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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逻辑修养对个人的综合素质有深刻的影响，故每个人都应当学点逻辑。
逻辑学不仅很有趣味，而且由于其研究对象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思维，所以不难学习。
具有高中文化水平的人，借助一本好的教材，完全可以通过自学在较短时间里掌握逻辑学基础知识。
本书就是这样一本好教材，它具有简明性、研究性、实践性、趣味性等特点，内容完整，条理清晰，
通俗易懂，既适于作为大学普通逻辑教材，又便于一般读者自学。
准备参加MBA、MPA和公务员等考试的考生，如果能系统学习本书五章内容，再认真完成书后三套精
选试题，在逻辑板块一定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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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念第一节　概念及其特征一、什么是概念我们对概念并不陌生，每天都要接触大量的概念
，一开口就要说出几个概念。
比如“粉笔”、“黑板”、“书”、“桌子”、“人”等都是概念。
但是要真正理解什么是概念，还需要注意一些问题。
概念（concept）是一种最基本的思维形式，是逻辑思维的最小单元。
一般说来，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
概念是对特定对象的反映。
比如“粉笔”、“黑板”分别反映粉笔和黑板这两类事物。
但是，作为概念的“粉笔”不同于实物的粉笔，它只是对实物粉笔这类事物的部分属性的反映。
这部分属性必须是所有的“粉笔”所共有，同时又是“粉笔”这类事物以外的任何其他事物所没有的
那些属性。
这种属性就是粉笔的“本质属性”，是粉笔之所以是粉笔的内在规定性。
人类认识自然事物的基本方法是把它们一一区别开来。
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认识各事物的本质属性。
反过来说，只要我们认识到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也就是认识到该事物与他类事物的本质区别，就可
以把它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也就算是认识了它，至少是初步认识它，就可以用一个概念来反映它。
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并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
因为事物有许多属性，包括物理属性、化学属性、生物学属性等，绝大多数属性都不是其本质属性。
人的属性有许多方面，如有密度、质量，长毛发，有耳、鼻、眼、口和四肢，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人
的本质属性。
据说当年柏拉图曾把“两条腿走路、不长羽毛”当作人的本质属性，结果闹出笑话。
现在我们一般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
其实这种认识也是有待进一步深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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