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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勰说：“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文心雕龙·卷四·论说第十八》）　　在社会实践中，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为了弄清谁是谁非，
彼此之间要进行论辩。
进行论辩，要应用一定的论辩方法，遵循一定的论辩规则，论辩学就是研究论辩方法与论辩规则的学
说。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关于论辩的理论就在中国、印度和希腊产生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源远
流长的。
人类对论辩理论的研究成果，至今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
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缘故，这些光辉思想大都被湮没在历史的古籍之中。
我们相信，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随着人们对论辩知识的广泛应用与重视，这颗人类文化宝
库中的璀璨明珠必将会重放异彩。
　　论辩知识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人们有了不同看法就会进行争
论。
尤其是在不同的政治主张之间、学术观点之间以及法庭上的谁是谁非之间，所进行的争论是异常激烈
的，这都需要应用论辩知识。
　　古今中外的能言善辩之士，凭借三寸之舌建树了不朽功勋。
春秋时期，墨子辩胜楚王，制止了一场不义之战；战国时期，艾子辩胜齐王，拯救了一个面临灭顶之
灾的家族；三国时期，诸葛亮辩胜群儒，协助东吴杀败了百万曹兵；宋朝时期，程颢辩胜土郎中，断
清了一起诈骗案；民国时期，鲁迅辩胜章士钊，打赢了一场官司；在香港，罗文锦辩胜英国商人，为
茂隆皮箱行挽回了经济损失；在古希腊，伊壁鸠鲁辩胜有神论者，宏扬了唯物主义思想；在美国，林
肯辩胜伪证人，挽救了一个无辜孩子的性命；在加拿大，朗宁辩胜反对派，成功地竟选为省议员。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辩士们施展唇枪舌剑，纵横捭阖，所向披靡，是因为他们精通论辩之道，宏扬了真理与正义。
　　这部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论辩知识，论辩知识是捍卫真理、驳斥谬论的得力工具，是揭露诡辩、戳
穿谎言的锐利武器。
　　论辩学是笔者二十年前（《趣味论辩学》第一版于1991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提出的一
个学科。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论辩知识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它的实用性与重要性愈
来愈被人们所认识。
　　笔者仅在网上得知，起码有三十几家图书馆收藏有《趣味论辩学》一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谷振
诣教授、北京大学刘壮虎教授合著的《批判性思维教程》及江苏省盐城工学院的“辩论与演讲”课程
将《趣味论辩学》列为教学参考书目，有些网站（如豆丁网、超星读书）还在介绍《趣味论辩学》第
一版的内容，有些网站（如中国书网、书先生网）将《趣味论辩学》列为稀缺、绝版图书的代寻服务
书目。
笔者斟酌再三，认为有必要再版本书。
迄今为止，还不见有其他系统地论述论辩知识的著作问世。
　　这部书是一部创新之作，因而增补新内容在所难免。
笔者经过这些年思索，对论辩理论有了更深的认识。
这部增订经典版补充了一些新理论，精选了40个引人入胜的论辩故事替换了原书“论辩故事百例”中
不甚精彩的故事，在内容上较前两版更加完善，在写法上也更加成熟。
　　这部书附了《逻辑规律浅探》一文，因为这部书涉及到了形式逻辑的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
律的改造，因而有必要对形式逻辑的四个基本规律作一下探讨。
结论是：同一律是“旧世界观的基本原则”，矛盾律与排中律不能自圆其说，充足理由律不完善，它
们都解决不了逻辑矛盾，都不能作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矛盾律与排中律的内容应该作为论辩的论
题来研究，充足理由律应该作为论证中论据的原则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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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趣味论辩学》的第二版（修订本），曾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承蒙北京大学的张祥龙教授作
序，本书仍保留了张祥龙教授为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作为本书序言，特此再表谢意。
　　刘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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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趣味论辩学（经典版）》作者刘润泽以逻辑学为指导，以语言学为基础，以古今中外著名的、
成功的论辩实例为论据，以阐述原理、分析实例、授以方法为基本思路，总结概括、加工提炼出了几
十种论辩的技巧与艺术，构成一种融哲理性、思辩性、趣味性于一体的方法论读物，意在提高读者的
论辩技巧、艺术品位、语言表达能力，进而达到开发人的多种智力，提高人的多种能力的目的《趣味
论辩学（经典版）》，值得一阅！
　　在社会实践中，人们的论辩目的并非只是单纯为了在言辞上辩服论敌，有时是为了从行动上战胜
对手。
因此，人们并不一概反对故意违反论辩规则的行为。
对于故意违反论辩规则的行为，人们把为邪恶事情所作的辩解叫做诡辩，把为正义事业所作的辩解叫
做巧辩。
人们一般只反对诡辩，不反对巧辨。
但是，无论巧辩还是诡辩，都是故意违反论辩规则，去歪曲正确言论，为错误言论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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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润泽，中国逻辑学会会员、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教授、北京创新学会研究员、北京创新研
究所国际汉语部主任，北京中华文化促进会国防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现在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后勤部老干部大学任教，出版了《趣味论辩学》《传统逻辑体系探析》《现代汉语诗韵》《
计谋与谋局》《论辩智慧精粹》《逻辑智慧精粹》《运筹谋略》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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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创立了形式逻辑科学，建立了直言三段论的演绎逻辑
。
公元16世纪，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公元1561—1626年）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创立了归
纳逻辑。
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和培根的归纳逻辑，构成了形式逻辑的基本内容，为形式逻辑的形成与发展奠
定了基础。
　　恩格斯说过：“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466页）　　自从亚里士多德创
立形式逻辑这门科学以后，在这门学科中一直存在着激烈的论争。
　　当前，由于数理逻辑的长足发展，针对形式逻辑所进行的论争愈加激烈了。
很多人认为，应该在数理逻辑指导下改造和发展形式逻辑。
有些人甚至认为，应该用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
　　首先，我们认为数理逻辑代替不了形式逻辑。
　　《简明数理逻辑基础》中说：“传统逻辑（即形式逻辑一引者注）⋯⋯的主要作用是帮助人们正
确表达思想，正确进行论辩。
⋯⋯这一作用是数理逻辑不能胜任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决不会用数理逻辑的语言来表达和论辩。
其次，传统逻辑讨论的一些和认识论有关的问题，数理逻辑也是处理不了的。
”（刘治旺等人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我们赞同刘治旺先生等人的看法，形式
逻辑中关于“表达思想”、“进行论辩”以及“一些和认识论有关的问题”，“数理逻辑⋯⋯是处理
不了的”，因而数理逻辑代替不了形式逻辑。
　　形式逻辑是需要改造和发展，但是，在数理逻辑指导下改造和发展形式逻辑并非正确途径。
　　应该如何改造和发展形式逻辑呢？
　　我们赞同徐国柱先生曾经提出的一个设想，那就是：“彻底打碎旧框框，对形式逻辑的理论基础
和体系，实行根本的改造。
”（引自《逻辑学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6页）　　毛泽东说过：“科学研究的区
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第284页）　　我们认为，改造和发展形式逻
辑应该从它所研究的具体内容入手。
 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刘治旺先生等人说得对：一个内容是“帮助人们正确表达思想”，一个内容是“帮助人们⋯⋯正
确进行论辩”，一个内容是“和认识论有关的问题”。
　　形式逻辑所针对的是三个不同对象，因而应该把它们分开单独研究，使之形成三个各自独立的学
科。
　　（一）关于“和认识论有关”的内容，可以结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使之形成一套认识事物
的理论体系——科学探索逻辑；　　（二）关于“表达思想”的内容，可以结合语法和修辞，使之形
成一套指导人们如何写文章的理论体系——（纯粹的）形式逻辑；　　（三）关于“进行论辩”的内
容，可以结合印度因明和我国古代的论辩理论，建立起一套指导人们如何辩论的理论体系——论辩学
。
　　这样分开单独研究，就彻底打碎了形式逻辑的旧框框，对形式逻辑的理论基础和体系实行了根本
改造，使之得到发展。
　　关于论辩的问题，历来是形式逻辑所阐述的理论。
由于论辩理论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形式逻辑是容纳不了的，因此，很有独立出来加以发展的必要。
况且，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是思维形式及其规律，而论辩理论并非思维形式，它完全应该作为一门单独
学科从形式逻辑中独立出来，和形式逻辑当初从哲学范畴中独立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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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式逻辑中的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论证、反驳、二难推理（部分内容）和逻辑悖论（
部分内容）等内容，属于论辩理论范畴。
这些内容应该从形式逻辑中独立出来，加以改造和发展，结合印度因明和我国古代的论辩理论，建立
起论辩学的理论体系。
　　恩格斯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
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　　前人为我们打开了认识
真理的通路，但他们并没有穷尽真理。
我们应该把前人的学说当作通往真理的桥梁，而不能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应该超越前人，具有更科学的形式和内容。
　　这部《趣味论辩学》是一部创新之作，肯定会存在很多不成熟或不妥当之处，恳请读者不吝提出
宝贵意见，以利于这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
　　作者　　写于夏历辛卯年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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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趣味论辩学（经典版）》这部书较系统地介绍了论辩知识，论辩知识是捍卫真理、驳斥谬论的
得力工具，是揭露诡辩、戳穿谎言的锐利武器。
　　这部增订经典版补充了一些新理论，精选了40个引人入胜的论辩故事替换了原书“论辩故事百例
”中不甚精彩的故事，在内容上较前两版更加完善，在写法上也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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