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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形式逻辑是一门历史悠久且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
《形式逻辑》为“全国高等师范专科教材”系列中的一本，从概念、判断、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演绎
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假说、论证这几方面来阐述了形式逻辑的基本理论及研究对象。
全书内容全面，论述严谨，结构清楚，可作为师范院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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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岳霖(1895－1984.10.19) 哲学家、逻辑学家。
字龙荪。
湖南长沙人。
1914年清华学堂毕业。
后赴美留学，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1年后游学英、德、法、意等国。
1925年回国。
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48 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52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逻辑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四至六届委员，民革
中央常委。
一生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和教学。
在哲学方面，吸收西方哲学的成果，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最早把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
应用于哲学研究；批判了罗素的主观唯心论，论证了事物的可知性；提出摹状与规律的学说。
著有《逻辑》、《知识论》等；出版有《金岳霖学术论文选》、《金岳霖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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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公孙龙的逻辑思想公孙龙（约生于公元前325-315，死于前250？
）。
曾经是赵国平原君的门客。
他的著作原有十四篇，现存六篇。
其中《迹府》一篇是后人纂集的关于他的故事。
其他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与《名实论》。
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主要是关于概念的讨论。
他的关于类的理论是有价值的。
其次他还提出了可以看作同一律与矛盾律的雏形的说法。
他的“白马非马”的说法是有名的。
仅仅就这一命题本身来看，确实含有诡辩的性质。
但他在《白马论》中所作的关于类与类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却并非都是错误的。
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讲到。
他的关于名与实的关系的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关于共相的唯心主义哲学理论之上的。
他认为共相是一种独立存在。
他的“坚白论”就是企图论证一块白石头的白色和坚硬性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他首先从关于“坚白石”的感觉来进行分析，企图说明，“坚”与“白”可以互相分离，然后再说明
它们可以离开人们的意识而存在。
他说：“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
，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坚白论》)又说：“得其白．得其坚，见与不见离：不见离。
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
”(同上)这是说，看的时候感觉不到坚硬性，而只感觉到白色，这时候坚硬性等于没有。
触的时候感觉不到白色，而只感觉到坚硬性，这时候白色等于没有。
或者感觉到白色，或者感觉到坚硬性。
感觉到的与感觉不到的是彼此分离的。
彼此不联在一起，所以说是分离。
而分离就是藏在自身之中。
(公孙龙自己解释说“藏”是指“自藏”有相当于“潜存”之意)公孙龙的这两段话是说坚白石的白色
和坚硬性是可以彼此分离而存在的。
他又说：“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
神不见，而见离。
”(同上)这里所说的“神”即精神作用，也就是指意识；“火”就是光。
这是说，例如白色是靠着眼睛和光看见的。
但光本身没有见物的作用，那么光和眼睛合在一起也不能看见，只能是意识在看见，而意识本身也是
没有见物作用的。
所以白色是和视觉分离着的。
公孙龙在这里是在说明白色等共相是可以离开人类的感觉而独立存在的。
(公孙龙在这里犯了一些逻辑错误。
因为由眼睛离开了光不能见物和光本身没有见物作用这样的前提，不能推出，眼睛和光合在一起也不
能看见。
)由这一些话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公孙龙主张像“白色”这一类共相是客观存在的，因之他是客观唯心
主义者。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公孙龙有名的“白马非马”的辩论。
他在《白马论》一开头说：“‘白马非马’可乎?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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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
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日白马非马’。
”这是他的第一个论据。
他说，“马”指形体，“白”指颜色。
指颜色的与指形体的不同，所以白马非马。
他接着说：“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
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
马不可致。
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
所求一一者，白者不异马也。
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
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也审矣。
”’这是他的第二个论据。
这是说，如果有人要马，那么给他黄马或黑马都可以，而如果有人要白马，那么就不可以给他黄马或
黑马了。
由此可见，白马非马。
他又说：“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日‘马固有色，故有
白马。
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
白马者马与白也，白与马也(原作“马与白马也”依谭戒甫《形名发微》校改)。
故日白马非马。
”’这是第三个论据。
这里他把“白马”的“白”与“马”分开来，而说“白马”是马与白或白与马，由此得出结论说，白
马非马。
他接下去又说：“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马为有黄马，可乎?’曰：‘未可’。
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
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
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悖言乱辞也。
”’这是第四个论据。
那就是讲，如果说，有白马就是有马，而有马就是有黄马，显然是不可以的。
既然有马和有黄马不同，足见黄马和马不同。
也就是认为黄马非马。
既然黄马非马，为何不能说，白马非马呢?最后他说：“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
白马者言白，定所自也。
定所白者非白也。
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
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以所色去；故惟白马独可以应耳。
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日白马非马。
”’这是他的最后的一个论据。
这里他说，马的颜色是不定的，所以黄色的马与黑色的马都可以算作马，而白马则在颜色这一属性方
面是固定的，有固定颜色的与没有固定颜色的是不同的，所以白马非马。
从《白马论》中所举出的一些论据来看，公孙龙都是先论证白马与马不同。
然后说，既然白马与马不同，因此白马非马。
他说“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
由此可以看出，他认为从“甲不同于乙”可以推出“甲非乙”。
从现代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白马”和“马”作为两个类确乎不是同一的。
因为白马类包含在马类之中，而马类却不包含在白马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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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种意义上说白马类与马类不是同一的，这是正确的。
公孙龙在说明这一点时所用的论据也有一部分是正确的。
世他更进一步推论说，白马不是马，这却是错误的。
此外他在《名实论》中讨论了名词(名)与其所指(实)的关系问题。
他说：“故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可。
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
”(《名实论》)这是说，如果认为那个(彼)就是那个，这个(此)就是这个，是正确的。
而如果认为那个也是这个，这个也是那个，则是不正确的。
这里提出了名词的所指必须确定的规律。
前者类似同一律，后者类似矛盾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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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形式逻辑》是一门公共课，中文、秘书、党政、法律、经济、历史、政治、教育、管理、军事等专
业都有开设。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形式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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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