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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逻辑学基础教程》一书由于学校教材出版基金的资助，得以正式出版了。
这是学校领导和哲学系领导对逻辑学教材建设大力扶植、关心的结果，也是学校出版社鼎力支持的结
果。
没有这种扶植、关心和支持，本书是不可能着手编写、更不可能问世的。
    当前，国内出版的逻辑学（主要指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教材可以说是成百上千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我们还要编写这样一部《逻辑学基础教程》呢？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国内出版的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教材虽然多种多样，而且也不乏颇具特色和
创见的优秀之作，但从总体上看，多数偏重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的讲述，而在不同程度上对于逻辑知
识的实际应用，包括如何把逻辑知识和原理的讲述同学生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与素质的培养有机结合
起来，如何使逻辑教学的内容与人们的实际思维相结合，如何干预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各种逻辑问
题（比如，各种大学生辩论赛中所暴露出来的大量逻辑问题），相对地说却缺乏足够的重视与考虑。
而这种情况的存在是难以真正发挥逻辑学本身的固有力量与作用的。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认为编写一本尽可能密切联系当代社会生活和人们思维实际的、着眼于提高学习
者实际思维能力与素质的逻辑学教材还是很有必要的。
    以上是就国内逻辑学教材编写的一般情况而言的。
就我们自己逻辑学教材编写的情况来说，近20年来，我们主要编写了《形式逻辑》（1981年初版
，1983年修订第二版，1994年修订第三版）和《逻辑学引论》（1988年出版）两本教材。
前一本已累计发行50余万册，受到了不少学校的广泛欢迎。
但目前看来，将其作为大学本科各专业的通用教材，内容上似乎还略显单薄。
而后一本教材原是为哲学系学生学习逻辑学而编写的，作为大学本科各专业的通用教材，又显得专门
了一些。
因此，就我们教研室自己的教材建设而言，也需要编写一本介于前述两本教材之间的、着眼于提高学
生逻辑思维能力与素质的培养而又为大学本科各专业普遍适用的、通用性的逻辑学基础教程。
    也正是从上述考虑出发，在本书的编写中我们力求作到以下几点：    1.突出逻辑知识的应用和逻辑思
维能力与素质的训练。
为此，除整个教材内容的讲述注意在这方面的要求和引导外，许多章的正文中还设专节讲述如何根据
本章内容具体实施和体现这方面的要求。
同时，各章练习题的编写力戒生编硬造，尽可能从实际思维中去发掘、提炼；而且，各章练习题中均
增加解题思路及示范的内容，以有效引导学生通过练习题的解答自觉进行逻辑思维的训练。
    2.密切联系现代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逻辑问题，特别是大学生辩论赛中所暴露出
来的种种逻辑问题，努力使教材内容有较强的现实感与时代感。
为此，除在各章的讲述中尽可能体现这一要求外，在“论证”一章中还专节分析了当前大学生辩论赛
中存在的主要逻辑问题；同时，还专设“谬误”一章，以集中分析当前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各种逻辑谬
误，增强全书的现实感与时代感。
    3.注意逻辑学的传统内容与现代发展适当的有机结合。
从联系人们的日常思维和加强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的要求出发，本书以讲述传统逻辑的内容为
主，适当介绍与之相衔接的现代逻辑知识。
为此，本书在讲述传统逻辑的各种主要类型以后，还分别设专章或专节简介各种逻辑类型的现代发展
（即其现代形态），从而尽可能把传统内容与其现代形式有机结合起来，使本教材不仅体现出是从事
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训练的基础教材，也是为学习各种现代逻辑提供必需的预备知识的基础教材。
    当然，以上诸点只是我们力求达到的目标，至于本书实际上是否作到了这几点，我自己对此也是并
不乐观的，特别是此次成书时间较短，执笔者各自对问题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各人的论述风格和行
文习惯也不尽相同。
在统稿过程中我虽然尽力使之大体协调一致，但因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别是交稿时间紧促，很
多问题来不及仔细推敲，因此，本书无论是在总体设计与结构安排方面，在具体内容的阐释方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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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叙述方法与行文风格方面，都还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这是需要恳请读者予以批评指正的。
另外，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吸收了我室已编写教材以及国内近年来出版的类似教材的某些成果，特
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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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逻辑与语言如前所述，逻辑学是以思维的形式，即逻辑形式为其研究对象的。
而逻辑形式通常是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的。
这是因为，思维作为主体对现实的概括性的间接反映过程，是不能赤裸裸的存在的，它必须有其一定
的物质载体，否则，思维活动就无法进行，思维的表达、传播也无法实现。
比如，没有一定的语词，我们就无法指称我们所思考的对象，也无法表达我们关于对象所形成的概念
；没有相应的语句，我们就无法表示我们关于对象所作出的各种命题，也无法表达我们关于对象的种
种判断；没有一定的复句或语句的联结，我们就无法表述我们如何由一些已知的知识（用语句表示的
命题）出发去获得某种新的知识（也用语句表示的命题）的思维过程，即无法表达相应的逻辑推理。
总之，思维是离不开语言的，思维的逻辑形式也是离不开相应的语言形式的。
实际情况是，无论什么样的逻辑形式，我们总是用一定的语言形式来表达的，或者是用自然语言来表
达，或者是用人工语言来表达。
所谓自然语言就是活跃在我们日常口头和书面中的语言，也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着的语言；所谓人工语
言，是为某种目的而特别设计的专业符号语言，是具有精确规则的表意符号系统，所以，又称为符号
语言。
它用符号表达有关词项或命题，用符号公式来表达词项与词项、命题与命题间各种逻辑关系。
古典的，即传统的形式逻辑是以自然语言为主要表述手段的，如在亚里士多德逻辑中，变项虽然使用
符号语言，但其常项则使用的是自然语言（如“所有S是P”中，“s”与“P”是人工语言，而“所有
⋯⋯是”是自然语言）。
这样的表述固然接近日常思维实际，表现力强，易于为人领悟和接受，但却存在着歧义、模糊、不够
精确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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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基础教程》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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