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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云南大学迎来９０周年华诞的时刻，我们谨以人文学院哲学系的名

义献上这朵闪烁着哲思光泽的小花，以此表达本系全体同仁对学校生日

诚挚的祝贺！９０年春华秋实，９０载风雨兼程，云南大学近一个世纪的坚

实步履和凯歌奋进，承载了数代云大人的光荣与梦想，值得每一个云大

人为之振奋和骄傲。

云南大学哲学学科具有深厚的学科渊源和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文史等科系的建立，哲学学科作为人文基础学科

的核心内容之一，便开始伴随文史等学科的发展而一同发展。刘文典、

冯友兰、钱穆、牟宗三等一批著名的哲学大师曾先后在云南大学执教，

开启了我校哲学研究和教学的先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云南大学组建了

以哲学学科为基础的政治系，正式设立哲学专业；１９９９年以政治系为主

体组建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成为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系；２００５年学校

进行院系结构调整，哲学系带着１个本科专业、３个硕士点转入新组建的

人文学院。几经分合，历经辗转，哲学系始终保持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教

学科研单位———系———的建制，迄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１９９９

年哲学系获得伦理学硕士学位授权，之后又获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科

学技术哲学、美学、宗教学等硕士学位授权，２０１１年顺利获得哲学一级

学科硕士学位授权。到目前为止，哲学系已招收本科生５０余届，招收硕

士研究生１５届，培养了近２０００名哲学专业高层次人才。几十年来，教师

中涌现出了赵仲牧、张尚仁等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哲学家；学生中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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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批国内知名学者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为国家和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与文化事业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直到前几年，云南大学还是云南省

唯一招收哲学专业本科生的学校。经过几代人的艰苦拼搏和不懈努力，

云南大学哲学系筚路蓝缕，风雨砥砺，在祖国的西南边疆构筑并坚守了

一片人类精神的高地，而今，正以坚定豪迈的执着和前所未有的信心，

向着建设高水平专业哲学系的目标迈进。值此学校９０周年庆典，谨代表

哲学系全体同仁，向为云南大学哲学学科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的各位前辈和师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向关心支持云南大学哲学学科

发展的学界同仁、校院领导、各位系友、各界人士，致以最热忱的感谢！

云南大学哲学系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朝气蓬勃的系。全系现有教

师２２人，平均年龄不到 ４０岁，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达总教师人数的

９１％，多名教师还有海外学习经历，教授、副教授占５４５％。教师的学

缘结构优良，分别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

武汉大学、浙江大学、吉林大学等国内名校，专业背景覆盖了哲学的８

个二级学科，为哲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队伍基础。近年

来，这支年轻的教学科研团队，在教学方面，他们本着对专业和学生负

责的精神，兢兢业业，甘于奉献，赢得了学校有关方面、校院两级教学

督导和广大同学的高度评价，１名教师获得宝钢优秀教师奖、省级教学名

师和校级教学名师称号，并被授牌设立教学名师工作室，２名青年教师获

得学校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赛一等奖，１名教师获得二等奖；哲学系开设

的多门课程入选校级精品课程，其中素质品牌课 “哲学与人生”获得省

级精品视频公开课立项并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选题，多名教师获

得过省级和校级教学成果奖。在科研方面，他们带着振兴云南大学哲学

学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辛勤耕耘，埋头钻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目前全系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５项，省级、校级科研项目多项，出

版高质量学术著作１０余部，在 《哲学研究》 《光明日报》 《哲学动态》

《外国哲学》《道德与文明》 《吉林大学学报》 《学习与探索》 《思想战

线》等高水平学术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论文被 《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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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多人次获得省部级

以上科研成果奖励。在社会服务方面，他们怀着哲学固有的人文关怀和

精神追求，奋力开拓，积极介入，以面向社会公众开设讲座的形式，通

过理性的反思和批判，理想的塑造和引导，将哲学的智慧和境界、思维

和方法，推向了机关、企业和学校。与此同时，全系同仁清醒地认识到，

由于哲学系原有的起点相对较低，基础相对较差，目前学科发展水平与

云南大学的整体地位和发展战略还不相适应，学科、专业、学位点建设

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必须以时不我待、急起直追的精神和干劲，加倍

努力做好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为实现我校建设区域性高水平研究

型综合大学的战略目标做出本学科应有的贡献。

本论文集既是向母校９０周年校庆的献礼，也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近年

来我系学术研究成果的窗口，同时也想借此机会向所有关心支持云南大

学哲学系的前辈、系友、领导和朋友作一个汇报。收入论文集的论文，

涉及哲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

民族文化哲学等多个二级学科领域；从论题来看，既有深邃的学理思考，

又有重要的现实追问；从方法上讲，既有精微的概念辨析，又有深刻的

理性批判，充分体现了本系作为专业哲学系鲜明的学科背景和思维特点。

需要说明是，为了保持每位作者原文的个性和风格，我们在编辑时，本

着尊重作者观点和思想的原则，未对文章的内容作任何改动，只是在栏

目设计、文字表述、引用规范等方面作了一些技术上的处理，以期通过

本文集的出版，真实地反映我系教师的学术水平和实力。惟其如此，本

文集难免也存在主题多样，部分之间不均衡，行文风格欠统一的问题。

此外，本次刊发的论文，除少数在学科重要刊物上发表过之外，多数都

是首次面世，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论文集的原创性和学术价值。

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 “人民

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时代、任何

民族都不能缺失作为 “庙里的神”的哲学。在功利主义泛滥、工具理性

盛行、世界祛魅、上帝退位、存在遗忘、人被连根拔起、商品大潮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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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角落的当下，更需要激活 “密涅瓦猫头鹰”深沉的理性和冷静的思

索，更需要高扬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虔诚信念与使命担当。

黑格尔说：“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于精神力量的信仰是研究哲学的第一个

条件。”一定意义上讲，选择了哲学，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方

式。或许我们关注的问题，显得有些迂阔和 “不合时宜”；或许我们的生

存境遇，显得有些孤寂和冷落，然而，我们不会因此放弃对真善美的追

求，将一如既往怀揣 “自知无知”的谦逊和 “仰望星空”的情怀，坚持

思想的事业，固守精神的家园。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感谢学校和人文学院对论文集的出版所给予

的资助，感谢云南大学出版社，尤其是本书编辑万斌先生为本书顺利出

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的团队还很年

轻，编辑文集的时间又很仓促，文中稚嫩和粗陋的地方在所难免，我们

真诚地期待方家和读者给予批评与指正。

《东陆之光·人文学院·哲学系卷》编委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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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概念研究的哲学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观

杨宝富

摘　要：维特根斯坦后期把自己的哲学规定为 “概念研究”。作为概

念研究的哲学对事实和概念进行了区分，并把目光投向关于这两者所作

的陈述的方式，即经验命题和语法命题的概念建构。概念研究通过 “语

言游戏”来达到这样的目标：让语法命题与经验命题各如其所是，让物

理学命题与心理学命题各如其所是，让描述性的语法命题与解释性的语

法命题各如其所是，最终反对以物理学命题的表达式为标准来攻击和改

造日常语言。在这个意义上，哲学 “让一切如其所是”。

关键词：概念研究　语言游戏　家族相似　语法命题　经验命题

人们通常把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称为 “治疗型”的哲学，以凸显

他对传统哲学问题的看法：哲学问题不过是一些由于误用日常语言的表

达式而产生的思想疾病，而他的哲学的目的就是治疗这些疾病。这种看

法本无可厚非，也确实有实可稽。然而，我们认为，“治疗型哲学”这一

说法诚然表达了他的后期哲学的某种甚至也许是十分重要的特征，但还

不足以比较完整地表现他的哲学观。要比较全面地表现他的哲学观，必

须从他对现象与语言或概念与事实所做的基本区分入手，这样才能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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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学观与传统哲学观之间的区别更显豁，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他的后期

哲学的旨趣——— “让一切如其所是”。因此，必须把他的哲学观理解为

“概念研究”，换言之，在维特根斯坦后期他的哲学就是一种 “概

念研究”。

一、“概念引导我们进行探索”

维特根斯坦在 《哲学研究》以及与该书相关的 《蓝皮书》和 《褐皮

书》中提到，他的哲学探究是一种 “概念研究”，或是 “语法考察”，其

实质是：“概念引导我们进行探索。”

概念研究的诞生地和秘密在于对语言和事实的区分。他强调要区分

现象、事实与语言、语法、概念，并要求把目光投向语言本身：“我们的

眼光似乎必须透过现象本身：然而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而是人

们所说的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

的方式。”［１］６４所谓 “现象的可能性”也就是 “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

式”，泛而言之，就是语言、语法和概念。他指出 “我们的问题不是因果

问题而是概念问题。”［１］３１７ “概念引导我们进行探索。概念表达我们的兴

趣，指导我们的兴趣。”［１］２３５ “……我们是在处理概念规定性。概念迫来。

（你不可忘记这一点）”［１］３１８ “我们不分析现象 （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

（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分析语词的应用。”［１］１８１一方面他说要回到语言

本身，把目光投向语言本身，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强调：“对我们有重要

意义的全部事实都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２］６ “我们对隐藏起来的东西不

感兴趣。”［１］７６这不是说，维特根斯坦所需要的事实已经足够，而是说，事

实的多少与这种概念研究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概念研究要面对的是概

念，而非事实。

概念研究面向概念，但并不是研究所有形式的概念，它特别关注的

是日常语言的概念和语词的日常用法，更确切地说，是与日常语言具有

家族相似性或亲缘关系的 “语言游戏”的用法。维特根斯坦的概念研究

实际上是通过语言游戏来进行的，或者说，概念研究就是对语言游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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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概念研究之所以是对语言游戏的研究，乃是因为，概念研究的目标

是治疗哲学的疾病，而哲学病的主要起源在于，“只用一类例子来滋养思

想”［１］２４１。也就是，哲学家们由于受自然科学的影响，用自然科学的表达

方式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误解了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的特点。因

此，要澄清哲学混乱就必须弄清楚日常语言的特点，所以，概念研究具

体地讲是对日常语言的表达方式和用法的研究。但是，日常语言的一个

根本性的特点使得概念研究不能直接考察日常语言并以此澄清哲学混乱

的根源，这个特点是，相异的深层语法被相似的表层语法掩盖了。在日

常语言中，大多数情况下，“一个词的含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１］３３。

但是 “在一个词的用法里，我们可以区分 ‘表层语法’和 ‘深层语法’。

使用一个词时直接给予我们的印象的是它在句子结构里的使用方

式。”［１］２６２深层语法却是处于语言之外的生活形式的惯例和习俗，它往往

被表层语法遮蔽了，不能在语言中发现。“我们意识不到一切日常语言游

戏的超乎言表的多样性，因为我们的语言的衣裳把一切都弄成一个样子

了。”［１］３５２也就是说，日常语言的表层语法的相似性或齐一性往往掩盖了

深层语法的多样性并诱惑哲学家去根据词的一个用法———往往是自然科

学的用法———进行类比，推测其他用法。可以说，正是日常语言自身的

这个特点诱发哲学家去攻击它：“我们的语言 ［日常语言］允许提出一些

不可能加以回答的问题。语言借助于表达式的那种易于使人牢牢记住它

们的那种力量诱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类比把我们的思想抓住，使思

想不可抗衡地与它一道被拉走。”［３］１４４为了避免这种攻击，概念研究就不

能直接通过日常语言本身，而必须通过语言游戏来发现哲学混乱的根源。

而语言游戏之所以能够起这种作用，乃是因为，语言游戏自身与日常语

言具有家族相似性。“这些语言游戏立在那里作为参照物，它们将通过相

似性及不相似性来帮助我们领会我们的语言是怎样一种情形。”［１］７７语言游

戏把日常语言的语词或概念的深层语法的相似性和不相似性变得清晰，

从而消除由于误解日常语言的表达式的语法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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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

然而，语言游戏不仅标志着一种与日常语言虽然有亲缘关系但毕竟

有区别的概念建构，它还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方法论概念。在维特根斯坦

那里，为了确定一个词 （例如，“理解”“阅读”“计算”等等）的意义

和用法，他就描述一些语言游戏，这个过程，既是引入语言游戏这种概

念建构的过程，也是进行语言游戏的过程，即语言游戏这种哲学方法之

应用于哲学研究的过程。维特根斯坦承认哲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并没

有单独一种哲学方法，但的确有哲学方法，就像有各种各样的治疗方

法。”［１］７８治疗方法是由疾病的性质所决定的，哲学方法作为治疗哲学疾病

的方法，也是由哲学疾病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在维特根斯坦看来，

哲学病主要是概念上的混乱，因此，哲学方法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实际

上是概念研究或语言游戏。

语言游戏的方法有多种。“综观”是主要的一种。“我们对某些事情

不理解的一个主要根源是我们不能综观各种语词的用法。———我们的语

法缺乏这种综观。……综观式的表现这个概念对我们有根本性的意义。

它标示着我们的表现形式，标示着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１］７５综观的方法

与描述的方法或 “看”的方法是一致的，都要求如其所是地看语词、句

子在语言游戏中的诸多用法，看到这些用法之间的相似性和不相似性，

也就是家族相似性。这种方法是与所谓 “想”的方法相对的。维特根斯

坦警告说：“不要想，而要看！”［１］４８因为，“想”或反思的方法往往让人

有一种本质主义的先入之见，在考察语词的诸多用法之前先假定这些用

法中有一种是普遍的或本质性的，而后去寻找这种真正的用法。具体讲，

就是以语词的某种深层语法，而且往往是物理学中的用法为标准，凭借

表层语法去推测其他用法。维特根斯坦所要求的综观地看待事物的方法

就是要消除任何成见，如其所是地看或描述语词的各种用法。综观虽然

是主要的概念研究方法，却不是唯一的方法。此外还有分析的方法、构

造的方法、划界的方法、指物定义的方法……所谓分析的方法亦即 “语

言定义”，用另一个表达式取代另一个表达式，从而达到澄清语词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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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清除误解的效果。例如， “一颗铁钉不能划破玻璃”这个命题里的

“不能”这个词既可以表示物理的不可能性———这时这个命题就是经验命

题；又可以表示逻辑的不可能性———这时这个命题就是语法命题。用这

样的表述很容易让人混淆经验命题与语法命题。为了避免或清除这种误

解，在表达一个经验事实时，我们可以对这个表达式进行分析，将它替

换为：“经验告诉我们，一颗铁钉划不破玻璃。”这个命题就成为一个明

显的经验命题，不会被人们误解为语法命题。［２］４９构造的方法就是，当不

能确定一个表达式的含义或意义时，先构造其他相似的表达式，例如，

人们如果对 “思想”这个词的用法不清楚的话，就构造一个表达式：“机

器会思想吗？”对此显然只能回答：“机器不会思想。”现在，我们可以肯

定，这个命题不是一个经验命题，而是一个语法命题，从而可以看清楚

“思想”这个词的通常用法：只有说到人，以及和人相似的东西，我们才

说他有思想。［１］１７４这样，说 “机器会思想”是没有意义的。划界的方法也

就是出于特定的目的下一个定义或规定一个用法。指物定义的方法是指，

通过指向一个名词的承担者来确定其含义。在这些方法中，除了综观或

描述的方法受维特根斯坦特别肯定外，其他方法都遭到他的批评，这造

成一种印象，似乎维特根斯坦只使用综观的方法。事实上，他之否定那

些方法，并不是否定它们的可能性，而是否定它们的必要性、唯一性和

本质性，也就是，他承认它们在一定情况下是非常有用的，可以起到确

定或澄清语词的含义、清除一些误解的作用，但它们并非在一切情况下

都有这种作用，更不可能为了确定含义就必须用其中的某一种。另一方

面，维特根斯坦虽然推崇综观的方法，但并不把它当作唯一有效的方法。

它的地位与上述其他方法是一样的，归根结底，它们都是概念研究的语

言游戏方法这个家族的成员。

显然，概念研究的对象是概念或语法，而不是事实；概念研究的方

法是对概念———语言游戏的综观、分析、构造、界定等等，这些都是以

语词、概念为手段进行的，既不是经验的方法，也不是实验的方法。我

们不可能通过经验的方法解决哲学的问题。例如，“如果我想考察此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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