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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20世纪无疑是我国社会最富变动的时期。
大事件、大动荡在一个较长时期里绵延频仍。
“文化大革命”后的改革开放则迎来一片“阳光春天”。
这些必然影响到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科学和教育事业。
我国的逻辑教学和科学研究由之也时兴时衰、时沉时浮，有喜有忧、有苦有甘。
二、逻辑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
到20世纪它有了巨大的惊人发展。
与前两千年相比，逻辑学的新发展犹如平地林立高楼。
逻辑学现今已是拥有多种类型和众多分支的庞大学科群体。
它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数、逻、理、化、天、地、生七大基础学科之第二位。
逻辑学在20世纪初传人中国，开花结果，得到发展。
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社会之动荡起伏，逻辑学在中国的发展和遭际，呈现出极为明显的时代面貌和阶
段性。
三、编写20世纪中国逻辑学，反映它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可以有不同的写法。
比如，按逻辑类型分别编写该学科20世纪在中国的演进情况。
这种写法的优点是各逻辑类型的发展能条理清晰，不足处是不能反映20世纪中国逻辑在不同时期的整
体面貌。
不能展现中国逻辑发展的阶段性，再者如何划分类型，现在争议很大。
本书的写法是，将20世纪的中国逻辑学分为三个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为一个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引进西方逻辑，包括传统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
1949～1966年为第二个时期。
这一时期教学上受苏联逻辑影响较大，数理逻辑方面的工作有了很好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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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
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
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
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涌现出了众多的学术名家和大批的学术经典，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在这一世纪从学
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
研究、总结20世纪人文学科学术发展的历史，不仅是对各个学科学术研究百年成就的审视，也是对中
国学术研究现代化进程的一次集体回顾，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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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因明研究的复苏因明是在古印度发展起来，其后又流传到我国及朝、日等国。
“因明”为梵文Hetuvidya的意译。
Hetu是因，指原因、理由，Vidya是明，有明理、学说之意。
印度古代有五明（五种学问）之说，即声明（训诂）、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
其中，因明也被称为印度逻辑、佛家逻辑，被认为是世界三大逻辑学渊源之一。
因明约发端于公元前6世纪。
当时印度有若干宗教流派，派内及各派之间经常论辩，其中正理派研究了这种论辩。
公元二世纪时正理派形成一部著作叫《正理经》，意译为正确之理。
其后，一些学者（包括非正理派的学者）对这部著作进行研究和注释解说，最后于公元四世纪时形成
因明。
代表性的著作有弥勒的《瑜伽师地论》，无着的《显扬圣教论》，世亲的《如实论》、《论规》、《
论式》等。
后来人们把这一阶段的因明称作“古因明”，其特点是讨论思维的五支论式（宗、因、喻、合、结）
。
到公元5世纪末、6世纪初，大乘佛教瑜伽行宗大师陈那对古因明进行了改革，着《因明正理门论》，
创立了“新因明”。
据我国因明学者郑宏伟所著《佛家逻辑通论》，新因明对古因明有六点革新和创新：对能立与所立重
新分界，以宗体为论争标的；创立九句因，作为三支推论的理论基础；增设喻体以提高推理的可靠程
度；改五支论式为三支论式；确定量只有现量和比量两种；提出独具特色的概念遮诠理论。
在陈那之后，他的弟子商羯罗主作《因明入正理论》，对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加以解说，使其比
较好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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