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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方逻辑传人中国始于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该书神学色彩浓厚，叙述繁琐，以至问津者寥寥。
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后，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以非凡的远见卓识，赋予逻辑至高地位，将其视
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加以传播，西方逻辑才得以在中国扎下了根。
“五四”运动后，有不少学者对逻辑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过许多可贵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影响至深且巨。
可是，至20世纪50-60年代，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有人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
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
这一时期，我国的逻辑教学和研究偏离了它的轨道。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金岳霖等前辈时贤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逻辑事业焕发出勃勃生机。
张家龙在1978年提出“形式逻辑要现代化”，后来进一步倡导“全面实现我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并与
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
30年来，我国逻辑界紧紧围绕这一历史主题，奋起直追国际前沿，逻辑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初步实
现了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与国际逻辑教学和研究水平初步接轨。
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国际逻辑研究前沿相比，我们的研究水平总体仍然不高，在很多方面还存
在较大差距。
逻辑学科的地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提升，在我国的学科分类目录里，逻辑学隶属哲学下的分支学科，
其地位仍然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
然而在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的学科排序里，逻辑学科的重要性却得到凸显，如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把逻辑学列为七大基础学科之一，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逻辑学列为五大学科之首，等等。
回顾我国逻辑事业发展取得的成绩，我们备感欣慰；直面相对落后的现状，刺痛了每位同仁的切望之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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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逻辑传人中国始于明末李之藻译《名理探》，该书神学色彩浓厚，叙述繁琐，以至问津者寥
寥。
直至鸦片战争爆发后，以严复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以非凡的远见卓识，赋予逻辑至高地位，将其视
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加以传播，西方逻辑才得以在中国扎下了根。
“五四”运动后，有不少学者对逻辑学的传播和发展作出过许多可贵的实践和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影响至深且巨。
可是，至20世纪50-60年代，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有人一度将现代逻辑视作帝国主义时代为
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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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作为习得逻辑，语文逻辑研究的是人们在语文学习过程里伴随着自然语言读、写、听、说能力
的发展而自然形成日常逻辑智能的过程。
日常逻辑智能包括了使概念明确的智能、使命题真实的智能、使论证严密的智能、使说明准确的智能
、使话语篇章系统内部协调无矛盾的智能等，相应的，语文逻辑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可以划分为词义
逻辑、句意逻辑、论证逻辑、说明逻辑、话语篇章系统逻辑等。
数学逻辑研究的是人们在数学学习过程里伴随着人工符号语言演算能力的发展而自然形成数理逻辑智
能的过程。
数学逻辑可以划分为高等数学逻辑和初等数学逻辑，也可以划分为代数逻辑、泛函分析逻辑、几何逻
辑、计算机逻辑、运筹学逻辑、统计学逻辑、拓扑学逻辑等。
无论是主张数学为逻辑的基础的数学主义者还是主张逻辑是数学基础的逻辑主义者，都不否认数学训
练可以孕育数理逻辑智能。
同一类型的数学逻辑可以研究不同类型的数理逻辑智能的形成过程。
不同类型的数学逻辑可以研究同一类型的数理逻辑智能的形成过程。
例如，无论是初等数学逻辑还是高等数学逻辑，都可以研究命题逻辑智能中的形式证明智能之形成过
程。
在习得逻辑系统里，无论是数学逻辑还是语文逻辑，都是由多学科汇聚而成的边缘学科，至少，“逻
辑智能的形成过程”与心理学、思维学相关，“数理逻辑智能”本身与现代形式逻辑相关，“日常逻
辑智能”本身与传统形式逻辑相关，“发展语言能力”与语言学、教育学相关。
严格说来，虽然语文逻辑和数学逻辑同为基础逻辑，但这两门基础逻辑之间是有先后相继的关系的。
毋庸讳言，人是通过自然语言理解人工语言的，人工语言思维能力以自然语言思维能力为根基。
有研究者进行过在小学数学课堂开展概率知识教学的实验，实验结果实际上表明：小学生对“可能”
、“必然”等模态词的理解来自语文课堂。
关于“可能”、“必然”的词汇语义训练可以与数学概率运算训练不相关，然而，数学概率训练不能
不以关于“可能”、“必然”的词汇语义训练为前提。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视域下的逻辑探究>>

编辑推荐

《比较视域下的逻辑探究》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比较视域下的逻辑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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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