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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逻辑学，旧称名学、论理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学列为与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命科学等学科并列的七大基础
学科之一。
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新编逻辑学教程》，严格地说它属于一本定位于实用、适用于基础的著作
，它与传统教材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仅传达了逻辑学的理论知识，而且更加注重考察学生的实际应
用能力。
同时，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不仅仅局限于逻辑学理论知识本身，而是力求从时效性上展望未来、从
知识面上拓宽视野，以便读者能从发展的角度提高自己的思维水平。
编写本书的动机，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在竞争激烈的当今社会，我们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然而，不论应对何种挑战，个人的
思维能力和表达水平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学点逻辑学，能动地提高自己的思维水
平不失为明智之举。
另一方面，逻辑学作为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也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可以帮助我们掌握逻辑学
的基础知识、基础理论，提高我们的思维能力和表述能力，有助于正确地进行推理，准确地表达思想
，防止日常生活工作中的逻辑错误。
与此同时，也有助于加强逻辑思维的训练，提高学生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学习其他知识打
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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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这样的背景认识，《新编逻辑学教程》这本教材，构思以“实用”为基准，坚持“能力为本
”的原则，让读者从中受益，不断提升思维水平和判断能力。
在内容安排上，基本上秉持从理论到应用的思路，全书九章内容中，除了第一章导论，二至六章侧重
基本理论的阐释，其余章节侧重逻辑理论的应用，通过对学科知识脉络清晰，深入浅出地整合，力求
做到既有知识性、又便于掌握，主要定位于大学文科教学用书、逻辑学自考辅导用书和各类硕士联考
的参考教材。
　　因此，建议读者在使用本书的过程中，在学习逻辑知识的过程中解题，在解题的过程中巩固自己
的逻辑知识。
换而言之，就是要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尤其在学习逻辑知识的时候，要考虑每一个知识点常用来做
什么，在做逻辑学的练习题时，考虑它的逻辑推理的角度是什么。
逻辑学是一门很有意思的课程，不要为了学习而学习，我们要提高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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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颖，女，1980年生，汉族。
陕西省西安市人。
政治学专业研究生，法学硕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近年来致力于逻辑学的本科教学实践工作，同时，针对MBA、GCT以及公务员考试进行了十余期考前
辅导工作。
主编相关教材三部，在各级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并有多篇论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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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论第一节 “逻辑”的含义与历史一、“逻辑”的含义“逻辑”是一个外来词，它是由英
文Logic音译过来的，就像“沙发”、“咖啡”这类词一样。
英文Logic又源于希腊文oσγos（逻各斯）。
oσγos→Logic→逻辑“Xoyos”是个多义词，原意指“理性”、“理念”、“谈话”、“判断”、“
概念”、“定义”、“根据”、“关系”“词”、“思想”、“规律性”等等。
赫拉克利特最早将这个概念引入哲学，在他的著作残篇中，这个词也具有上述多种含义，但他主要是
用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具有一定的尺度，虽然它变幻无常，但人们能够把握它。
在这个意义上，逻各斯是西方哲学史上最早提出的关于规律性的哲学范畴。
亚里士多德用这个词表示事物的定义或公式，具有事物本质的意思。
西方各门科学如“生物学”、“地质学”中词尾的“学”字（-logy），均起源于逻各斯这个词，“逻
辑”一词也是由它引申出来的。
中世纪，一些西方学者使用“逻辑”专指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
我国近现代学者曾用“名学”、“辩学”、“理则学”、“论理学”来译英文Logic。
其中，西方的逻辑学传人我国，始于明朝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一书。
清朝末年的著名学者严复在翻译《穆勒名学》时，首次将“Logic”译为“逻辑”，但并没有将“逻辑
”这个词定为这门学科的名称，他将逻辑学称为“名学”，这是因为中国先秦时期就有“名学”的概
念。
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才逐渐通用“逻辑”这一译名。
在现代汉语里，“逻辑”是个多义词。
一般来说它有以下四种含义。
第一，某种理论观点。
例如：“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这是强者的逻辑”。
第二，思维的规律性。
例如：“应该合乎逻辑地思维，明确地表达思想”。
“这篇论文的逻辑性很强”，这里的“逻辑”是指思维要合乎思维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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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逻辑学教程》的编写过程中，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外许多逻辑教材和相关文献资料；另一方面，
得益于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意见反馈。
在此，对相关的学者的思想成果和学生们教学活动的配合谨表谢意。
倘若本教材能引起读者对逻辑学进一步的思考和兴趣，本人也就很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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