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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是供高等学校使用的逻辑学教材。
该书在选材上兼顾了逻辑基本原理和批判性思维知识。
在逻辑基本原理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概念、命题、推理、逻辑规律、逻辑方法、逻辑谬误等；在批判
性思维知识方面，详细介绍了假设、推断、支持、削弱、评价、解释等题型及其解析方法。
适合大学生及报考GCT、MBA、MPA人员学习之用。
本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编写体例方面做了大胆尝试。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章至第九章阐述了逻辑基本原理，第十章至第十五章介绍了批判性思维知识
。
既考虑了学术性，又考虑了实用性。
第二，对某些传统逻辑理论做了一定程度的深化。
例如：延伸了文恩图的作用，新造了若干图式；修订了关系命题的定义，增补了关系命题的结构成分
；完善了假言推理系统，依据一定标准进行层层分类；丰富了复合命题重言式特别是重言等值式的类
型等。
第三，注意教给学习者方法。
例如：如何区分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以及肯定概念与否定概念；如何区分假言命题的三种条件；如
何正确使用假言变形推理；如何确定负关系命题的等值命题；如何解析特定的题型等。
参与本书编写工作的人员有程树铭、张晓红、张晓旭、宿爱云等。
具体分工如下：程树铭：第一章至第九章张晓红：第十章、第十一章张晓旭：第十三章、第十四章宿
爱云：第十二章、第十五章、综合练习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中国逻辑
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逻辑学会中国因明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张忠义先生的指导；本书成稿后，承蒙中
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
陈慕泽先生作序，在此谨致深深的谢意。
另外还要感谢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杨莹同学精心校稿。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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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逻辑学》在选材上兼顾了逻辑基本原理和批判性思维知识。
在逻辑基本原理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概念、命题、推理、逻辑规律、逻辑方法、逻辑谬误等；在批判
性思维知识方面，详细地介绍了假设、推断、支持、削弱、评价、解释等题型及其解析方法。
　　《逻辑学》可作为高等学校逻辑学课程的教材使用，也适合报考GCT、MBA、MPA人员学习选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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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
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科学。
（一）思维及思维形态思维与人的认识活动相联系。
人的认识活动一般要经过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阶段和理性认识阶段。
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各种事物的现象通过感官反映在人们的头脑中，形成感觉、知觉和表象，这就是
感性认识。
随着社会实践的继续和深入，感性认识经过多次重复，积累了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的材料，再经过人
脑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维过程，就可以形成概念、命题和推理三种思维形
态，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升为认识的高级阶段——理性认识阶段，即思维阶段。
简言之，思维就是理性认识，是人脑借助于语言对客观世界间接的、概括的反映。
（二）思维形式与其他事物一样，思维也有它的内容和形式。
思维内容是指思维所反映的特定对象及其属性；思维形式（通常也叫思维的逻辑形式）是指思维内容
赖以存在和表达的方式，或者说是思维内容各部分之间赖以联系的结构形式。
每一种思维形式，都是从具体的思维中抽象出来的，是对思维内容不同而结构形式相同的具体思维的
概括。
【例1.5】（1）所有的经济规律都是客观的。
（2）所有的羊都是吃草的。
例1—5都是具体思维，分别用“经济规律”、“客观的”、“羊”、“吃草”等概念构成命题。
就思维内容而言，它们分别隶属于经济学、生物学的研究范畴，反映的分别是“经济规律”、“羊”
这两类不同的对象及其属性，它们相互之间是不能混淆或互相替代的。
但这两个思维内容不同的命题，却具有共同的结构形式：“所有⋯⋯都是⋯⋯”。
这种共同的结构形式，就是它们的思维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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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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