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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逻辑学(修订版)》在选材上兼顾了逻辑基本原理和批判性思维。
在逻辑基本原理方面，系统地介绍了概念、命题、推理、思维规律、思维方法、逻辑谬误等；在批判
性思维方面，详细地介绍了推断、假设、支持、削弱、评价、解释、比较、判定等题型及其解析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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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证明 （1）如果三段论的前提中有一特称命题，则两前提的组合有Al或IA、A0
或OA、E1或IE、E0或OE八种可能情况。
 （2）A1或IA中只有一个周延的项——A命题的主项。
 根据规则1“中项至少要周延一次”，这个周延的项一定是中项M，所以，前提中的小项S只能是不周
延的。
 根据规则2“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小项s在结论中也是不周延的。
而小项是结论中的主项，所以，结论必是特称的。
 （3）A0或OA中有两个周延的项——A命题的主项和0命题的谓项。
 根据规则l“中项至少要周延一次”，所以，有一个周延的项应该是中项M。
 A0或OA作前提，根据规则3“前提与结论中的否定命题的数量相等”可推出，结论是否定的，结论中
的大项P是周延的。
根据规则2“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可推出，大项P在前提中也是周延的。
 前提中只有两个周延的项，一个是中项，一个是大项，因而前提中的小项只能是不周延的了。
根据规则2“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小项S在结论中也是不周延的。
而小项是结论中的主项，所以，结论必是特称的。
 （4）E1或IE中有两个周延的项——E命题的主项和谓项。
 根据规则1“中项至少要周延一次”，所以，有一个周延的项应该是中项M。
 E1或IE作前提，根据规则3“前提与结论中的否定命题的数量相等”可推出，结论是否定的，结论中
的大项P是周延的。
根据规则2“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可推出，大项P在前提中也是周延的。
 前提中只有两个周延的项，一个是中项，一个是大项，因而前提中的小项只能是不周延的了。
根据规则2“前提中不周延的概念在结论中也不得周延”，小项S在结论中也是不周延的。
而小项是结论中的主项，所以，结论必是特称的。
 （5）E0或OE是两个否定命题，、根据规则3，不能有效地得出结论。
 （6）由以上分析可知，前提中有一个特称命题的可能情况共有八种，除E0、OE两种情况不能有效地
得出结论外，其余的六种情况都必然地得出特称的结论。
所以，三段论的前提中有一个是特称命题，结论必是特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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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逻辑学(修订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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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