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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内容涉及1949年到2009年间年中国逻辑学的发展。
在这六十年中，中国逻辑学家的研究活动主要涉及的领域有：数理逻辑（合理论计算机）、哲学逻辑
、归纳逻辑（含决策论）、语言逻辑、逻辑哲学、中国逻辑史、西方逻辑史、汉传因明、藏传量论等
方面。
《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主要描述在这些领域中，中国逻辑学家的研究立场、方法、成果
和相关的学术活动，以及学术争鸣、学术观点的变迁和研究范围的扩展。
同时，《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也介绍了台湾地区逻辑学六十年（1949—2009）来的发展
过程和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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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休谟问题是否有解”这个问题给出一个肯定的或否定的回答，而是在批判波普
尔的否定消解法的基础上论证它在逻辑上无解的。
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逻辑合理性概念和归纳的局部辩护方法（LJI），并以此说明归纳是可以得到局
部辩护、拒斥或悬置的。
现将鞠实儿的主要观点简要概述如下： 首先，鞠实儿对休谟问题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
他指出，在演绎推理中，如果前提为真，那么结论一定为真，这是因为结论所断定内容的没有超出前
提所断定的内容。
反之，归纳推理是一种扩大推理，并且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内容超出了前提所断定的内容。
那么，归纳推理是必然保真的吗？
这就是休谟问题的一般形式。
他认为，这是一个逻辑问题，它涉及一个归纳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的关系。
 其次，鞠实儿还论述了休谟问题的解决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
他赞同韦斯利·萨尔蒙（Wesley Salmon）和沃尔夫冈·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uller）在论述休
谟问题时的大部分观点，即休谟问题所关注的并不是所有的放大性论证，而是一个特殊的归纳形式，
这种形式与枚举法有关，并且与假说评价方法的合理性有关，但与发现无关。
不过，他还认为，如果我们想证明这种方法的认知合理性和逻辑合理性，那么，休谟问题也同样与发
现假说的方法有关。
因此，是否存在合理的科学方法取决于休谟问题的解决。
 在此基础上，鞠实儿正式展开了对波普尔否定消解法的批判。
他认为，从逻辑的角度看，波普尔对于休谟问题的否定回答是错误的。
例如，他不能从真前提出发，使用正确的演绎推理推出归纳推理不是保真的。
鞠实儿的具体论证过程如下： 首先，他对波普尔的方法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概述。
他指出，虽然休谟已经明确指出了在逻辑层面上正面解决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是不可能的，但是，休谟
却没有说是否可以在逻辑层面上给出这个问题的反面解答。
这就为波普尔提出他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因此，波普尔在接受了休谟的第一个结论，即归纳问题是没有逻辑正解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否定消解
法（negative solution to Hume's problem），并建议用可错性理论来代替科学方法论中的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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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1949-2009)》读者可以了解中国逻辑学各分支的发展水平、各研究群体的研究
方向和研究人员的特长领域，对于在中国开展逻辑学教学和科研，进行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和合作，以
及总结中国当代逻辑学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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