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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逻辑学基础教程》一书由于学校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得以正式出版了。
这是学校领导和哲学系领导对逻辑学教材建设大力扶植、关心的结果，也是学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结
果。
没有这种扶植、关心和支持，本书是不可能着手编写的，更不可能问世。
当前，国内出版的逻辑学（主要指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教材可以说是成百上千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要编写这样一部《逻辑学基础教程》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出版的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教材虽然多种多样，而且也不乏颇具特色和
创见的优秀之作，但从总体上看，多数偏重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述，而在不同程度上对于逻辑知
识的实际应用，包括如何把逻辑知识和原理的讲述同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与素质的培养有机结合
起来，如何使逻辑教学的内容与人们的实际思维相结合，如何干预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各种逻辑问
题（比如，各种大学生辩论赛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逻辑问题），相对地说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考虑。
而这种情况的存在是难以真正发挥逻辑学本身的固有力量与作用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编写一本尽可能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和人们思维实际的、着眼于提高学习
者实际思维能力与素质的逻辑学教材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是就国内逻辑学教材编写的一般情况而言的。
就我们自己逻辑学教材编写的情况来说，近20年来，我们主要编写了《形式逻辑》（1981年初版
，1983年修订第二版，1994年修订第三版）和《逻辑学引论》（1988年出版）两本教材。
前一本已累计发行50余万册，受到了不少学校的广泛欢迎。
但目前看来，将其作为大学本科各专业的通用教材，内容上似乎还略显单薄。
而后一本教材原是为哲学系学生学习逻辑学而编写的，作为大学本科各专业的通用教材，又显得专门
了一些。
因此，就我们教研室自己的教材建设而言，也需要编写一本介于前述两本教材之间的、着眼于提高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而又为大学本科各专业普遍适用的、通用性的逻辑学基础教程。
也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在本书的编写中我们力求做到以下几点：1.突出逻辑知识的应用和逻辑思维
能力与素质的训练。
为此，除整个教材内容的讲述注意在这方面的要求和引导外，许多章的正文中还设专节讲述如何根据
本章内容具体实施和体现这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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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修订版”之一，全书共分13个章节，主要对逻辑学基础教程作了介绍，具
体内容包括词项与概念、简单命题(直言命题)及其推理、复合命题及其推理、模态命题及其推理、逻
辑基本规律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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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次，同一语句可以表示不同的命题。
比如，由于汉语语法中没有语形变化，一个句子中的某个语词究竟处于支配地位还是被支配地位并不
很清楚，因而容易产生歧义。
如“这个人谁也不认识”这一语句，如果脱离具体语境，它可能表示命题“这个人不认识大家中的任
何一个人”，也可能表示命题“大家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这个人”。
又由于汉语中的语词无法从词形本身确定其词性，在脱离语境的情况下，往往不易确定一个语词究竟
是名词还是动词，或者是名词还是形容词。
如“铁锤锤鸡蛋锤不烂”这一语句，如果把最后一个“锤”字当作名词，它就是一个真命题；如果把
最后一个“锤”字当作动词，它就是一个假命题。
 总之，就像词项与概念、语词一样，命题与判断、语句并不完全相同，它们分属不同的科学范畴。
命题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判断和语句则分别是认识沦和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但它们又有密切的联系：命题是表达判断的语句，或者说命题是有真假的语句。
命题的内容就是判断所断定的对象情况，命题的形式则是通过表达判断的语言形式显示的。
 三、命题的种类 命题的种类很多。
由于逻辑学主要是从逻辑结构方面来研究命题的，因此，在本书中，我们首先按一个命题本身是否包
含有其他命题而把命题分为简单命题与复合命题两大类；然后，再按简单命题中所断定的是对象的性
质还是关系，而将简单命题分为性质命题（直言命题）和关系命题；按照复合命题中所包含的各个简
单命题之间的联结情况不同（即逻辑联结词的不同），而将复合命题分为联言命题、选言命题、假言
命题和负命题等等。
最后还要介绍模态命题和规范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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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基础教程(修订版)》是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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