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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罪》

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的是维特根斯坦生活和思想中最富于魅力的一个侧面，即维特根斯坦本人最为专注，而长期
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伦理和宗教问题。通过集中研究维氏思想的这一方面，作者分析指出了其关于逻
辑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对于维特根斯坦，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双重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像其他行为与
态度一样，语言的使用和逻辑推理所强加的责任既带来了回报，又带来了风险，罪由此产生。正如维
特根斯坦回答罗素时所说，逻辑与罪，两者都是。本书是西方英语学界第一个正面处理维特根斯坦宗
教意识的著作，分析细致，材料翔实，具有相当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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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内容简介
本书研究的是维特根斯坦生活和思想中最富于魅力的一个侧面，即维特根斯坦本人最为专注，而长期
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伦理和宗教问题。通过集中研究维氏思想的这一方面，作者分析指出了其关于逻
辑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对于维特根斯坦，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双重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像其他行为与
态度一样，语言的使用和逻辑推理所强加的责任既带来了回报，又带来了风险，罪由此产生。正如维
特根斯坦回答罗素时所说，逻辑与罪，两者都是。本书是西方英语学界第一个正面处理维特根斯坦宗
教意识的著作，分析细致，材料翔实，具有相当的原创性。
作者和译者简介
作者PHILIP R. SHIELDS，1991-1993年是Carleton学院哲学系访问副教授，1993年至今是Beloit学院哲学
和宗教系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哲学博士（1991），该书即是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相关论
文有，“理性动物的相关评论”（奥地利维特根斯坦研究2000年39期）、“维特根斯坦阅读弗洛伊德
的视角：无意识的神秘”等。
译者黄敏，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译文精到流畅，翻译过程中增添了一定的译者注，用力尤深。
—————————————————————————
中译本前言（刘小枫）
前  言
缩  写
第一章　　　 序言：逻辑与罪
第二章　　　 界限
第三章　　　 可畏的审判
第四章　　　 罪之幽灵
第五章　　　 写给上帝的荣光
参考文献
汉英对照索引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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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译本前言前言缩写第一章 序言：逻辑与罪第二章 界限第三章 可畏的审判第四章 罪之幽灵第五章 写
给上帝的荣光参考文献汉英对照索引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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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与罪》研究的是维特根斯坦生活和思想中最富于魅力的一个侧面，即维特根斯坦本人最为
专注，而长期以来为学界所忽视的伦理和宗教问题。通过集中研究维氏思想的这一方面，作者分析指
出了其关于逻辑与宗教关系的观点：对于维特根斯坦，道德上和智力上的双重义务紧密联系在一起，
像其他行为与态度一样，语言的使用和逻辑推理所强加的责任既带来了回报，又带来了风险，罪由此
产生。正如维特根斯坦回答罗素时所说，逻辑与罪，两者都是。《逻辑与罪》是西方英语学界第一个
正面处理维特根斯坦宗教意识的著作，分析细致，材料翔实，具有相当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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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深奥
2、我想知道是翻译的不好还是本身这本书就这么难懂....
3、罪恶在西方是被逻辑地推演建构起来的。真有不少值得去取的地方
4、“人被逻辑所引诱，被语言所误导，被表象和理想所诱惑。”非常感激，谢尔兹对维特根斯坦这
样的解读。即使读过维特根斯坦所有著作，我也觉得很隔膜，好像维特根斯坦并不需要理解，他只是
划出一个标准。可是，如果有人将梯子通向他，那么谢谢这种灵契。
5、书写得极好，早上醒来读一二章，清醒多了
6、以宗教为目的的哲学技术论著
7、这本书很难，需要懂些分析哲学、神学、宗教社会学的知识。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理解成上帝赐予
人类的礼物，只有在敬畏上帝命令、消除自己乖谬意志的基础上，才会知晓语言的真义。逻辑形式是
语言的本质，语言形式不是空的纯形式，它存于所有语言的使用的过程中。为此，维特根斯坦认为哲
学要关注日常语言，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理解语言的意义，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已设定的语言规则。为此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言游戏的观点。游戏本身不是一个空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理念，它活在各种具
体游戏的玩耍之中。因而，维特根斯坦对抽象的思辨哲学提出批评，认为哲学应该对不能言说的东西
保持沉默，进而强调要对语言的使用进行规范。总之，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只能描述和行动在这个向
我们显现的由上帝创造的世界之中，对上帝保持敬畏，这就够了！
8、宗教and逻辑and数学，永恒，个人美学to世界伦理
9、从宗教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10、总是以宗教的眼光看问题~维应该是属于中世纪的逻辑学家~
11、下周二见教授即作者时，我一定会跟他说：“我宁愿我读的是英文版的，因为中文版读起来感觉
一点都不像是在接收你的观点。”
12、再揣摩一哈
13、一本很好的阐释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书，而且不卖弄词汇和故作晦涩。
14、这是近期来读的比较严肃的书了。作者功力很深，比较能够深入浅出，使得本来比较繁琐的论证
也能够让大部分人理解。会继续关注这个系列的书的O(∩_∩)O~
15、特根斯坦的琐碎语言分析,背后都指向了宗教,其哲学的根基处是一幅犹太——基督教的图景。
16、写得对我胃口，“一开始，他不是一个逻辑实证主义者，最终，他也不是一个日常语言哲学家。
”
17、这是一本好书，有助于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尤其是隐藏于维特根斯坦哲学中的伦理和信仰问
题。
18、强力推荐这本，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应该是对维特根斯坦最高品级的注释了。
19、最初，是在梁文道的演讲中知道这本书的。在图书馆无意发现就读了，有些晦涩。但还是有收获
。这本书让我初步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也警醒自己不要耽于沉思。 书中对“可显示之物”和“可说之
物”进行了界限划分，对”可显示之物“的说是一种对上帝意志的亵渎，是一种罪。进而阐述了什么
是罪，如何获罪。书最后落脚于人要接受这个限制我们的力量存在，以此来救赎。接受那个强大的维
系性力量即上帝意志的存在，可以让人类不再骄傲、自以为是，可能会达到人与现实的某种和谐。
20、打4星，是因为看懂的部分极其精彩，不过大部分我还是没看懂。。。
21、我就是想体验下这些人忘我的思考所达到的最后的宁静和被上帝的荣光所照耀的感觉，如果可以
有，用生命去换取都不亏
22、写给上帝的荣光
23、提供了看待枯燥的逻辑-语言哲学的新视角，让我进一步确立了“精神分析必须与维特根斯坦的伦
理背道而驰”的观点，在本书的维氏看来，精神分析会是多么堕落、傲慢、罪恶的学科和工作啊，后
者的伦理就是不断冲击语言的界限，上帝是给人超越的，人明知有罪依然要为之。
24、都串起来了
25、“逻辑在引诱，语言在误导”，逻辑这东西，真正要严肃贯彻到底不行，因为有情欲这东西在左
右
26、厉害的是，作者居然把维特根斯坦逻辑的根源与宗教结合了！厉害的思维啊！长眼界了，但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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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低级的论文并无帮助，悲剧= =！
27、用宗教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存在就是一个奇迹，上帝的威权与荣耀。
28、凑合
29、译文也好。
30、作者以宗教分析维特斯坦，其将语言的使用及自身圈定在一种无法解释的上帝意志或约定俗成的
逻辑语法形式的视域内，把这种上帝意志或逻辑语法形式看做一种可畏的力量，即限定又维系着语言
及逻辑，视因傲慢越界或怠惰而生的空闲不做为而违背对上帝的义务为罪。看来维确是一个虔诚的卫
道士，但却未将怀疑转向这些准则或上帝意志及其背后。
31、逻辑划清界限，罪昭示我们应该做什么。
32、没看懂。
33、真能瞎掰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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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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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逻辑与罪》的笔记-第2页

        技术性的逻辑思辨与宗教性的虔敬沉思，在西方哲学的开端就有着一种神秘的关联-----无论在毕
达哥拉斯学派还是柏拉图那里都是如此。

2、《逻辑与罪》的笔记-第47页

        作者本书名为《逻辑与罪》，维特根斯坦讨论逻辑自然不必赘言，那么维特根斯坦涉及的”罪“
是什么含义，恐怕是作者独特视角的一个透视，读到第二章的时候，作者借图尔敏对维特根斯坦的整
个哲学的评论，拓展出来 “罪”的含义，由此看来 作者谈及的“罪”不是通常伦理和宗教意义上的
，而是在语言的僭越意义上的，僭越语言游戏的界限，混淆不同的界限是各种人（尤其是哲学家和诗
人）某种内在的强烈冲动，在作者理解的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特根斯坦感受到了 作
为哲人的“罪”，哲人有罪 并非是做了什么对世俗统治秩序或宗教秩序有忤逆之事，而是在于哲人的
爱智慧的强烈冲动会让其不断僭越语言界限，语言的不断增殖分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图尔敏强调说
，自始至终，维特根斯坦都是一个“先验”哲学家，他的核心问题可以得到康德式的表述，‘有意义
的语言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图尔敏之处：”对康德来说，哲学的核心任务是1 探究理性的范围及其
内在界限，2 验证企图突破和越过这些不可避免的界限，这种不可遏止的倾向带来的后果“ 。叔本华
做出推进之后，维特根斯坦可以这样重述康德的任务，”1.探究语言的范围及其内在界限，2 验证企图
突破和越过这些不可避免的界限，这种不可遏止的倾向带来的后果“。最终，我们将把这种不可遏止
的倾向标示以”罪“同时，这里还可以看到作者认同图尔敏对维特根斯坦整体哲学的判断，认为维特
根斯坦既不是逻辑实证主义，也跟日常语言学派无关，而是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康德对哲学划定的两
个根本任务的核心词由【理性】转变为【语言】，哲学史的语言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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