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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

内容概要

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考察了歌德尔的事迹，从献身基本理论的角度来讲述歌德尔的生平；下篇介绍了
科学与技术学中的概念、歌德尔与哲学、“分说”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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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

书籍目录

前言简称和参考文献年表上编　事迹第一章　专攻基本理论的一生第二章　库尔特&middot;哥德尔的
若干事迹第三章　年谱：中欧（1906－139年）第四章　年谱续：普林斯顿岁月（1940－1978年）下编
　思想第五章　引白第六章　科学与技术学中的概念第七章　哥德尔与哲学第八章　&ldquo;分
说&rdquo;第九章　把所有部分合为一体补编　原著第十章　数学文章第十一章　哲学文章中译本附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译后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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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

编辑推荐

　　《哥德尔》作者王是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早年在西南联大时就自学过哥德尔的初等逻辑完全性
证明。后来与晚年的哥德尔频繁往来，广泛交谈，亲笔录下为数可观的口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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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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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

精彩书评

1、首先，《哥德尔》不是仅仅关于哥德尔的传记，从此书的英文名就可知一斑。其次，作者王浩才
高八斗，哥德尔是他无比推崇的科学家，所以，想了解哥德尔的思想，想跟上天才们的思路绝非易事
。这不是一本通俗的科普读物，王浩不放过任何表达自己哲学想法的机会。还有，这是一本中文译著
，尽管作者是华人。苛刻一点，我觉得文字上不是非常流畅。总之，这不是一本容易看、有趣的书，
但却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特别对于逻辑、哲学、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学者。
2、搞科学的写出来的传记的确不是一般人所想象的。前半部分的生平有些罗列和堆砌的感觉，很多
细节前后多次重复。后半部分大概全书一半的篇幅与其说是在阐述哥德尔的哲学观点，不如说是在阐
述作者的观点。虽然如此，本书还是不失严谨和客观。估计看这本书的人多半也习惯了看学术论文，
所以对于此书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还是能够接受的。
3、---------- Forwarded message ----------From: oz.hoorayDate: 2005-12-15 上午7:15Subject: Fw: daily
quote&lt;2005-12-15&gt;To: bornvagabond.*******@spaces.msn.com  p6 献身于基本理论如何制约着一个人
的生活呢？在哥德尔，专注于理论就得决然疏远世事，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实践活动几乎概不介入。
集注于基本的东西意味着要筛选目标与承诺，以便聚精会神走好每段路程。指导原则也无非是活动类
型要少但质量要高。 p6 诚如读者所料，哥德尔向自己作出的大承诺也没有一概实现，换言之，他替自
己订立的大计划也没有全部完成。他没搞完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证明是一个出了名的事例。在哲学领
域他说过他从未得到他想找的东西。 p174 12月17日，恰好是他去世前4周，我前往他家探望他。他的
头脑依然敏捷，看不出有大病。他说：&quot;我失去作肯定判断的能力了，我只能作否定判断
。&quot; ---------------p142： 1936年11月30日，罗素开始设法在高研院谋一个职位。这场不成功的追
求很持续了一阵，得到爱因斯坦、维布伦、外尔的一致支持。最后，罗素总算在1944年5月归渡英国前
到普林斯顿过了一段（不属于任何部门）。在&quot;自述&quot;里，罗素声称：&quot;在普林斯顿，我
才相当好地了解爱因斯坦了。我总是每周去他家一次，跟他和哥德尔、泡利讨论&quot;，&quot;他们
三位都是犹太人和流亡者，&quot;；&quot;我不想哥德尔竟是个不掺杂质的柏拉图主义者，分明相信
天堂里卧着一个永恒的&quot;不&quot;，德性高的逻辑家也许能指望来世在那儿一睹它的芳容。&quot;
1971年布莱克维尔叫哥德尔注意这段话，哥德尔起草过一份始终未发出的答复，如下： &quot;谈到与
我有关的那段话，我不得不说，1）讲老实话，我不是犹太人（尽管我以为这个问题一点不重要），2
）那段话给人错误的印象，仿佛我跟罗素有过许多讨论，这绝非事实（我记得只有一次）。3）至于
说我的'不掺杂质'的柏拉图主义，它也并不比1921年罗素本人的柏拉图主义更'不掺杂质'吧，当时他在
《导论》中说'逻辑正如动物学一样是真正在谈论现实世界，虽然逻辑有更抽象，更一般这类特色。'
显然，那时罗素甚至在现世已经一睹'不'的芳容，只是他后来在维特根斯坦的影响之下决意不把它当
一回事。&quot; 王浩-哥德尔|reflections on kurt godel书不在手边，都是合作社拿过来的
4、这不是一本容易阅读的书，如果试图搞清楚其中的内容，至少要对20世纪的数学，数理逻辑和西方
哲学都有相当造诣。这压根不是一本科普读物。传主哥德尔以及作者王浩都是思想深邃而古奥的学者
，其中从数学到逻辑乃至哲学的深厚造诣不是我辈可及的。但是从逻辑和哲学的发展角度来看，这本
书似乎不是很时髦。可能对数学和计算机科学更有用，但今天的哲学特别是美国哲学的主流不是实在
主义，特别是看看蒯因、普特南等人。但是哥德尔却坚持实在主义的立场，并认为可以建构严密的哲
学的公理系统，这种骨子里的科学主义倾向恐怕很难和日益壮大的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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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德尔》

章节试读

1、《哥德尔》的笔记-第13页

        本页注4:1972年，哥德尔在某公开场合提出能否实际造一台“知道”自身程序的计算机的问题。这
个问题我从前也向自己提过。困难之一在于，为了让这个想法意思不太虚，说不到要把更不简单的想
法跟它扯在一起。近来我忽有所悟，逼近这问题的解未必不可思议，只要能设法模拟黑格尔《精神现
象学》中隐蔽的“合理内核”，也就是在多台计算机组成的世界里向“自知”推进。按理说，这样一
个规划有助于缓和人文学者和技术学者之间的敌对程序。shakespace在《无中生有的三个故事：名字》
中有与王浩相近的想法，“阿尔法”体内的“蛇”与“蜥蜴”两个逻辑单元融在了一起（《单子论》
第13），他从而明白，“我，与你们不同”。

2、《哥德尔》的笔记-第322页

        ⋯⋯据悉哥德尔觉得摘录他喜欢读的作品（康德、胡塞尔、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等等）很能画
龙点睛。例如，据门格尔说，30年代早期哥德尔给他看过从黑格尔一本书中摘下的一段话，“那段活
脱脱就是预见了广义相对论。”哥德尔也许保留了这类摘录，光是“发表这类文摘恐怕就要在哲学中
造成一场小规模革命”。可以设想，由精选的语录加上适当注释编排的集子也能相当有效地表达一个
人的广博见解，可惜我不知道有谁认认真真这么做过。⋯⋯

3、《哥德尔》的笔记-第126页

        “那一阵子，哥德尔比以往更迷莱布尼兹。”门格尔问哥德尔：“毁掉莱布尼兹的著作，谁会得
好处呢？”哥德尔答道：自然是不想让人民长知识的那些人。”门格尔说伏尔泰更适合当那些人的靶
子，哥德尔反问道：“有谁读伏尔泰著作长了知识了呢？‘后来（也许50年代，也许更晚），门格尔
跟摩根斯坦讨论起哥德尔为什么会有这种怪念头。摩根斯坦绘声绘影地说，哥德尔为了给自己的信念
摆证据，“有一天拉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搜集了一大堆真正惊人的材料。”材料分两种，一组
是精确无误地引过莱布尼兹已发表过著作的书和文章，另一组是被引过的丛书和文集本身。可是，他
们打了记号的著作统统莫名其妙的失踪了。“那份材料真正惊人之极”，摩根斯坦说道。

4、《哥德尔》的笔记-第299页

        “无形的手”的例证：宗教里不可少的一环便是设计信念以图按推进公益的要求把无数个人动机
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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