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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我国出版了很多逻辑学教材，这些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逻辑学教材是关于传统逻辑的。
这一类教材在写法上有两种：一种是采取传统逻辑的体系，比较陈旧；另一种是采取在传统逻辑的体
系中吸收数理逻辑的一些内容的方法，较前一种有所改进，但其基本框架仍是传统的。
第二类教材是关于数理逻辑的。
由于数理逻辑本身的理论和系统的缘故，在介绍数理逻辑时，不同的作者在写法上和内容介绍上有所
不同。
这类教材从数理逻辑的理论上看没有问题，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数理逻辑的基本知识，但对文科的学
生来说，学习和掌握数理逻辑仍感到有一定的难度。
针对文科学生学习数理逻辑的实际情况，本书在写法上注意在介绍数理逻辑的同时，在其框架内保留
了一定的传统逻辑的内容，并尽可能结合传统逻辑来介绍数理逻辑的基本知识。
数理逻辑有五个分支学科：逻辑演算、证明论、公理集合论、递归论和模型论。
其中逻辑演算是基础的部分，它是数理逻辑中逻辑方面的最主要的内容。
在逻辑演算中有两类演算系统，一个是自然推理系统，一个是公理推理系统。
本书着重介绍自然推理系统，对公理系统仅做一般性介绍。
波兰控制论专家H．格林尼斯基说：“作者总是他的前辈的继承者，甚至在他反对前人的意见时也是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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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数理逻辑》是国内介绍数理逻辑基本知识的最新读本。
著者针对文科学生学习数理逻辑所遇到的困难，尽可能结合传统逻辑来介绍数理逻辑的基础知识，着
重介绍逻辑演算部分内容；对其中的自然推理系统做了详细介绍，对公理推理系统仅做一般性介绍；
力求以较为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数理逻辑的基本原理和符号表达公式，并编配了练习题，具有较强的针
对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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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语言是由各种各样的语词、语句组成的。
在数理逻辑中，这许许多多的语词和语句按他们应用的作用被划分成几大类，然后代以相应的符号。
例如，把具有真假特点的语句归并成一类，这类语句就被称为命题。
所谓命题是反映事物情况的思维形态。
人们利用命题去反映事物有没有某属性，它是处在什么情况之中，不同事物情况之间又有什么联系等
等。
命题反映的事物情况可以相当简单，也可以很复杂。
比如：命题“2是偶数”，是对2有某种性质这样的事物情况的反映；命题“保定在北京与石家庄之间
”，是对保定处在什么位置关系这样的事物情况的反映；命题“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是对
有压迫及有反抗之间有某种联系这样的事物情况的反映。
命题这种思维形态还有真和假的区别。
符合事实情况的命题就是真命题，不符合事实情况的命题就是假命题。
假命题也是一种命题，比如“2是奇数”就是一个假命题。
命题和判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有些逻辑学著作把判断看做是一种思维状态，而命题是其语言形式。
我们在这里则采取如下的区别：判断是对事物情况有所断定的思维形态，是被断定者所断定了的命题
；而一个命题能不能成为判断，是依具体的人是否有所断定而转移的。
比如科学发展到今天，还不能最后确定火星上是否有生命。
因此，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断定“火星上有生命”，也不能断定“火星上没有生命”。
“火星上有生命”也好，“火星上没有生命”也好，这些思想都还不是我们的判断，它仅仅是命题。
命题比判断更宽泛。
由语句表达而未被断定的思想，都是命题；由语句表达而已被断定的思想，则是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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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数理逻辑》主要适用于高等院校文科本专科等非数学专业的逻辑教学和文化素质教育，也是自学者
的简明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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