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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形而上学”是贯穿于整个实证主义运动中的

一个主题和宗旨，但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

主义，是整个实证主义运动中反对形而上学态度最坚

决、言辞也最激烈的一个流派。逻辑实证主义在维特

根斯坦的影响下，从经验主义、现象主义和不可知论

出发，不仅继承了以往实证主义的传统仍以“反形而

上学”为主要信条，且以逻辑分析方法来论证这一信

条并把这一信条推向了极端。他们从语言的意义理

论入手，把传统哲学研究的问题、经验的本性问题等

统统归入不可用经验证实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加以

拒斥，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对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与

语义分析。

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者罗素认为，逻辑是哲学的

本质，“每个哲学问题，当经受必要的分析和澄清时，

就可以看出，它或者根本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或者

是具有我们所理解的含义的逻辑问题。”［1］因此，通过

将哲学问题转化为逻辑符号，哲学家们就能够更容易

地推导出结果，而不会被不够严谨的语言所误导。在

罗素看来，哲学和数学一样，通过应用逻辑学的方法

就可以获得确定的答案，而哲学家的工作就是发现一

种能够解释世界本质的一种理想的逻辑语言。维特

根斯坦赞同罗素关于逻辑是哲学的本质的观点，但他

更强调对语言逻辑或日常语言用法的分析。他认为，

传统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和命题是由于人们不懂得科

学语言逻辑所致或对日常语言用法的误解所致，哲学

的任务就是通过逻辑分析或日常语言分析来澄清语

言的意义或词的用法，指出这些问题是无意义的，不

可能回答的。哲学不是理论，而是一种使思想明晰的

对语言进行分析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是只能显示

而不能说出来的，“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

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2］他以他的

语言图像理论为依据，认为形而上学的根本错误在于

企图”说不可说的东西”，其结果却是提出了一些“毫

无意义的问题和命题”。维特根斯坦的这一思想为维

也纳学派所继承并加以发挥。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

斯坦的意义理论入手，引申出经验主义的意义标准

———经验证实原则，并以此作为其“反形而上学”的基

础。其主要代表卡尔纳普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所讨论

的问题大部分都是没有意义的伪问题。“那时我开始

认识到，许多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不仅没有任何用

处，甚至毫无认识内容。它们只是一些假句子。这也

就是说，虽然它们似乎做出了对某些问题的论断，因

为它们具有陈述句的语法形式，而且其中的词也能引

起许多强烈的和富于情感的联想。可是，在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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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并没有作出任何判断，也不代表任何命题，因而

也毫无正确或错误可言。”［l］而哲学要摆脱这种困境，

就应当从逻辑分析入手，找出判断命题是否有意义的

标准，他认为这个标准就是经验证实原则。一个命题

在理论上是否有意义，要看它是否能在经验中得到证

实或否证。凡是能够在经验中得到证实或否证的，就

是有意义的，否则便是无意义的。根据这个意义标

准，卡尔纳普进而认为，传统哲学关于世界的本质、经

验的本性等问题都是不能由经验证实或否证的形而

上学的假问题，这种问题在理论上没有任何意义。哲

学应当抛弃这种问题，积极地应用逻辑分析，澄清有

意义的命题和概念，为事实科学和数学奠定逻辑基

础。“哲学本来的工作就是寻找论断和问题的意义，

并且把这些意义搞清楚。”［2］

总之，尽管在具体观点上各有特点，逻辑实证主

义者都是以反对“形而上学”为基本信条，拒绝对任何

现象作抽象的形而上的论证。在他们看来，对任何事

物的研究都可以像对待自然现象一样，作出“精确

的”、“确实的”实证。传统哲学讨论的问题既不是不

依赖经验的分析命题，也不是求助于经验证实的综合

命题，而完全是人们对语言和逻辑的误用。其各种命

题都是伪陈述，没有任何意义，应当抛弃。新哲学的

任务应当是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语义分析。

用石里克的话来说就是“哲学就是那种确定和发现命

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

到证实。”［3］

二

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在现代哲学史

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实际上，就连政治学、法学、伦

理学，甚至宗教神学，都曾被其强大的”穿透力”所波

及。但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看，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

上学的拒斥是不成功的。这是因为：

第一，逻辑实证主义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哲学

问题”并以此作为“反形而上学”的手段，这一理论本

身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知识必

须建立在确实可靠的基础上，只有按逻辑是真实的且

可以通过实验的方法验证的知识才是确实可靠的。

这种观点在形而下的自然科学界是没有问题的，其根

据是出于被动的地位的物质运动的规律性和可重复

性。但在“形而上”的非经验领域是站不住脚的，不得

要领的。逻辑实证主义把经验科学、尤其是成熟物理

科学中的逻辑和经验当作衡量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合

理性的标准，从而片面夸大了可证实性和客观性在科

学中的作用，混淆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重要

区别，这如同将生物学上的规律简单地应用到人类社

会一样，其结论就不一定正确了。哲学作为不同于经

验科学的理性思维活动，它涉及的关于世界的本质、

世界的有限与无限、人的存在以及人的某一方面活动

的认识和把握等内容都是非经验的。在这样一个非

经验的领域，按照”实证原则”的定义，连其本身的正

确性也不能被证实。因此，用”科学的方法”解决”哲

学问题”这一理论本身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实际

上，”实证原则”只能适用于实证科学，哲学作为一种

非经验科学的认识活动，不适宜用实证原则来对之加

以检验。用经验证实或经验验证原则来衡量人类的

一切认识活动，这本身就是经验主义的一个教条。

第二，逻辑实证主义走了一个怪圈，它在“反形而

上学”的同时自身也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虚构和无法解

决的矛盾之中。

维特根斯坦在否定了哲学所讨论的根本问题和

哲学本身之后，其理论学说本身在许多方面都陷入了

形而上学的虚构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在其《逻辑

哲学论》一书中，他一方面宣称传统哲学所讨论的问

题是无意义的、形而上学的胡说，另一方面又作出了

象“在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2］“我的语言

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2］“命题是实在的图

象，是我们所想象的实在的模型”［2］等等具有唯我主

义、本体论上的逻辑原子主义和神秘主义特点的形而

上学结论。他把哲学看作一种为语言划界并进行语

言分析的活动而不再是一个命题体系，认为哲学的主

要任务就是澄清并纠正我们思想和语言中的逻辑错

误。然而颇有意思的是，《逻辑哲学论》一书中所提出

的几个基本命题，却恰恰是一个命题的体系；其中所

探讨的那些问题，也正是属于”不可说的”的超经验领

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一方面极力反对提出任何超

经验的形而上学命题，但另一方面他自己却又提出了

这样的一些命题。并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维特根斯

坦在宣称对哲学应当保持沉默时，却写了整整一本书

来论述自己的语言分析哲学。甚至连同属于逻辑实

证主义流派的罗素也不无讽刺地说：“归根到底维特

根斯坦先生还是在设法说出一大堆不该说出的东

西。”［2］在拒斥形而上学、取消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方

面，卡尔纳普比以往实证主义者显得精致些，但他也

陷入了形而上学的虚构和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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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的意义标准，要证明命题的真实性，必须将之与

经验相比较。卡尔纳普先是将经验归结为个人经验，

即命题的真实性取决于“我”的“当下直接的感觉”。

但对于同一对象，在相同的时间、地点等条件下，不同

的人会有不同的感知。怎样使个人感知为真实的命

题让他人也感知为真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卡尔纳

普又说各个个人可以交换检验的情况，以取得一致的

意见。但问题是，由于卡尔纳普否定了经验的客观内

容，经验检验只能是个人主观的，任何个人都无法体

验到自己以外的他人的经验，甚至他人的存在本身也

只是个人经验中的东西。不同的个人之间不可能有

统一的标准，所谓意见的“一致”，只能是一种随意性

的约定。这样，他又不得不走入约定论的迷途。处于

诸多困境中的卡尔纳普，虽然作了许多尝试，企图修

补自己的理论，但始终不能自圆其说。这也许就是

“反形而上学”的结果。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不仅缩小

了哲学思考的范围，而且弱化了其关照和影响人类现

实生活的能力。逻辑实证主义固然意识到了传统形

而上学局限于某种语言而作的许多无谓的争论，并欲

予以澄清，但它将目光仅仅局限于逻辑语言，认为哲

学的任务就是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澄清语言的意义。

然而语言问题并不是人类生存活动中的唯一问题，超

越经验或感觉之外的形而上学问题本身也并不都是

没有认识意义的。如果把哲学的任务仅仅限定在对

语言问题的研究上，这实际上是在缩小了哲学思考的

范围的同时弱化了其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

力。事实上，正是被逻辑实证主义者称之为”无意义

的”的许多命题，构成了我们进行其它科学研究活动

所必须的前提。因为人类对经验或感觉知识的归纳

导致的演绎知识必须依赖一定的前提，这些前提实际

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就是形而上学的知识。这些

知识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很有用的。没有这类知

识，人类的知识只能是零散的，而不可能构成一种统

一的知识体系。如果把这些认识内容都作为形而上

学的无意义言说从知识系统中通通清除出去了，其结

果只能是造成我们人类知识范围的缩小。不仅如此，

如果将目光仅仅局限于逻辑语言，同时也就弱化了哲

学关照和影响人类现实生活的能力。实际上，由于逻

辑实证主义将哲学思考的范围仅仅局限于逻辑语言，

把人们信念当中无法从逻辑和经验中确定地推出来

的任何东西都作为不合理的东西加以抛弃，不仅”世

界的本质是什么”这类本体论问题被排斥，就连善恶、

美丑这样一些伦理学、美学中的价值问题都被看作假

问题而被逐出了人们思考的范围，这极易演变为一种

更广泛的对一切终极性的原则、信仰、理想的鄙薄和

蔑视，导致否弃道德、无视美丑区别的后果。因此，逻

辑实证主义为哲学规定的发展方向并不可取，哲学必

须走出单纯的逻辑语言分析的迷途才会有真正的发

展和突破。

当然，逻辑实证主义作为现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

流派，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所提供的理论教训，而且也

应看到它所留下的值得我们珍视的理论遗产。事实

上，它在“反形而上学”不成功的同时，确实也取得了

一些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它对科学理性的论证和

研究以及它的以逻辑论证为特征的思想方法可以引

发积极的思考，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逻辑实证主义从哲学上对科学理性进行的

大量论证和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化对哲学的一般认识，

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点和未

来走向等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探讨了哲学的基础，认

知的意义，科学语言的逻辑结构，以及科学知识的可

靠性等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确立了一套科

学理性思维原则。他们探讨这些问题和确立这些原

则的目的是为了“反形而上学”，实际上是要否定哲学

本身，这当然不会成功。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些研

究却体现了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实

证主义吸取了自然科学的特点，对正确思维和现实生

活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他们对理性的理解和检验

的重视有助于我们破除那些以崇高的名义对人类思

想的禁锢以及哲学上形成的所谓”定论”，启发我们进

一步思考哲学之为哲学的本质、特点、功能及其未来

走向等问题；他们对 ”存在”、”分析与综合”、”真”以

及意识的产生及其本质等哲学的一般性问题也都提

出了独特的意见。从更深层次上来看，逻辑实证主义

是对意识本身进行反思的结果。通过这种反思，我们

对意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并且基于这种理解，我

们发现了语言思维和认识本身的局限性。这有助于

我们深化对哲学的一般认识，并随着研究的规范化进

程建立起一套更加先进的哲学体系。

其次，逻辑实证主义在强调逻辑对哲学的重要性

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意义的论证和启示，它的以逻辑

论证为特征的思想方法在其它具体科学领域产生了

重要影响。诚然，哲学上的论证不同于逻辑的或数学

的证明，我们不能对所有的哲学概念都进行一番形式

化工作，也不能将所有的哲学观念都用逻辑符号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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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但语言逻辑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无疑

具有重要意义。清晰的概念是哲学表达的灵魂，而要

保持这种概念的清晰，靠的主要是逻辑分析。通过使

用逻辑分析的手段，对表达观念的某个或某些概念及

其构成的命题作出透彻的分析，指出它们的特征及其

与其他观念或概念与命题之间的关系等，这是构建一

个理论体系和产生深刻思想的前提。逻辑技术和方

法与哲学研究工作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哲学研究工作

的重要工具。逻辑实证主义意识到了传统哲学局限

于某种语言而作的许多无谓的争论，因此，在经过了

逻辑实证主义对研究对象的细致分析和对自身观念

的严格论证的熏陶之后，任何一个哲学家在阐述其深

刻的思想时，都或多或少地要对其概念进行语言逻辑

分析。实际上，在现代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也都体现

着这种理性原则，广泛地运用到了语言逻辑分析的方

法。正是这种广泛存在的影响，表明了逻辑分析对哲

学及其他具体科学的重要性。当然，逻辑分析方法只

能是一种研究的方法，用它来代替哲学研究本身是我

们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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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Logical Positivism’s Program———the El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ZHANG Jun - shan
（The Party SchooI of Rizhao City Rizhao 276800 China）

Abstract LogicaI Positivism’s program centered around the eI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through the IogicaI anaIysis
of Ianguage. LogicaI Positivists carried the program into extremes. They heId that the probIems studied by the traditionaI
phiIosophies were meaningIess and metaphysicaI because those systems of thought made many statements which couIdn’t
be verified in any way. For LogicaI Positivists，the entire discipIine of phiIosophy was centered one task：the IogicaI cIari-
fication of concepts and ideas . LogicaI Positivists’ eI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couIdn’t be justified essentiaIIy，but their
studies Ieft us a vaIuabIe and enIightening cuIturaI heritage .

Key Words LogicaI Positivism； the eIimination of metaphysics； phiI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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