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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逻辑学教程》作为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唯一的逻辑学教科书，自高等教育出版社
于1999年8月出版以来，仅仅四年时间，已9次印刷，发行迨7万册。
2002年10月，这本教材获得教育部“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现在，教育部又将
这本教材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还将它纳入“高等教育百
门精品课程教材建设计划”中的立项研究项目。
凡此种种，说明教育部、高等教育出版社以及学界同仁和高校师生对这部教材的充分肯定与大力支持
。
我们由衷感谢各方面的厚爱！
然而，本教材的不足之处也是客观存在和不容忽视的。
为使之进一步完善，我们按“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要求进行了修订，旨在突出
以下特色：首先，更加明确提高学生逻辑思维的素质和能力这一编写指导思想；其次，在以现代逻辑
为主的同时，注意处理好同传统逻辑的关系；再次，围绕逻辑教学的根本任务，丰富和充实教材内容
；最后，对逻辑教学和逻辑教材建设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我们的修订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体例做了调整。
例如，删除了“逻辑思维基本规律”一章，以进一步贯彻现代逻辑统领全书的指导思想。
而“三律”在逻辑系统外的作用，在人们思维中的适用性，都是不可低估的，于是将其主要内容和充
足理由律一起浓缩到“论辩逻辑”一章，作为论辩的原则；又如，将“探求因果联系的逻辑方法”调
整到“归纳逻辑”一章。
二是对内容做了增减。
一方面删繁就筒，适当降低难度而又不降低教材水准。
例如，删除了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的“附录”即关于公理系统的介绍；在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和模态
逻辑部分，全部采用自然演绎系统，以便衔接自然，协调一致。
另一方面，增添新内容。
例如，增加了命题逻辑、谓词逻辑和模态逻辑的形式语言的语义学，使得这些逻辑系统的理论更为严
谨。
再如，将论证的建构和评估、辩护等内容纳入教材中，使教材增加了新意。
三是增强适用性与启发性。
例如，将传统的论证纳入“论辩”中，突出了逻辑的应用性。
各章的事例和习题也贴近日常生活，使读者深切感受到逻辑就在身边，逻辑就在生活中，激发其学习
热情，调动其学习、钻研逻辑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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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第一版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曾获2002年
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现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
编者注意吸收中外逻辑学教材的成功编写经验，在扎实的科研和教学基础上，密切联系思维和自然语
言的实际状况与特点，力求做到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和适用性的有机统一，实现传统逻辑与现代
逻辑的有机结合。
修订中删除了一些过时的内容，适当降低难度，在论辩逻辑部分增加了新的内容，更加贴近学生的思
维实践。
全书结构严谨，内容和结构安排符合认知规律与教学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
实际运用逻辑知识的能力，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史哲及其他本科专业的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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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逻辑学的对象“逻辑”一词导源于希腊文X670s（逻各斯），是由英语Logic
音译的，原意指思想、言辞、理性、规律性等。
在日文中，“逻辑学”写作“论理学”。
古代西方学者用“逻辑”指称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
我国留日学者胡茂如最早于1906年将“Logic”意译为“论理学”、“理则学”，也有人将其称为“形
名之学”、“名学”、“名理”、“辩学”、“名辩学”等。
第一个将“Logic”译为“逻辑”的人是严复。
20世纪30年代起逐渐通用“逻辑”这一译名。
在现代汉语中，“逻辑”一词是多义的。
例如：（1）“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
待人民事业的逻辑。
”这里的“逻辑”指客观事物的规律。
（2）“侵略者奉行的是强盗逻辑。
”这里的“逻辑”指特殊的理论、观点或看问题的方法。
（3）“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要合乎逻辑。
”这里的“逻辑”指思维的规律、规则。
（4）“提高能力，首先要提高思维能力，因此，学习逻辑是十分必要的。
”这里的“逻辑”指逻辑学这门科学。
本书就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的。
一、思维和语言什么是思维?思维是认识的理性阶段。
人对事物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
所谓感性阶段，即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感觉、知觉和表象认识事物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人们把有关个别事物的现象、各个片面以及它们的外部联系反映于头脑中。
所谓理性阶段，即人们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概念，并用其构成判断或命题、推理和论证的阶段
。
在这个阶段，人们经过思考，对丰富的感性认识材料进行改造制作，透过事物的现象和外部联系，进
而认识一类事物的本质和内部联系。
这种认识的理性阶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思维。
思维分为三种类型，即概念、命题、推理。
作为认识的理性阶段，思维之所以能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事物，主要在于它具有概括性、间接性的特点
，并与语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可以说，思维就是人们通过语言对客观事物概括而间接的反映。
思维概括地反映客观事物，就是思维能够反映一类事物的共有的本质属性。
例如，“商品”这一概念，就是人们对“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_类事物的共有的本质属性的反映
，而舍去了商品的颜色、形态、功能、用途、来源、制造方式、原材料等等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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