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逻辑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逻辑史>>

13位ISBN编号：9787544027359

10位ISBN编号：754402735X

出版时间：2004-7

出版时间：山西教育出版社

作者：周云之 编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逻辑史>>

前言

一、我们三位作者虽然都参加了20世纪80年代李匡武任主编的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的编写，但五卷
本《中国逻辑史》是由当时全国20多个单位的20多位学者共同参加编写的，而且我们三人都只参加了
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的第五卷（即从1919年到1949年的《现代卷》）部分内容的撰写，并未参加自
先秦至"五四"的前四卷内容的撰写。
所以，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特别是前四卷的古代部分并不能直接、完全地反映我们对中国古代逻辑
及唐代因明研究的全部观点，更不能充分反映我们今天对整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水平
。
现在的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才全部是由我们三人分工撰写的。
特别是整个先秦部分、先秦以后及唐代因明等重点内容都是由我们三人自己撰写的。
所以，现在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绝不是五卷本《中国逻辑史》的重复或缩写，而是一本直接反映
我们三个人二三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对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基本观点、学术成果和学术水平的
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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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坚持以形式逻辑思想在中国的发生、发展的历史为主要对象和范围，坚
持以科学的现代数理逻辑和正确的传统逻辑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鉴于目前在中国逻辑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对象、性质、方法等问题上的许多混淆和误解。
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史》专著决定用比以往任何中国逻辑史著作更多的篇幅，努力站在现代逻辑科学
的高度，详细论述中国逻辑史的对象、范围和方法，并第一次讨论了中国逻辑史与哲学史、辩证逻辑
史、语言学史、符号学史、语义学史、名辩学史等相关学科史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本书的“绪论”实际上具有为“中国逻辑史”这门学科重新正名的意义和作用。
以澄清对“中国逻辑史”这门学科的种种混淆或误解。
这是我们这本《中国逻辑学》专著的重要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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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云之，男，江苏宜兴人，1934年2月24日出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62年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所担任潘梓年的科研和机要秘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兼任过中国逻辑
研究会理事长、墨经研究会副理事长、金岳霖学术基金会学术委员等。
主要从事哲学、逻辑学特别是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工作。
著作有《先秦名辩逻辑指要》、《墨经逻辑学》、《公孙龙子正名学说研究》、《名辩学论》著。
合著有《形式逻辑原理》、《先秦逻辑史》、五卷本《中国逻辑史》（副主编）等。
在国内外发表过学术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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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绪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方法、意义第一编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开拓、发
展和创立  第一章 春秋末年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开拓者    第一节 邓析在“刑名之辩”和“两可之说”
中的正名思想    第二节 孔子的正名思想和类推方法    第三节 墨子关于“辩”的思想和立论的“三表说
”  第二章 惠施和公孙龙的逻辑思想    第一节 惠施的自然观和推理思想    第二节 公孙龙的二元论名实
观    第三节 公孙龙的逻辑正名学说  第三章 后期墨家的逻辑学说和理论体系    第一节 关于辩学的对象
、作用和客观基础    第二节 以名举实的概念学说    第三节 以辞抒意的命题学说    第四节 以说出故的推
理、论证学说    第五节 “说”和“辩”的各种具体论式    第六节 “辩”的逻辑规律和有关规则  第四
章 荀子和韩非的逻辑思想    第一节 荀子的正名学说体系    第二节 荀子的辩说逻辑体系    第三节 荀子“
三惑”说的基本内容和理论价值    第四节 韩非的“刑名逻辑”和“矛盾之说”第二编 先秦以后至宋明
时期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五章 秦汉之际的逻辑思想    第一节 《吕氏春秋》中的正名
和推理思想    第二节 《淮南子》的推类思想    第三节 王充的论证逻辑    第四节 王符论证逻辑    ⋯⋯第
三编 唐明以来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的传入和研究第四编 20世纪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全面整理和研究展望
关于21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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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公孙龙，姓公孙，名龙。
约生活于公元前320年左右至公元前250年左右。
战国末年赵国人，曾在平原君家当门客（客卿），他善于辩论，提倡“白马非马”之说，并跟孑L穿
、邹衍等儒家、阴阳家进行过面对面的争辩，是名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他由于坚持“坚白石相离”的观点，所以历史上有人称他的学说为“离坚白”。
应当承认，公孙龙对“名”（概念）作了比较深刻的逻辑分析，并且第一次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关于
“正名”的逻辑学说，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逻辑史上一位有重要影响的
逻辑思想家。
但公孙龙也接受了当时某些诡辩思潮的影响，因而在哲学上和逻辑上都犯有较严重的诡辩错误。
关于公孙龙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十四篇，后来多数散失，现存的《公孙龙子》①一
书只有六篇，被保存在《道藏》中，虽然已有人对现存的《公孙龙子》的真伪提出了怀疑，但多数人
还是承认除《进府篇》是后人摘录公孙龙言行的材料外，《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
坚白论》和《名实论》五篇，都是公孙龙本人的著作，是我们今天研究公孙龙思想的主要根据。
由于公孙龙的逻辑思想比较丰富，也比惠施更为突出和重要，我们决定将公孙龙的名实观和正名学说
分为两节加以论述。
本节先讨论公孙龙二元论的名实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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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之一，是第一次全面总结了20世纪后50年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历史与成果，
从而使这本《中国逻辑史》成为一本包括年代最长和最具有新意的中国逻辑史　　——张家龙 中国社
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逻辑学会会长本书在运用传统逻辑的方法和初步运用现代命题逻辑和谓
词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表述、论证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方面，是积极可取的。
　　——张清宇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该著作力图
以传统逻辑观点为基础来研究中国逻辑史，并把这一观点贯彻始终。
在这个研究领域中，这一现象是比较独特的。
　　——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所逻辑研究主任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逻辑史>>

编辑推荐

《中国逻辑史》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之一，是第一次全面总结了20世纪后50年对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历
史与成果，从而使这本《中国逻辑史》成为一本包括年代最长和最具有新意的中国逻辑史通史性著作
。
《中国逻辑史》在运用传统逻辑的方法和初步运用现代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方法来研究、表述、论
证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方法，是积极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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