本书真实展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性格变化、形成的过程，及其深刻的灵魂生活，不仅使读者了解其人
，还有助于读者理解他深邃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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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瑞·蒙克（Ray
Monk），南安普顿大学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数学哲学、分析哲学的历史，并长期致力于哲学家传记
写作。
1991年蒙克因《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获得达夫·库珀奖（Duff
Cooper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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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自我毁灭的试验场“撒谎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为什么要说实话？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最早的记录就是以此为题。
大约八九岁时，他在一个门口停下来想这问题。
他没找到满意的答案，下结论说：在那种情况下撒谎说到底没任何错。
后来他如此描述这件事：“这一经历，就算不是对我未来的生活方式有决定意义，至少也典型地体现
了我那时的本性。
”这件事在一个方面典型地体现了他的整个一生。
他之所以转向哲学，与（比如说）伯特兰·罗素不同；罗素转向哲学，是希望在之前只有怀疑的地方
找到确定性，而维特根斯坦，则是上述那种问题激起的强制倾向把他拽进了哲学。
可以说，是哲学找的他，而非他找的哲学。
在他的体验里，那个问题的两难是讨厌的侵扰和费解的谜，强加于他、俘虏了他，令他不能好好过日
常生活，除非哪天能用一个满意的解答将其驱除。
但在另一意义上，回答这一具体问题的那个少年是极不典型的维特根斯坦。
这回答轻易地接受了不诚实，根本上不容于成年维特根斯坦身上的令人既钦佩又敬畏之处：不留情面
的诚实。
恐怕也不容于他对哲学家之为哲学家的理解。
“称我为真之寻求者”，他曾写信对姐姐说（她在一封信里称他为大哲学家），“我就满意了”。
这件事意味着性格的变化、而非观点的变化——他一生许多次变化中的第一次；他的一生以一系列这
样的转变为界标，它们发生在危机的时刻，而维特根斯坦企求转变时抱着这样的信念：危机的根源是
他自己。
仿佛他的一生是一场与他自己本性进行的战斗。
他成就了的事情，通常都带着“不顾他的本性”的意味。
就此意味而言，终极的成就是对他自己的彻底克服——一种让哲学本身不再必要的转变。
后来，有人对他说G.E.摩尔孩子般的单纯值得赞扬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异议。
“我不能理解，”他说，“除非一个孩子也值得为之得到赞扬。
因为你谈的单纯不是一个人为之拼争的单纯，而是出自天然的免于诱惑。
”这评论暗藏着一种自我评价。
维特根斯坦自己的性格——他的朋友和学生在许多回忆录里都提到的那种强势、不妥协、支配性的个
性——曾是他为之拼争的东西。
年幼时，他的性情讨人喜欢和顺从——容易取悦、听话，以及（如我们已看到的）愿意牺牲真相。
他一生前十八年的故事，首先就是这个斗争的故事，是驱动这一转变的内部和外部力量的故事。
他——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出生于1889年4月26日，是哈布斯堡时期维也纳一个
最富有家庭里的第八个孩子，也是最小的。
家庭的姓氏和财富引得一些人以为他是德国贵族“塞恩-维特根斯坦”的族人。
并非如此。
这一家姓维特根斯坦不过三代。
路德维希的曾祖父摩西·迈尔取了这个姓，摩西是那个王族的土地经理商，1808年拿破仑法令规定犹
太人要有姓氏，于是他用了自己雇主的姓。
家庭内部有一种传言，说摩西·迈尔的儿子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维特根斯坦是某王子的私生子（那
位王子是维特根斯坦的瓦尔德克一族的，还是埃斯特黑兹一族的，则取决于传说的版本），但并无牢
靠的根据使这传说可信。
若考虑到以下情况，这故事的真假就更显可疑了：它的最早出现，似乎是家族面临纽伦堡法案努力为
自身重新归类之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努力是成功的）。
这故事对赫尔曼·维特根斯坦本人倒真挺相宜；他取“克里斯蒂安”为自己的中名，是刻意切割自己
的犹太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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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脱离了自己出生于其间的犹太团体，离开了出生地科尔巴赫到莱比锡生活；在那儿成功地做着
羊毛商生意，从匈牙利和波兰买进，向英格兰和荷兰卖出。
他选的妻子是一个显赫的维也纳犹太家庭的女儿，名叫芬妮.费格多尔，但1838年他俩结婚之前她也皈
依了新教。
19世纪50年代他们搬到了维也纳，那时维特根斯坦家大概已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
赫尔曼·克里斯蒂安甚至有了点反犹名声，他坚决禁止子女跟犹太人通婚。
这是个大家庭——八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们大体听从了父亲的意见，而且与维也纳新教专业阶层婚
配。
于是一个法官、律师、教授和牧师的网络建立了起来，若维特根斯坦家需要任何传统的专业服务，就
能以之为依靠。
这个家庭的同化如此彻底：赫尔曼的女儿竟问兄弟路易斯，她听到的他们有犹太血统的流言是不是真
的。
“纯种，米莉，”他回答，“纯种。
”他们的情况与许多其他有名的维也纳家族并无不同：无论怎样同维也纳中产阶级融合，无论怎样脱
离自己的出身，他们仍然——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是“彻头彻尾的”犹太人。
维特根斯坦家（不像比如弗洛伊德家）完全不属于任何犹太社群——除了在一个难以捉摸但很重要的
意义上，而在那个意义上整个维也纳亦如是；他们的教养与犹太教也毫无瓜葛。
他们的文化是全然日耳曼的。
芬妮·维特根斯坦来自于一个跟奥地利文化生活联系密切的商人家庭。
他们是诗人弗朗茨·格里尔帕策的朋友，是奥地利艺术家眼里热心而有鉴赏力的收藏者。
芬妮的族弟约瑟夫·约阿希姆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她和赫尔曼在其成长历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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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翻译此书，最初动念于张玲雅女士的无果提议，她也提供了至今有用的原书复印本。
此事之真有可能，则始终有赖于陈嘉映教授的教诲和支持。
原文中有极少数德文词，原作者未译，而以英文解说，中译保留德文词，译出英文解说，或也另加注
解。
翻译《逻辑哲学论》中的引文时，参考了韩林合教授的《〈逻辑哲学论〉研究》；《哲学研究》中的
引文照录陈嘉映教授的译文。
许许多多朋友给了我帮助、指点和鼓励，无法尽述。
特别是我的朋友曾健，他帮忙译出了几乎全部德语人名和地名。
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我请教了作者蒙克，蒙克教授很友好地逐条答复，而且回信神速。
当然，遗留下的错误都由我负责。
我必须感谢受够了我的编辑朱岳、罗丹。
王宇光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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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蒙克的《维特根斯坦传》丰富、深入、好读，公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最佳传记，在我看，实是思想家传
记中少见的佳作，不仅向我们展现了这位伟大思想家的深刻的灵魂生活，而且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哲
学思想。
译者王宇光中英文俱佳，不辜负原著。
　　——陈嘉映蒙克的这本传记运笔深透，对普通读者也丰盛可口⋯⋯一个美妙生命的一幅美妙肖像
。
　　——《卫报》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维特根斯坦传>>

编辑推荐

《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生平传记。
与其他相关传记不同的是，《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较多的设计到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和个性方
面，因而不只是维特根斯坦的研究者，普通对哲学感兴趣的读者也能从中获得丰富、深入的阅读体验
。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维特根斯坦传>>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