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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逻辑学教程》作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自1999年8月初版、作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
材q-2004年7月再版以来，已经发行20多万册，这充分表明了广大读者对这部教材的厚爱。
对此，我们感到由衷的欣慰。
本书是《逻辑学教程》第三版，也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这次修订，在吸纳读者建议的基础上，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工作：首先，对本书的结构做了一定调整，
例如，将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单独列为一章，以凸显它在演绎系统之外也就是对于人们日常思维的规
范作用；其次，对理论的阐述更为科学、严密，并尽可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其三，更新了例子，
尽可能做到例子鲜活，使读者充分感受到逻辑就在身边，逻辑就在生活中；其四，加强了学习方法的
引导，强化了服务于素质教育的编写宗旨。
本书适合做本科、专科各专业的基础课教材，也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课教材。
当然，因为课型不同，培养目标不一样，加之教学时数的差别，对教材内容的取舍也不尽一致。
但毋庸置疑，这样的认识却应当是共同的，即：通过逻辑学基本理论的学习、训练，培养学生逻辑思
维能力、提高思维素质，为其学习各专业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了解逻辑学的学科结构和简要发展史
，为逻辑学本身的学习和提高奠定基础；进而培养学生的逻辑意识、逻辑精神。
本书共11章，内容分为三大部分：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逻辑方法，以及逻辑的语用问题。
第2至第5章介绍演绎逻辑，以命题逻辑与谓词逻辑为核心。
这部分内容特别突出了形式化特点。
为了贴近日常思维，一方面吸收、保留了传统逻辑的精华，注意了现代逻辑与它的有机衔接，另一方
面对现代逻辑的介绍采用了自然演绎系统。
第6、7章介绍的是非演绎逻辑。
这部分既有传统归纳逻辑，也有逻辑方法。
第8、9、10章介绍逻辑的语用问题。
在演绎逻辑的编排顺序上，本书按现代逻辑的特点，根据分析的层次，由浅入深地进行，即先讲述分
析层次较浅的传统词项逻辑、命题逻辑，然后讲述分析层次较深的谓词逻辑，再讲述在基本命题形式
基础上增加模态算子的模态逻辑。
本书由何向东主编并负责统稿，冯颜利协助做了统稿工作。
这次修订工作的分工是：第一章绪论、第三章命题逻辑，西南大学何向东教授；第二章传统词项逻辑
，安徽师范大学杨树森教授；第四章谓词逻辑，山西大学毕富生教授、重庆大学吕进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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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逻辑学教程（第3版）》第一版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
的研究成果，曾获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2004年7月第二版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
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出版；《逻辑学教程（第3版）》是《逻辑学教程》第三版，也是“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
在此版中，编者注意进一步吸收中外逻辑学教材的成功编写经验，在扎实的科研和教学基础上，密切
联系思维和自然语言的实际状况与特点，力求做到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和适用性的有机统一，实
现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的有机结合，以服务于素质教育。
本次修订，在吸纳读者建议的基础上，对结构做了一定调整，对内容做了增减，对理论的阐述更为科
学、严密，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更新了大量例子，以鲜活的例证体现逻辑就在身边，逻
辑就在生活中；加强了学习方法的引导，符合认知规律与教学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的能力和实际运用逻辑知识的能力，体现出较高的学术水准和服务于素质教育的编写宗旨。
《逻辑学教程（第3版）》可作为高等院校文史哲及其他本科专业基础课或本、专科通识课的教材，
也是社会读者研修逻辑学的最新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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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逻辑学的对象一、逻辑学的含义二、思维、语言与逻辑三、逻辑学的研究对象第
二节 逻辑学的性质与作用一、逻辑学的性质二、逻辑学的作用第三节 逻辑学的研究与学习方法一、
逻辑学的研究方法二、逻辑学的学习方法第四节 逻辑学的发展一、逻辑学的早期状况二、逻辑学的现
代概况第二章 传统词项逻辑第一节 传统词项逻辑概述一、简单命题和词项二、传统词项逻辑的概念
第二节 词项一、词项的定义及特征二、词项的种类三、词项外延间的关系四、明确词项的逻辑方法第
三节 直言命题一、直言命题及其结构二、直言命题的种类三、直言命题主、谓项的周延性第四节 直
言命题的直接推理一、直言命题的对当关系推理二、直言命题的变形推理第五节 三段论一、什么是三
段论二、三段论的规则及其应用三、省略三段论第三章 命题逻辑第一节 命题逻辑概述一、命题、判
断与语句二、命题与推理的类型第二节 复合命题及其推理一、复合命题及其推理概述二、联言命题及
其推理三、选言命题及其推理四、假言命题及其推理五、负命题及其推理六、复合命题的相互转换及
其推理第三节 归谬赋值法及真值表的作用一、归谬赋值法二、真值表的作用第四节 命题逻辑的自然
演绎系统一、自然演绎系统概述二、推导规则三、条件证明规则四、间接证明规则第四章 谓词逻辑第
一节 命题的谓词形式一、个体词、谓词和量词二、简单命题的形式化第二节 谓词逻辑公式一、一阶
谓词逻辑的形式语言二、自由变项、约束变项和命题函项三、公式的解释第三节 命题形式化的一般方
法一、一般命题形式化的基本步骤二、命题隐含意义的分析第四节 谓词逻辑推理的规则一、关于量词
的推理规则二、谓词逻辑推理的形式演算三、对推理规则的限制四、谓词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第五节 
带等词的谓词逻辑第五章 模态逻辑第一节 模态逻辑概述一、模态和模态逻辑二、模态命题的符号化
三、模态命题的逻辑性质第二节 传统模态逻辑一、基本模态命题之间的对当关系二、基本模态命题的
对当推理三、模态命题与实然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及其推理第三节 模态命题的自然推理系统TN一、
定义二、推理规则三、系统TN中的定理第四节 规范模态逻辑一、规范模态命题二、规范命题的逻辑
性质三、规范对当关系及其推理第六章 归纳逻辑第一节 归纳逻辑概述一、归纳逻辑的定义二、归纳
逻辑的性质和作用三、归纳和演绎的关系第二节 传统归纳逻辑一、完全归纳推理二、简单枚举归纳推
理三、类比归纳推理四、穆勒“五法”第三节 现代归纳逻辑一、概率归纳推理二、统计归纳推理第七
章 科学逻辑第一节 科学逻辑概述一、什么是科学逻辑二、逻辑与科学方法第二节 科学解释与科学预
测一、科学解释二、科学预测第三节 科学假说一、假说及其基本特征二、假说的形成三、假说的检验
第八章 语用逻辑第一节 语用逻辑概述一、什么是语用逻辑二、语言与言语第二节 语境与预设一、语
境二、预设第三节 言语行为与合作原则一、言语行为理论二、合作原则与准则第四节 言语交际与语
用推理一、言语交际二、语用推理三、隐涵与语用推理第九章 论辩逻辑第一节 论辩逻辑概述一、论
辩逻辑的定义二、论辩的方法与作用第二节 论证一、论证概述二、论证的种类第三节 反驳一、反驳
的定义和组成二、反驳的方法和种类第四节 辩护一、辩护的定义和组成二、辩护的模式与方法第五节
论辩的规则一、关于论题的规则二、关于论据的规则三、关于论辩方式的规则第十章 辩谬逻辑第一节
辩谬概述一、论辩、诡辩与谬误二、辨析谬误的意义三、谬误的分类第二节 谬误的辨析一、词项型谬
误二、命题型谬误三、论辩型谬误第三节 破斥诡辩一、诡辩概述二、诡辩的识别与破斥三、诡辩术与
论辩技巧的区别第十一章 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第一节 逻辑思维基本规律概述一、逻辑思维基本规律
的普适性二、逻辑思维基本规律的确定性三、逻辑思维基本规律的客观性第二节 同一律一、同一律的
基本内容二、同一律的逻辑要求和违反它的逻辑错误三、同一律的作用第三节 矛盾律一、矛盾律的基
本内容二、矛盾律的逻辑要求和违反它的逻辑错误三、矛盾律的作用第四节 排中律一、排中律的基本
内容二、排中律的逻辑要求和违反它的逻辑错误三、排中律的作用四、排中律与矛盾律的区别附：各
章练习题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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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二）基础性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的基础学科性质。
无论用什么语言表达思想、构建理论，都离不开对思维的逻辑形式的了解与把握，不能违反逻辑的规
则、规律，不能脱离对逻辑方法的运用。
从这种意义上说，逻辑是其他学科的基础，任何科学都需要应用逻辑。
事实上，逻辑学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推动了学科交叉与相互渗透，催
生了新兴学科。
分析哲学的诞生与发展，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建立，语言哲学的形成，计算机的诞生，人工智能的兴起
，都有逻辑学的功劳。
在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逻辑学应当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三）工具性逻辑学对思维的研究，只能从逻辑形式即思维的形式结构入手。
它不研究思维内容。
因为对思维内容的研究，回答某个思想在事实上的真假，涉及具体科学知识。
逻辑学经常运用的“真”、“假”概念，并不全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更多的是逻辑意义上的。
逻辑学中的真假与事实上的真假并不一一对应。
例如，“所有牛都是动物”这个命题，当讨论它具有的命题特征时，说它是真的，因为符合客观实际
。
这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回答。
当讨论它与“所有牛都不是动物”、“有牛是动物”，“有牛不是动物”之间的真假制约关系，从“
所有牛都不是动物”为假出发确定它的真假时，则只能确认它真假不定，这是从必然性角度作出的逻
辑的回答。
逻辑学研究命题形式之间的真假条件，并由此讨论演绎推理的有效性。
再以复合命题为例。
简单命题也称原子命题，它的真假依经验事实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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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教程(第3版)》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程,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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