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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介绍逻辑学基本原理和技巧的书。
本书从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到论证，到非逻辑思维的根源和主要形式，这些看似枯燥难懂的内容，却
被作者以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得明明白白。
生活中，逻辑无处不在。
无论我们是有意还是无意，逻辑无时不在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然而逻辑到底是什么，也许并没有太多的人有很清楚的概念。
对门外汉或是初学者来说，本书都有切实的帮助。
这本书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逻辑学的初步知识和基本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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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丹尼斯·麦克伦尼
?美国知名逻辑学教授，从事教学多年，曾先后任教于圣母大学和肯塔基大学。
现居住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

?他说，如果读者因为这本小书而对逻辑学有更多了解，我将非常欣慰。
尤其是书中提出的28种非逻辑思维形式，更让此书显得妙趣横生：
?稻草人谬误
?对人不对事
?滥用专家意见
?以出身论英雄
?以笑饰非
?以泪掩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单的逻辑学>>

书籍目录

第1章 学习逻辑学的思想准备
1.全神贯注
2.确认事实
3.观念与其对象
4.留意观念的本源
5.观念联系事实
6.将观念付诸语言
7.有效沟通
8.避免使用模糊和多义的语言
9.避免闪避式语言
10.真相
第2章 逻辑学的基本原理
1.基本原理
2.灰色地带及人为灰色地带
3.万物终有其根源
4.对原因的探寻不要半途而废
5.区分原因
6.定义术语
7.直言命题
8.普遍命题
第3章 论证：逻辑学的语言
1.建立一个论证
2.从全称到特称
3.从特称到全称
4.断言
5.否定命题
6.比较
7.比较和论证
8.正确论证
9.条件论证
10.三段论
11.前提的真实性
12.前提的相关性
13.事实命题，价值命题
14.论证结构
15.结论必须反映前提的量
16.结论必须反映前提的质
17.归纳论证
18.评定论证
19.构造一个论证
?第4章 非逻辑思维的根源
1.怀疑论
2.逃避性不可知论
3.玩世不恭和盲目乐观主义
4.眼界狭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单的逻辑学>>

5.情感和论证
6.推理的原因
7.论证不是争吵
8.真诚的局限性
9.常识
?第5章 非逻辑思维的主要形式
1.否定前件
2.肯定后件
3.中项不周延
4.偷换概念
5.窃取论题
6.虚假假设
7.稻草人谬误
8.误用传统
9.以暴易暴
10.民主谬误
11.对人不对事
12.压制理性
13.滥用专家意见
14.质的量化
15.以出身论英雄
16.止于分析
17.简化主义
18.分类错误
19.混淆视听
20.以笑饰非
21.以泪掩过
22.无力反驳不算证明
23.两难陷阱
24.以先后论因果
25.情感误导
26.功利误导
27.避免结论
28.简化推理
译者后记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简单的逻辑学>>

章节摘录

插图：第1章　学习逻辑学的思想准备1.全神贯注许多错误的产生源于我们注意力不够集中，尤其是在
面对相似的情景时。
相似性使得我们忽略眼前的实际情况，对应该关注的地方视而不见，草率做出结论。
一般情况下，我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相似的情景只不过是对曾经历过的事物的简单重复。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绝对相同的叶子。
每个情景都有它的特殊性，而我们必须对此特殊性保持敏感。
俗话说，观察是知识的重要来源，这正说明注意力是有价值的。
注意力要求我们对所处的每个环境以及组成环境的每个要素都做出敏捷主动的反应。
全神贯注与被动接受是不兼容的。
不要对周边的事务漠然处之，要用心去看，用心去听。
学会关注细节，不因事小而疏忽。
古语有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2.确认事实事实是既成的，所以有其客观性，它独立于我们的观念而存在。
事实需要我们主动去认识，一旦我们忽略它的存在，它就会露出狰狞的面目。
事实的客观存在有两种基本形式：事物和事件。
事物即存在的实体，如动物、蔬菜、矿藏等。
例如，白宫就可以看做事物的代表，而林肯被刺则可以看做事件的代表。
事物是比事件更基础的存在形式，因为事件是由事物组成的，或者是由事物的表现形式组成的。
白宫举行国宴，首要条件是白宫和其他相关事物的存在，否则这个事件就不会存在。
要存在无形的事件，有形的事物是其基础。
要确认事物的存在，你只需实地去考察。
如果它真实存在，就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你可以到达的，你就可以通过直接观察来
确认它的真实性。
以白宫为例，为了证明白宫并非只存在于你的想像之中，你可以去华盛顿旅行，亲眼看看它，这是最
直接也最可靠的方法。
不过你也可以通过间接方法证明，例如，从值得信赖的人口中证实白宫确实存在于华盛顿特区，或者
，以照片为证也是个有效的方法。
但是，对于类似林肯被刺之类的事件，如何证明其真实性呢？
我们说这是一个事实，依据是什么？
这个事件年代久远，我们无法直接找到证人求证。
显然，我们自己不能证明其真实性，直接证据法已然失效。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求助于一些可以作为间接证据的事物。
例如，官方记录（警局记录、死亡报告等）、当时的报纸、照片、回忆录、日记、国会档案等，所有
这些不同领域的权威资料只能用林肯被刺是事实来解释。
在这些史料的基础上，我们确认了此事件的真实性，由此，我们确认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存在。
事实可以被认为是客观的，也可以被认为是主观的。
事物和事件都是客观的，它们都存在于公众领域，原则上可以为每个人所获得。
主观事实是指由个人亲身经历的、或间接通过别人的经历确认的事实。
例如，头痛就是一个主观事实，如果我经历过头痛，我就有第一手资料证明其真实性。
但是，如果是你而非我头痛，我就只能间接地听你说你头痛的情形，来建立我对头痛的概念。
因此，主观事实的确认完全依赖于声称头痛者的可靠性。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如何直接确认事实：如果某个事物是我们可以亲身体验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亲自
投身其中，获得第一手资料。
如果没有条件获得第一手资料，我们就必须严格考察所获间接资料的真实性及可靠性，在此基础上确
认事物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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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中，我们能亲身经历的重要公共事件非常有限。
这就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间接证据。
同间接求证一个事物真实性的方法一样，在利用间接证据求证一个事件的真实与否时，我们必须投入
足够的注意力，因为认真审查证据来源的真实性及可靠性是最重要的。
源于主观体验的主观事实，在通常条件下是自动呈现的。
但是，由于人脑中的自我错觉或理性化思维机制，人们甚至可能无法确认关于他们自身的事实。
由于主观事实得以确认的基础是对其他当事人的完全信任，所以你必须首先考虑对其他当事人完全信
任的可能性。
3.观念与其对象我们大脑中的每个观念最终都源于对事物的描摹，而真实存在的事物却独立于观念之
外。
观念是对客观事物的主观反映。
正确观念忠实地反映其对象的客观秩序，与之相反。
错误观念则是对客观世界的歪曲表达。
虽然我们对观念的控制力有限，但并非无能为力。
因此，我们在面对错误观念的时候也并非无计可施。
我们可以通过检验观念与其对象的关系来确认观念的正确与否。
如果某一观念与其对象的对应关系扭曲脆弱，我们就可确认该观念是错误的。
我们只能通过观念来了解世界，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我们只能把握观念。
观念是人类认知的工具，而非最终目的。
观念是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桥梁，正确观念能使此桥固若金汤。
而最有效的确认观念正确与否的方法，是透过观念本身去观察其所表现的对象。
4.留意观念的本源欣赏自己的观念是人之天性，因为我们大脑所产生的想法就像自己的孩子，但这种
观念产生的根源只能是其对象在外部世界的际遇。
归根到底，观念能感知的来源依旧是独立于人脑意识的客观事物。
与事物接触得越多，对它的理解就越深刻；对它的理解越深刻，观念就越清晰。
如果我们认为观念是不依靠客观事物的无根之花，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理解它。
理解观念的关键点永远应该是它在外部世界的根源。
越是忽略观念的客观根源，观念就会变得越不可靠。
如果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客观与主观的联结纽带将会断裂。
到那时，我们看到的外部世界只是大脑的创造品，而非世界本身的面貌，观念将与世界脱节。
当我们说“确认事实”的时候，并不是说把这个关于现实的观念在大脑中确立起来。
大脑中的观念，如我们所知，是主观的范畴，而我们所关注并意欲确认的事实，是客观的范畴。
要确认事实，我们必须绕过观念直观外部世界。
如果我们成功地为观念在外部世界中找到了对应物，那我们就确认了一个事实。
例如，我的大脑中有一个特定的观念，我称之为“猫”，其对应物是现实存在的猫。
但是，如果我的大脑中另有一个观念“牛头马面”，它就没有对应的现实事物。
类似牛头马面的观念就是主观事实，因为它仅存在于我的大脑中。
5.观念联系事实人类认知主要由3部分形成：（1）客观存在的事物；（2）事物在大脑中的反映；（3
）我们为其创造的语言，借之我们才能与他人交流。
以猫为例，首先要有一只猫，然后才会确立关于猫的观念，随后才有“猫”这个大家认可的词。
所有一切都来源于猫的客观存在，如果没有这个客观存在，就无所谓关于猫的观念和语言。
我已经强调过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主观事实都是清晰明确的。
我们这里又讲到，所有观念在客观世界中都有其特定的本源。
现在，我们必须深入探讨，观念与客观事物如何发生并非简单的联系；接着，我们将解决这个问题：
错误观念是怎样产生的。
有时观念与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直接明了，就如我们举例中的猫。
我们称之为简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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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我们大脑中“猫”的定义的是一种特殊的毛茸茸的会喵喵叫的动物，我们称之为猫。
简单观念相对容易被验证，因为它所对应的客观事物只有一个。
比如我们提到的猫，它所包含的意思是明确具体的。
与简单观念相对应，复杂观念指的是那些与客观事物并非一一对应的观念。
这种观念在客观世界中通常具有多个来源。
例如民主，它是明确具体的观念吗？
至少在潜意识上来说，是的，因为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客观世界。
但是民主的内涵有其丰富的来源：人物、事件、宪法、立法行动、旧制度、新制度，等等。
如果我要和其他人讨论民主问题，为了避免因走入主观主义的歧路而无法与别人沟通，我讨论的必然
是现实中大家都明白的事物；我必须不断地涉及现实中的种种事件，而这些事件即是民主内涵的现实
土壤。
我们如何解释那些错误观念的产生呢？
错误观念即对客观事物做出偏离其本源的错误反映。
没有任何观念可以完全脱离客观世界，即便是最荒谬的想法。
但是观念与客观世界的联系可以变得遥远而难以捉摸。
错误观念已经偏离了事物的本源，它或许不能提供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但却可以反映出产生错误观
念的人的精神状态。
错误观念是我们在应该全神贯注时却麻痹大意的产物，是我们对客观世界做出一相情愿的假设的结果
，它只能由我们自己负责。
6.将观念付诸语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首先是事物，然后产生观念，最后出现语言。
即使一个观念清晰明确而且忠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为了交流的方便，我们也应该用语言表达出来。
观念必须和语言紧密切合，人们才能畅顺交流。
然而，给观念找到合适的语言并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这一工作常常充满挑战性，我们不是都有词不
达意的经历吗？
我们如何确认自己找到了合适的语言？
这个过程实际上与我们确认某个观念是否清晰明确的过程一样，必须寻其根源——客观事物。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清楚表达我们的观念，仅仅是因为没有完全了解自己要表达什么。
所以，回头重新审视观念的外在来源，理清思路，合适的表达将随之而来。
有时，语言和观念的结合是完美的。
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和观念完全切合，它们都忠实地反映了客观事物，这种情况通常存在于简单观念
中。
例如我说：这座纪念碑是由花岗岩砌成的。
我这里所指的纪念碑确实是由花岗岩砌成的。
这种情况下，语言和观念完全统一。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复杂观念，虽然它比简单观念复杂得多。
为了保证所运用语言的精确性，必须回归语言的本源——客观事物。
为了能准确地表情达意，我们的最终目的如下：语言要忠实表达出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从而使我们
的沟通有坚实的事实基础。
仅仅用语言表达相应的观念是不够的，它还应该用来表达明晰正确的观念。
或许我坚信小人国的存在，对它有全面的想像。
或许我可以用丰富多彩的词语来表达那些想像，但它们只能揭示我的思想状态，而不是现实的真实情
况；它们揭示的只是主观事实，而不是客观现实。
7.有效沟通语言和逻辑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之间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语言和观念之间的关系
看得更清楚。
尽管专家们对这个观点颇有争议，但我们似乎还是可以对一个只存在于大脑中的观念不赋予明确的词
语。
然而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试图与别人就某个观念进行沟通，语言就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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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就如前文所述，语言和观念的匹配度越高，沟通就越清晰有效。
语言和观念的匹配仅仅是沟通最基本的第一步。
下一步是为观念建立连贯的陈述。
如果我对你说“猫”或者“狗”，你的反应必然是静听下文。
你一定想知道，“猫”或者“狗”怎么了？
虽然你明白我说的词语的含义，但是你不知道我说这些词语到底是想表达什么。
我仅仅是简单地说出了词语，但没有说任何相关的信息。
只有同时将相关的信息阐述出来，我们才可以做出积极或消极的反应。
注意，如果一个人只说了一个词“狗”，对此我们无法做出真假判断。
但是如果一个人说出某件和狗相连的事情，比如，停车场里有只狗，我们就可对此做出真假判断。
在逻辑学中，陈述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是语言上的特定表达方式，只针对可以做出真假判断的命题。
词语被称为语言的基石，而逻辑的基石是命题。
因为只有在命题的层面上才涉及真假问题，而逻辑本身就是发现真相并将其从谬误中分离出来的学问
。
在命题易于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轻易分辨出真假。
但是，如果命题本身表达得含混晦涩，我们就会面临双重问题。
因为我们必须先找出命题本身的含义，然后才能做出真假判断。
由此可知，清晰有效的表达非常重要。
思维混乱不可能带来有效沟通。
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在想什么都不明白，又怎么能够清楚地表达给别人听？
然而，明确的观念也并不会自动地保证有效沟通。
或许我很清楚自己要说什么，但是很可能一张口就词不达意，表述混乱。
以下是一些能够带来有效沟通的基本原则：不要想当然地认为你的听众会领悟你没有直接表达的意思
问题越复杂，这个原则越重要。
有时，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听众和我们一样了解问题的背景信息，可以牢牢把握所要讨论的问题，但实
际上，可能很多听众对这些信息根本一无所知。
当我们拿不准的时候，最好能清楚地讲明背景信息；唠唠叨叨总比挂一漏万强。
说完整的句子逻辑中最常见的是说明句，说明句类似于命题。
如果我说“狗”、“海龟”、“7月下跌的股票价格”、“那座印第安建筑风格的石灰石正面”，你
可能会猜测我在试图把不同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你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产生联系的。
这是因为我没有做出完整的陈述。
我需要用完整的句子，例如“那只狗攻击那只海龟”，“7月下跌的股票价格使小王很丧气”，“那
座印第安建筑风格的石灰石正面被那帮流氓严重地损坏了”。
不要将主观看法当做客观事实泰山在山东和山西之间，这是个基于客观事实的命题，它要么是真的，
要么是假的。
但是如果我说泰山是秀美的，这个命题就糅合了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绝不能对主观命题的真假做出随意的判断，就像我们刚才所做的那样。
客观命题的真假判断是没有争议的，但主观命题有。
如果我想让某个主观命题被大家接受，我就必须为它做论证。
避免使用双重否定在西班牙语中，双重否定用来加强语句中的否定意义。
在英语中，双重否定相互抵消，句子表达的是肯定的意思。
有时候，这会带来困扰，因为语句表面上听起来是否定但实际上是肯定。
为了避免歧义，最好直接表达本意，不要使用双重否定句。
不要说，“这里不是不欢迎她来”，直接说，“欢迎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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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要把我们的思想正确地表达出来，第一件事情是要讲逻辑。
——著名语言学家　吕叔湘逻辑对生活、认识和哲学都是必不可少的。
——著名逻辑学家　金岳霖一个人的思维假如就容易产生混乱。
假如完整性和首尾一贯性就构不成体系。
即使有个体系，也是一个坏的体系。
——著名文化学家　王元化基础学科包括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理科学和空间科学
、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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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简单的逻辑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为优秀咨询顾问有五本必读图书，第一本就是《简单的逻辑学》，著名行为学家孙路弘高度推荐。
曾位列台湾诚品网络书店英文畅销书榜第一名。
稳居亚马逊书店总榜两万多位，对于略显专业的小书而言，实属不易。
国外媒体好评如潮，读者留言无数。
我国香港中文大学更将其收录为40本英文经典著作之一。
出版三年，仍位于哈佛大学校内书店的醒目位置。
⋯⋯一本看似平凡的小书，身后竟有如此多之赞誉。
为什么？
翻开《简单的逻辑学》，会发现：前面小部分对于基本原理的介绍略显枯燥，但这是跨入逻辑之门的
必备知识，不可避免（它就如大侠们“伪装”的朴实扮相）。
随着内容往后的不断推进，我很快就进入了那个精彩无比的逻辑世界。
妙趣横生的思维交锋，无处不在的逻辑陷阱，让我沉醉其中，欲罢不能。
想起曾对它的忽视，只能慨叹：越不凡，越平凡！
如何清晰高效地思考？
如何与人顺畅沟通？
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正确思想来自正确的逻辑，错误思想来自错误的逻辑。
从逻辑学的基本原理，到论证，到非逻辑思维的根源和主要形式，这些看似枯燥难懂的内容，却被作
者以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得明明白白。
尤其是书中提出的28种非逻辑思维形式，更让此书显得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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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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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