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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普通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性质和任务

第一节 　普通逻辑学的含义和研究对象

一 、普通逻辑学的含义

（一） “逻辑” 的古希腊词源及其在现代汉语中的用法

“逻辑” 一词是英语 “logic” 的音译 。 它来源于古希腊语 “λoros” （逻各
斯） 。 “逻各斯” 是多义的 ，其主要含义有 ：

（１） 本原 ，本体 ， 原初 ， 发端 。古希腊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 （Heraklitos）
认为世界起源于火 ， 它过去是 、 现在是 、 将来也是一团永恒的活生生的火 ；他认
为 “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生成 。” ①

（２） 一般的规律 、原理和规则 。 一般认为 ， 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最早
将这一概念引入到哲学中 ，主要用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具有一定的尺度 ，它们虽变
化无常 ， 但人们仍然能够把握 ， 因为 “逻各斯” 表现为必须共同遵守的东西 ，
“尽管逻各斯乃是共同的 ，但许多人却似以自己的智虑生活着 。” ② 在斯多葛学派

那里 ， “逻各斯” 表示神圣的秩序 ； 在新柏拉图主义那里 ， “逻各斯” 表示展现可
知世界中的可理解的支配性力量 ；在基督教中 ， “逻各斯” 指上帝的话语 。 就此
而言 ， “逻各斯” 类似于中国老庄哲学中的 “道” 。

（３） 命题 ， 说明 ，解释 ，论证等 。例如 ，亚里士多德根据第一原理阐述 “逻
各斯” 。

（４） 理性 ， 推理 ，推理能力 ，与经验相对的抽象理论 ， 与直觉相对的有条理
的推理 。 例如 ， 柏拉图在 枟理想国枠 一书中用 “逻各斯” 一词表示灵魂的理智
部分 ③ 。

①

②

③

苗力田 ： 枟古希腊哲学枠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１９８９ 年 ， 第 ３９ 页 。

苗力田 ： 枟古希腊哲学枠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１９８９ 年 ， 第 ３９ 页 。

柏拉图把灵魂分成四种状态 ： 最高一部分是理性 ， 第二部分是理智 ， 第三部分是信念 ， 最后一部

分是想像 ； 两个部分 ， 第一部分通过实物进行研究 ， 第二部分用理念进行研究 ， 而 “逻各斯” 是达到理念

即绝对原理的 “辩证的力量” 。 参见 ［古希腊］ 柏拉图 ： 枟理想国枠 ， 郭斌和张竹明译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８６

年 ， 第 ２７１ 、 ２６９ 、 ２７０ 页 。



（５） 尺度 ， 关系 ， 比例 ， 比率等 。 例如 ， 亚里士多德曾谈到音律的 “逻各
斯” 。

（６） 价值 ，分量 。例如 ， 赫拉克利特谈到人的 “逻各斯” 大于其他事物的
“逻各斯” 。

尽管亚里士多德在 “议论” 或 “论证” 的意义上使用过 “逻各斯” 一词 ， 但
他更多地用 “分析” 或 “分析学” 去表示他关于推理的理论 。据史料记载 ，斯多
葛学派使用过 “逻辑” 一词 ，认为它包括论辩术和修辞学两部分 。 逍遥学派和古
罗马的西塞罗则比较正式地使用了 “逻辑” 一词 ， 但古罗马更多地用 “论辩术”
（dialectica） 表示包括逻辑和修辞学的科学 。 欧洲中世纪的逻辑学家有时用
“logica” 、 有时用 “ dialectica” 表示逻辑 。 直到近代 ， 西方才采用 “ logic” 、
“logik” 、 “logique” 等表示逻辑这门科学 。

西方逻辑早在明代就开始传入中国 。 一开始 ，中国译者们按先秦传统来理解
“logic” ，先后将其译为 “名学” 、 “辩学” 、 “名辩学” 、 “理则学” 、 “论理学” 等 。
李之藻 （１５６５ ～ １６３０） 与人合作翻译了葡萄牙人所写的一部逻辑学讲义 ， 译为
枟名理探枠 。清朝末年 ， 逻辑方面的翻译著作有 枟辩学启蒙枠 （１８９６） 、 枟穆勒名
学枠 ① （严复译 　 １９０５） 等 。 严复是将 “logic” 译为 “逻辑” 的第一人 ， 但他并
未将 “逻辑” 一词加以提倡 、推广 ， 而是选用了 “名学” 作为他的译著的书名 。
直到 ２０世纪 ３０ 至 ４０ 年代 ， “逻辑” 译名才逐渐流行开来 ， 并慢慢地获得通用 。
不过 ，在台湾地区 ， 直到 ２０ 世纪后半期 ， 仍将逻辑学教材冠以 “理则学” 等
名称 ② 。

在现代汉语中 ， “逻辑” 同样是个多义词 ， 在不同的语言环境里它的含义有
所不同 ， 我们使用这一概念的以下意义 ：

（１） 事物发生 、 发展的规律性 。 如 “革命的逻辑” ， “历史的逻辑” ， “生活的
逻辑” ， “实现四个现代化 ，这个宏伟任务是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 ， 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全部革命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继续 。”

（２） 思维的规律 、规则 。如 “思维的逻辑” 、 “文章的逻辑” 、 “演说的逻辑
性” 等 ， “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和合乎实际 ， 人们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得出
合乎逻辑的结论来 。”

（３） 某种奇怪的 、特殊的 、 变态的 、 反逻辑的思维方式 。 如 “强盗逻辑” 、
“霸道逻辑” 、 “流氓逻辑” 等 ， “艾奇逊当面撒谎 ，将侵略写成了 ‘友谊’ … … 美
国老爷的逻辑 ， 就是这样 。”

（４） 研究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学问 ———普通逻辑学 。 如 “为了搞好管理 ，

·２· 普通逻辑学

①

②

穆勒 ： 枟穆勒名学枠 ， 严复译 ， 中国西学东渐网 ， w w w畅 west畅 east畅 archives畅 com ， ２００７唱１０唱２５ 。

陈波 ： 枟逻辑学导论枠 （第 ２ 版）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３ 年 ， 第 １ ～ ３ 页 。



实现科学决策 ， 学点逻辑是十分必要的 。”
本书所讲的 “逻辑学” 侧重于 “逻辑” 的第四种意义 ， 即侧重于研究思维的

形式和思维的规律 。 因为它舍弃了思维的具体内容 、具体素材 ，侧重于研究思维
的形式结构和形式规则 ， 故又称为形式逻辑学 ① 。

（二） 思维及其特征

黑格尔指出 ：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 、 思维的规定和规律的科学 。” ② 逻辑学既

以思维的形式结构 、 形式规则 、 形式规律为研究对象 ， 则思维及其基本特征就成
为逻辑学的切入点 。

思维也叫认识 ， 是相对于实践活动而言的 。 人的认识需要经过两个步骤 ， 第
一步是接触外界的事物 ， 在人脑中产生感觉 、知觉和表象 ， 这是属于感性认识的
阶段 ；第二步是综合感性认识的材料 ， 加以整理和改造 ， 逐步把握事物的本质 、
规律 ，产生认识过程的飞跃 ，形成概念 ， 进而开展判断和推理 ，这是属于理性认
识阶段 ， 也就是思维的阶段 。毛泽东指出 ： “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
达于思维 ，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 ，了解它的规律性 ，了解这一过
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 ，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 。” 思维表现为 “ ‘让我想一
想’ ，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功夫 。” ③ 简而言之 ， 思维就是
思考问题 ，就是通过概念 、判断 、推理反映对象物的本质 、 全局 、 内部联系的认
识活动 。

作为认识的理性阶段 ，思维之所以能够反映对象物的本质 、 全局 、 内部联
系 ，主要由于思维具有概括性 、 间接性 、 和语言的不可分割性等特点 。

思维概括地反映对象物 。就是说思维不仅能够反映个别对象物 ，而且能够反
映一类对象物 ； 不仅能够反映对象物偶然的 、非本质的属性 ，而且能够反映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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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一般认为 ， 形式逻辑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始创的 。 但是 ， 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未以 “形式

逻辑” 命名自己的逻辑 。 把亚里士多德所创立的逻辑类型称为形式逻辑 ， 始出康德的 枟纯粹理性批判枠 一

书 。 在该书中 ， 康德也用 （而且是更多使用） “普通逻辑” 指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 他认为 ， 普通逻辑所

揭示的只是思维的形式 ， 而不是素材 ， 它撇开了思维的一切内容 。 基于此 ， 他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是形式

逻辑 。 还有观点认为 ， 亚里士多德还不知道 “逻辑” 这个名称 。 “逻辑” 一词最多只能追溯到西塞罗时期 ，

即使那时 ， “ logica” 一词的意思与其说是逻辑的 ， 不如说是论辩的 。 亚历山大是在逻辑的意义上使用

“λo ros” 的第一位著作家 。 亚里士多德本人在逻辑领域中 ， 或至少在推理的研究中是以 “分析” 著称的 ，

这主要指把推理分析为一些三段论的格 。 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进一步说 ， 这还指把三段论分析为命题 ， 以及

把命题分析为词项 。 参见 ［英］ W畅 D畅 罗斯 ： 枟亚里士多德 枠 ， 王路译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９７ 年 ， 第 ２３ ～ ２４

页 。

［德］ 黑格尔 ： 枟小逻辑枠 ， 贺麟译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８０ 年 ， 第 ６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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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 、 本质的属性 。例如 ， “人” 这一概念 ， 就是对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
物这一类对象物的共有的 、 本质的属性的反映 ， 它舍去抽象掉了人的性别 、 肤
色 、年龄 、信仰 、社会地位等属性 。 又如 ， “如果某甲犯罪 ， 那么他的行为应该
有犯罪的社会影响” ， 就是对 “某甲犯罪” 和 “他的行为有犯罪的社会影响” 之
间关系的一种概括性反映 。

思维间接地反映对象物 。就是说思维能够凭借已有的经验和知识 ，对没有直
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对象物及其属性加以反映 ， 以获得间接的知识 ；思维还能够
凭借已有的知识 ，对根本不能直接感知的对象物及其属性加以反映 ，以获得新知
识 。例如 ，对 “光速” 、 “神速” 这些概念和 “基本粒子是可分的” 这一判断 ， 不
可能依靠直观感觉去认识 ，而只能依靠思维 ， 运用概念 ， 做出判断 ， 进行推理 ，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认识对象物的目的 。

思维对对象物概括的 、间接的反映 ， 是通过语言实现的 ，思维和语言具有不
可分割的联系 。 语言是交往的工具 ， 人们用语言交流着各自的思想 ，同时 ，语言
也是思维的手段 ，一切掌握语言的人都是用语言来思考的 。 思维是语言的思想内
容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和表现形式 ， 没有无思维的语言 ，也没有无语言的思
维 ，而且 ，思维形式总是和一定的语言形式相对应 。 概念是通过词或词组表达
的 ，如 “普通逻辑学” 、 “语言学” 、 “分子生物学” 、 “碳水化合物” 等 ，从语言形
式上看是词或词组 ， 从逻辑上看则是概念 ；判断是通过句子表达的 ，如 “人是动
物” 、 “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 “犯罪都是有社会危害性的” 等 ，从语言形
式上看是句子 ， 从逻辑上看则是判断 ，推理是通过复合句或句群表达的 ， 如 “所
有犯罪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 ， 盗窃罪是犯罪 ， 所以 ， 盗窃罪是有社会危害性
的 。” 从语言上看是句群 ，从逻辑上看是推理 。

（三） 思维的基本形式

按照不同的标准 ，可以对思维的基本形式做出如下区分 ：
（１） 从思维的构成要素看 ， 思维分为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 。感性思维是认识

的第一阶段 、初级阶段 ， 它是人们的感官直接接触客观事物而产生的 ，是关于事
物的现象 、事物的各个片面和事物的外部联系的认识 ， 包括感觉 、 知觉 、 表象三
种形式 ； 理性思维是人们通过抽象思维获得的关于事物的本质 、事物的全体和事
物的内部联系的认识 ，包括概念 、判断 、 推理三种形式 。

（２） 从思维的依靠基础看 ， 思维分为经验思维和形象思维 。经验思维是建立
在直观动作和情感之上并摆脱了这两种思维的限制而形成的一种直观思维 ，它离
不开人们的日常行为和日常活动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感受 、 体验的产物 ， 也是经
验社会化过程的必经环节 ；形象思维是在感性现象认识的基础上 ， 通过意想 、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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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想像来揭示对象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思维形式 。
（３） 从思维的参照体系看 ， 思维分为单一化思维和多样化思维 。单一化思维

是在思维活动中 ，只考虑到事物的某一方面 ，而不顾及其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的一
种思维过程 ；多样化思维是指从不同层次 ，对事物进行多维度 、多方面 、 多变量
的系统考查的一种思维过程 。

（４） 从思维对象存在的共时性与历时性 （空间与时间） 的关系看 ，思维分为
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 。纵向思维是把事物放在自己的过去 、 现在 、 未来 （时间和
历史） 的对比分析中 ，发现事物在不同阶段上的特点和前后联系 ， 以此来把握事
物及其本质的一种思维过程 ；横向思维是截取事物发展过程的某一横断面 ，研究
同一事物在不同环境中的发展状况 ， 并在其相关事物的关联和比较中 ，找出该事
物在不同环境中的异同的一种思维活动 。

（５） 从思维的运行状态看 ， 思维分为静态思维和动态思维 。静态思维是从固
定的概念出发 ， 循着固定的思维程序 ，达到固定的思维成果 ，以程序性 、 重复性
为特征的一种思维活动 ； 动态思维是将信息 、反馈 、控制 、 变动四要素 ， 以一定
方式结合起来 ， 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 、 条件来改变自己的思维程序 、 思维方向 ，
对事物进行调整 、控制 ， 从而改变自己的思维目标的思维过程 。

（６） 从思维的具体运用看 ， 思维分为发散性思维和聚合 （收敛） 性思维 。 发
散性思维就是从研究的实际问题出发 ， 又不以现有原则和方法为基础 ， 解放思
想 ，沿着各种不同的方向去思考 ，以追求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法的思维方式 ；聚合
（收敛） 性思维是指在已有原理 、 背景和方法的指引下 ， 沿着一定的方向 ， 寻找
解决问题的一种最佳答案的一种思维形式 。

二 、普通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一） 思维的形式结构

思维的形式结构 ， 就是概念在判断中的联结方式和判断在推理中的联结
方式 。

例如 ：
“共同犯罪是指 ２ 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 。
“文档 ， 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 、 组成 、 设计 、 功能规格 、 开发情况 、 测

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 ， 如程序设计说明书 、流程图 、用户手册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保护条例第三条第二款） 。

以上两个判断的形式结构都是相同的 。我们用 S表示判断的主项 ，即反映对
象物的概念 （ “共同犯罪” ， “文档”） ； 用 P 表示判断的谓项 ，即反映对象物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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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 （ “２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 “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 、 组成 、 设计 、 功能
规格 、开发情况 、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 等） 。

则这两个判断的联结方式都是 ：
S是 P 。
如下图 ：

“S是 P” 便是这两个判断共同的形式结构 。 在这种结
构中 ， S 与 P通过肯定性连接项 “是” 实现了二者之间关
系的肯定性断定 。

再以推理为例 ：
“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
走私贩私行为是犯罪行为 ，
所以 ，所有的走私贩私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
这是一个三段论推理 。我们以 M 表示两个前提中的共同概念 “犯罪行为” ，

以 S表示结论中的主项 “走私贩私行为” ， 以 P 表示结论中的谓项 “具有社会危
害性的行为” ，则这个三段论推理的形式结构是 ：

所有 M 都是 P ，
所有 S 都是 M ，
所以 ，所有 S都是 P 。
如图 ：
在以上推理中 ， 通过中项 M 的两次肯定性连接 ， S

与 P 实现了彼此关系间的肯定性连接 （三段论推理第一
格的 AAA 式）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推理形式 ， 即三段论推理的逻辑结构 ， 也叫
作三段论推理的逻辑形式 。

（二） 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

思维的形式结构是从具体思维内容中概括 、 抽象出来的 ，共同具有的形式结
构 。每种逻辑结构中都包含有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两个部分 。

逻辑变项就是思维的形式结构中可变的部分 。 如上述判断例证中的 S 、 P ，
推理例证中的 S 、 M 、 P ，它们所表示的具体内容是可以变换的 ， 可以表示任何
具体的思维对象 。逻辑常项就是思维的形式结构中含义不变的部分 。如判断中表
示数量的量项 （所有 、一切 、有的 、 有些） ， 把主项和谓项联系起来的联项 （是 、
不是等） ，它们在结构中含义不变 ， 是逻辑常项 。就判断而言 ， 一个判断的性质 ，
即是肯定性判断还是否定性判断 ，取决于它的常项 ，而不取决于它的变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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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普通逻辑学的研究内容

１畅 思维的基本形式

思维是对对象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认识形式 ， 包括概念 、 判断 、 推
理等 ① 。

２畅 思维的基本方法

思维的基本方法是思维主体形成概念 、做出判断 、 展开推理的具体方式 ， 如
限制 、概括 、划分等概念方法 ， 简单 、复合等判断方法 ，演绎 、归纳 、类比等推
理方法 。

３畅 思维的基本规则

思维的基本规则是思维主体形成概念 、做出判断 、 展开推理时必须遵守的逻
辑要求 ， 如限制 、概括 、 划分等概念方法的规则 ， 简单 、 复合等判断方法的规
则 ，演绎 、归纳 、类比等推理方法的规则 。

４畅 思维的基本规律

思维基本规律又叫逻辑规律 、思维规律 、思维形式的基本规律 ，指的是逻辑
形式之间必然的联系 。普通逻辑学的规律很多 ， 但只适用于某一类型逻辑形式的
规律一般被称为规则 ，如限制 、 概括 、划分等概念方法的规则 ，简单 、复合等判
断方法的规则 ， 演绎 、归纳 、类比等推理方法的规则 ； 而普遍适用于各种类型的
逻辑形式的规律则被称为基本规律 。 普通逻辑学的基本规律包括 ： 同一律 、矛盾
律 、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 ，这是保证思维的确定性 、不矛盾性 、明确性和论证性
的充分必要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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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概念 → 判断 → 推理” 的逻辑基本框架体系由亚里士多德创立 ， 但他的对应话语体系是 “词项 →

命题 → 证明” 参见苗力田 ： 枟亚里士多德全集枠 （第一卷） ， 秦典华 、 余纪元 、 徐开来译 ，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 １９９０ 年 ， 第 ４９ ～ ６２１ 页 ； 康德 、 黑格尔充实了 “概念 → 判断 → 推理” 的逻辑框架体系 。 康德的对

应话语体系是 “概念 → 判断 → 推理” 参见 ［德］ 康德 ： 枟纯粹理性批判枠 ， 蓝公武译 ，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０ 年 ，

第 ８１ ～ ３２１ 页 ； 黑格尔的对应话语体系是 “概念 → 判断 → 推论” 参见 ［德］ 黑格尔 ： 枟小逻辑枠 ， 贺麟译 ，

商务印书馆 ， １９８０ 年 ， 第 ３２７ ～ ３７６ 页 。



第二节 　逻辑学的历史发展与普通逻辑学的性质

一 、逻辑学的历史发展

逻辑学经历了古代逻辑 、 欧洲中世纪逻辑 、 近代逻辑 、 现代逻辑的历史发
展 。从发源上看 ，中国逻辑 、印度逻辑和古希腊逻辑并称为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传
统 。中国古代逻辑与印度逻辑虽然都各自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但毕竟还在向研
究抽象形式的方向发展 ， 是还未达到发达程度的形式逻辑 。 而相比之下 ， 以古希
腊逻辑为先河的西方逻辑学则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 因此 ，本书对逻辑学历史
发展的介绍以西方逻辑学的发展简史为蓝本 。

在西方 ，逻辑学与哲学一起 ， 发源于公元前 ６ 世纪到公元前 ５ 世纪的古希
腊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 ３８４ ～前 ３２２）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研究和
解决了作为认识真理工具的推理论证有效性的思维问题 ，对逻辑的形式化研究做
出了开创性贡献 。 他的逻辑著作有 枟范畴篇枠 、 枟解释篇枠 、 枟前分析篇枠 、 枟后分
析篇枠 、 枟论题篇枠 、 枟辩谬篇枠 ， 后人将其编辑在一起 ， 命名为 枟工具论枠 。 在
这些著作中 ， 亚里士多德讨论了范围广泛的逻辑问题 ，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内容 ：

（１） 概念问题 。 亚里士多德在 枟论题篇枠 讨论了四个概念 ：定义 、特性 、 种
和偶性 。 “定义乃是揭示事物本质的短语 。” ① 定义关涉两个方面的问题 ： 它是一
个短语 ， 这是关于定义的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 它要揭示 “事物本质” ， 这是关
于定义的内容方面的问题 。 “特性不表示事物的本身 ， 它只是属于事物 ， 而且它
的逆命题也能成立 。” ② 例如 ， 人的一个特性是能学习文化 ， 如果甲是一个人 ，
那他是能学习文化的 ；反过来也可以说 ， 如果甲是能学习文化的 ， 那他就是一个
人 。不能把可能属于其他事物的东西称为特性 ， 例如 ， 睡眠就不是人的特性 。 特
性关涉两个方面的问题 ： 特性不是事物本身 ； 特性是对 “事物的本质” 的反映 。
“种是表示在属上相区别的若干东西之本质的范畴 。” ③ 诸如适于回答 “你面前的
东西是什么” 这类问题的语词 ， 就应被称为是本质范畴 。例如 ，有一个人在你前
面 ，当被问及你面前是什么时 ， 就适于回答是动物 。事物的种相同还是彼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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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种方面的问题 ， 因为这样的问题与种有着相同的探讨范围 。如果已经讨论过
人是动物 ，牛也是动物 ， 那我们也就证明了人和牛是同种的 。相反 ，如若我们表
明某东西属于某个种 ，而另外一种东西则不属于这个种 ，则我们也就证明了它们
不同种 。种关涉两个方面的问题 ：种是相对于 “属” 而言的 ， “种” 和 “属” 的
区分是相对的 ； 同属下面各个种之间的差别表现为 “种差” 。 “偶性是指 ： 它不是
上述那些概念中的任何一个 ，即它既不是定义和特性 ， 也不是种 ， 但是也属于事
物 ；并且 ，它可能属于 ， 也可能不属于同一的某物 。” ① 这里实际上是从两个不

同的维度定义偶性 ： 一方面说明偶性与定义 、特性和种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说
明偶性与主词之间的关系 。 偶性与主词之间的关系在于 ： 对一个命题 “S 是 P”
而言 ，如果 P 是 S的偶性 ， 那么 P 就属于 S或不属于 S ； 或者 ， P 就属于 S或属
于 R （R 不等于 S） 。如 “白的” 和 “坐姿” 都是人的偶性 ， 因为人可以是白的 ，
也可以不是白的 ； 人可以有坐姿 ， 其他动物也可以有坐姿 。 从这些例证来看 ，
“白的” 、 “坐姿” 等都是对事物比较直观的描述 ， 它们虽然描述了某类事物的某
些性质 ， 却并不表示这些或这类事物必然具有或专门具有的性质 ； 某类事物可以
有这样的性质 ， 也可以没有这样的性质 ； 某类事物可以有这样的性质 ，另一类不
同的事物也可以有这样的性质 。 因此 ， “偶性所表示的性质不是主词所表示的事
物所专门具有的性质 。” ②

（２） 命题问题 。命题以句子为基础 ， 句子以名词和动词为基础 。 “名词是因
为约定俗成而具有某种意义的与时间无关的声音 。” “动词是不仅具有某种特殊意
义而且还与时间有关的词 。” 而句子是 “一连串有意义的声音 ， 它的每个部分都
有其独立的意思 ，但只是作为表达 ， 而不是作为肯定命题或否定命题 。” “所有句
子都有意义 ，不过 ， 并不是作为工具 ，而是如前所说是约定俗成的 。并非任何句
子都是命题 ，只有那些自身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虚假的句子才是命题 。” ③ 亚里

士多德将命题分为简单命题和复合命题 ， 认为 “简单命题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述 ，
它肯定或否定某一事物在过去 、 现在或将来的存在 。” ④ 显然 ， 简单命题的特点
表现在 ： 它是一个陈述 ； 它表示肯定或否定 ；它有时间概念 ⑤ 。

（３） 三段论问题 。亚里士多德在 枟论题篇枠 中将三段论界定为 ： “推理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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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论证 ， 其中有些被设定为前提 ， 另外的判断则必然地由它们发生 。” ① 在 枟前
分析篇枠 中 ，亚里士多德提出 ： “三段论是一种论证 ， 在其中 ， 只要确定某些论
断 ，则那些异于该判断的事物便必然可以从如此确定的论断中排除 。所谓 ‘如此
确定的论断’ ，我的意思是指通过它们在结论中得出的东西 ， 就是说 ， 不需要其
他任何词项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 。” ② 亚里士多德界定了三段论的定义后 ， 详
细地论证了三段论的第一格 、第二格 、第三格 ， 以及三个格的各个式 （第一格 ４
个有效式 ，第二格 ４ 个有效式 ， 第三格 ６ 个有效式 ，共计 １４个有效式） ③ 。

（４） 谬误问题 。 亚里士多德在 枟辩谬篇枠 中将谬误分为依赖于语言的谬误
（含语词歧义 、语句歧义 、合谬或合并 、 分谬或拆散 、错放重音 、变形谬误六种）
和不依赖于语言的谬误 （含起自偶性 、 混淆绝对的与非绝对的 、 对反驳的无知 、
假设了欲证的初始观点 、 结论误推 、 错认原因 、 把多个问题误认为一个 ， 共七
种） 两大类 ；在 枟前分析篇枠 中将谬误分为诉诸和假设初始问题的谬误 、 虚假原
因的谬误 、由于词项安排而产生误解的谬误三种 ； 在 枟修辞学枠 第二卷第 ２４ 章
中 ，亚里士多德还分析了源出于特定用词 、混淆整体与部分 、使用表示情感的语
言 、仅将 “迹象” 或个别事实作为确凿的证据 、 把偶性当本质 、从结论论证 、 误
认原因 、 不提供时间和具体环境 、混淆绝对的与非绝对的九种错误 ④ ； 此外 ， 在
枟形而上学枠 一书中 ， 还重点探讨了矛盾律和排中律 ⑤ 。 总起来说 ， 亚里士多德
建立了一种 “大逻辑” 框架 。后来十几个世纪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逻辑教学体系 ，
即 “概念 →判断 →推理 → 论证 → 谬误及其反驳 → 思维基本规律” ， 在他那里已成
雏形 。他所创建的古典逻辑 ，经过后人的增补 、 发展 ， 形成了所谓的传统逻辑 。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 ， 亚里士多德被称为 “逻辑之父” 。 黑格尔的 枟小逻辑枠 对其
评价为 ： “亚里士多德是观察并描述三段论法的各种形式 （所谓推论的诸式） 的
主观意义的第一人 。 他的工作是那样的严密和正确 ，以致从来没有人在本质上对
他的研究成果有任何进一步的增加 。” ⑥ 斯多葛学派发展了演绎理论 ， 对命题理
论有新的突破 ， 对命题定义 、命题分类 、 命题函子及其可定义性 、 命题真值等多
有涉猎 ； 在推理学说上 ， 在推论形式的多样性 、 形式化方面较之亚里士多德有较
大进展 ， 在原定理 、 公理化方面也很有特色 ；他还对悖论做了研究 ，从而形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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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比较完整的命题 、 推论 、悖论研究的体系 ；其命题逻辑是公理化的 ，明确地区
分了规律和元定理 ， 对现代符号逻辑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启迪作用 。伊壁鸠鲁派
则提出了归纳法 ，发展了归纳理论 。

中世纪 ，经院哲学内部的争论也提出了许多逻辑问题 ， 从而对逻辑的研究起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为封建制度服务的 、 从事法律和神学研究
的人才 ， 对逻辑十分重视 ，把它列为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 ， 同语法 、修辞 、数学
和天文学等学科一起传授 。因此 ，在中世纪 ，逻辑虽然受到神学的影响 ， 但它作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有相当大的发展的 。欧洲中世纪 ，逻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 ， 过渡阶段 。 从公元 ４７６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 欧洲中世纪开始至
１２世纪 。 这一时期以教学为主 ， 教材是波爱修翻译和注释的亚里士多德的 枟范
畴篇枠 和 枟解释篇枠 ， 古罗马哲学家波菲利 （约 ２３４ ～ ３０６） 的 枟导论枠 和波爱修
对 枟导论枠 的注释 。 到 １２世纪 ，阿贝拉尔 （１０７９ ～ １１４２） 总结了古希腊罗马的
逻辑教材 ，写成 枟论辩术枠 一书 ， 为中世纪逻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第二阶段 ，
创造阶段 。 从阿贝拉尔之后至 １３ 世纪末 。 在这一时期 ， 亚里士多德的 枟前分析
篇枠 、 枟后分析篇枠 、 枟论辩篇枠 和 枟辨谬篇枠 有了拉丁文译本 。有些逻辑学家坚持
亚里士多德传统 ，提倡 “古代逻辑” ；但更多的逻辑学家提倡 “现代逻辑” ，主张
研究新问题 ，他们结合拉丁语言创立了著名的 “词项特性” 理论 。 同时 ， 出现了
一些把形式逻辑体系化的逻辑教本 。 第三阶段 ， 完成阶段 。 从 １４ 世纪威廉 （约
１３００ ～ １３５０） 开始至文艺复兴 。 这一时期是中世纪逻辑发展最富有成果的阶段 ，
词项特性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 ， 新创立了推论学说 ，发展了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
辑 ，研究了说谎者悖论的各种变形及其解决办法 。

从文艺复兴至 １９ 世纪 ， 西方逻辑进入近代发展时期 。 这一时期的逻辑主要
有形式逻辑和归纳逻辑两个方面 。近代的形式逻辑 ，以 枟波尔 —罗亚尔逻辑枠 为
代表 。该书原名 枟逻辑学 ， 或思维的艺术枠 ， 由法国著名哲学家笛卡尔的信徒 、
法国波尔 —罗亚尔修道院修士阿尔诺 （１６１２ ～ １６９４） 和尼柯尔 （１６２５ ～ １６９５） 合
著 ，于 １６６２ 年正式出版 。该书对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区别 ， 提出了许多新的
判断形式 ，制定了三段论有效性的规则 ， 阐明了公理方法的一些要点 ，它流传较
广 ，影响深远 ， 是 １７ 世纪到 １８ 世纪欧洲形式逻辑教科书的范本 。 就归纳逻辑的
发展而言 ，到了近代 ， 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继续进行文艺复兴运动的反封建斗
争 ，最后终于确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为科学发展扫清了道路 。现代自然科学如
天文学 、 地理学 、气象学 、物理学 、 理学 、生物学等学科相继出现 。随着实验科
学的发展和科学方法论的变革 ， 作为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归纳逻辑得到了重视和发
展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 ·培根 （１５６１ ～ １６２６） 延续了文艺复兴时期许多科学家
对经院逻辑的严厉批判 ， 系统总结和研究了实验科学方法 ， 奠定了归纳逻辑的基
础并进而使之蓬勃兴起 。 培根被称为归纳逻辑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 ，他对归纳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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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主要贡献体现在 枟新工具枠 这一部逻辑著作中 。在该书中 ，他提出整理 、 分
析 、比较等科学归纳的 “三表法” ， 即 “本质或具有表” （用以列出具有被研究性
质的例证） 、 “缺乏表” （用以列出缺乏被研究性质的例证） 、 “程度表” 或 “比较
表” （用以列出被研究性质出现程度有所不同的例证） 。 在应用了 “三表法” 以
后 ，需要再用排除法排除掉表中所列出的例证中不相干的因素 ① ， 按照 “三表
法” 并结合运用排斥法 ， 可以找到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 ，发现事物的规律 。培根
吸取了前人关于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优秀遗产 ， 提出了确定现象因果联系的方法 ，
初步建立了归纳推理的理论体系 ，把逻辑引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培根的归纳法对
近代逻辑学和科学的发展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 继培根之后 ， 近代科学家笛卡
尔 、赫舍尔 、惠威尔等分别对科学归纳逻辑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 尔后 ， 由穆勒
（１８０６ ～ １８７３） 集归纳逻辑之大成 ， 在其名著 枟演绎及归纳的逻辑学体系枠 一书
中 ，将探求因果联系的归纳方法系统化 ， 提出了著名的 “求因果五法” ， 即 “契
合法” 、 “差异法” 、 “契合差异并用法” 、 “共变法” 、 “剩余法” 。 穆勒进一步丰富
和发展了培根等人的归纳逻辑 ， 并首次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把归纳逻辑引入逻辑体
系 ，使之与演绎逻辑并驾齐驱 ， 成为传统逻辑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

西方逻辑学在上述三个时期所取得的成果 ， 在逻辑史上被称为 “传统逻辑” 。
在同一时期 ，演绎逻辑也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羁绊中摆脱出来 ， 并与数学相联
系 ，取得了划时代的突破 。 １７ 世纪末 ， 德国数学家 、 哲学家来布尼茨 （１６４６ ～
１７１６） 提出了用数学方法处理逻辑推理的宏伟设想 。 他计划对 “通用语言” 与
“通用数学” 这两项改革逻辑以图建立一个精密的逻辑演算体系 ， 该计划虽没由
其本人实现 ，但其逻辑学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初步奠定了现代形式逻辑即符
号逻辑的基础 ， 使他在逻辑史上当之无愧地成为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逻辑学
家 。此后 ，英国逻辑学家布尔 （１８１５ ～ １８６４） 创建了 “逻辑代数” ， 使莱布尼茨
的思想初步变成了现实 。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 德国逻辑学家弗雷格 （１８４８ ～
１９２５） 、 英国逻辑学家罗素 （１８７２ ～ １９７０） 进一步发展了莱布尼茨以来数理逻辑
的成果 ， 创建了逻辑演算 — 命题演算 — 词项演算体系 ， 建立了形式化的公理体
系 ，使数理逻辑在 ２０ 世纪初成为一门理论化 、 系统化的新兴学科 。 在逻辑学以
后的发展中 ，数理逻辑是新的逻辑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 。 数理逻辑也是现代形
态的演绎逻辑 。

２０世纪中叶以来 ，现代逻辑又有了许多重大发展 ， 产生了一些新的逻辑学
分支学科 。其中 ，有被国际逻辑学界称之为 “哲学逻辑” 的学科 ， 包括模态逻
辑 、时态逻辑 、 道义逻辑 、 认知逻辑 、 多值逻辑等 。 此外 ， 还有概率归纳逻辑 、
非形式逻辑 、语言逻辑 、 法律逻辑等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 现代逻辑与计算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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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人工智能科学以及其他科学的结合 ， 既扩大了逻辑学科的种类 ，又大大推动
了逻辑学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

在逻辑学的发展中 ， 还有另一类型的逻辑即辩证逻辑的形成与发展 。 相对于
形式逻辑是知性思维的逻辑而言 ，辩证逻辑是理性思维的逻辑 ① ， 它是关于思维
辩证法的学问 ， 研究如何对客观事物的辩证本性做出正确的反映 。 例如 ， “资本
必须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 从形式逻辑看来是违背基本规律即矛盾律的 ；
但从辩证逻辑看来 ， 这个判断即辩证判断恰恰正确揭示了资本产生的辩证本性 。
辩证判断是以客观事物的内在矛盾及其发展为内容的判断 ， 它是在概念的内在矛
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复杂的思维形式 。 辩证判断对概念内在矛盾的揭
示 ，一般有以下类型 ：主词辩证判断 ， 如 “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 宾词
辩证判断 ，如 “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 ； 互相矛盾的辩证判断 ， 即肯定
判断和否定判断的矛盾统一 ，如 ， “机械运动是因为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
地方又不在同一个地方 。” 辩证逻辑同样经历了古代辩证逻辑 ——— 以黑格尔为代
表的近代辩证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的历史发展阶段 。

二 、普通逻辑学的性质

逻辑学尽管研究思维 ，但它仅仅从形式结构即逻辑形式方面进行研究 ，它是
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 、 具体素材的 。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 、具体素材 ， 回答思
维具体内容 、具体素材是否符合客观实际 ，涉及具体知识 ， 要运用各门具体科学
才能解决 。由于它并不断定某个具体思想在事实上的真 、假 ，因此 ，逻辑学虽然
关注真 、 假 ，离不开对 “真” 、 “假” 二值的运用 ，但每一个具体命题的真 、假是
一个事实问题 ， 而不是逻辑问题 。 逻辑学只是研究命题形式之间的真 、 假条件 ，
并由此讨论推理的有效性 ，也就是说 ，逻辑学对某个思想的真 、假并不做出认识
论的回答 ，而只做出逻辑的回答 。如 “假如粮食对人类没有用处 ， 人类就不会种
粮食了” ，从事实判断看是一个假判断 ， 但从形式结构看 ， 却是一个有效的假言
判断形式 ，是一个具有逻辑性的假言判断 。就推理而言 ，即使推理的前提或结论
不是真实的 ，只要不违背推理的具体规则 ，就不影响推理的有效性或形式的正确
性 。逻辑学对于思维的研究 ，着眼于形式结构 ， 它通过一系列规则 ，告诉人们具
有什么样的逻辑形式的推理才是形式正确的推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逻辑学被
称为 “思维的文法” ， 这决定了普通逻辑学的学科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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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础性

人类的一切思维活动和知识领域都要应用逻辑 ，离不开逻辑 。 世界各地历来
有把逻辑列为学校的文化基础课而加以研修的传统 。 １９７４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公布的学科分类目录 ，把逻辑学 （包括逻辑的运用 、演绎逻辑 、一般逻辑 、归纳
逻辑 、方法论等） 列入相对于技术科学的基础科学 （逻辑学 、数学 、天文学和天
体物理学 、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 、物理学 、化学 、生命科学 ，共七大基础学科） ，
肯定了普通逻辑学的基础性地位 。

（二） 工具性

人类的思维 、认识和表达交际都要借助于逻辑 ，以逻辑为必要工具 。 自逻辑
产生之日起 ，它就被当作工具性的知识 。 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被辑为 枟工具
论枠 一书 ，即有把逻辑视为思维 、认识 、 辩论的工具的意思 。弗兰西斯 · 培根的
逻辑著作名为 枟新工具枠 ，也把逻辑视为发现真理的工具 。 关于普通逻辑的工具
性质 ，黑格尔指出 ： 形式逻辑可以使人头脑清醒 ，可以教人练习集中思想 ，练习
进行抽象的思考 ，通过它 ， “人们可以利用关于有限思维的形式的知识 ， 把它作
为研究经验科学的工具 ， 由于经验科学是依照这些形式进行的 ，所以 ，在这个意
义上 ，也有人称形式逻辑为工具逻辑 。” ①

（三） 全人类性

人类的成员尽管有着肤色 、 信仰 、价值观 、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别 ， 但都具
有理性思维 ，这就决定了思维形式 、 思维规则 、 思维规律的共同性 。人们交流思
想 ，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 ， 都必须遵守思维的逻辑规律 ，运用共同的逻辑形
式和逻辑方法 。 例如 ，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使用的表示时间的概念 、 表示空间的概
念 、表示人物的概念 、表示事件的概念 ， 必须建立在同一性 、确定性 、规范性的
基础之上 ，否则会导致认识和交往实践的混乱 。 因此 ， 以思维形式 、 思维方法 、
思维规则 、思维规律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学 ，也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工具 。 人类社
会的成员可以属于不同的阶级 ， 但都需要正常思维 ，也都需要逻辑学 。逻辑学对
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 ， 它作为认识的工具和方法 ， 是一门工具性质 、 方
法性质的科学 ， 而不是一种世界观 ， 这种性质决定了它没有阶级性 ，而是具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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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性 。 世界上不同民族 、地区的语言千差万别 ，但通过各种语言形式所把握的
思维形式结构的知识 ，却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 ， 不以任何民族 、阶级 、阶层 、 政
党 、集团的利益为转移 。 逻辑在中国古代叫做名辩 ，即研究语言表达和辩论技巧
的学问 ； 在印度古代叫做因明 ， 即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 。逻辑在中国 、印度和西
方都有源远流长的研究传播史 ， 这一事实本身就确凿无疑地证明逻辑是全人类性
的学科 。 语言的不同和其他各种差别 ， 丝毫不会影响全人类都遵守着相同的
逻辑 。

第三节 　学习普通逻辑学的意义

逻辑学的诞生标志着人类理性精神的自我反省 。从逻辑学的发端看 ， 古希腊
和中国先秦时期 ， 几乎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 诸子蜂起 ， 百家争鸣 ， 论辩之风盛
行 ，并且出现了一批职业性的文化人 ，当时叫做 “智者” （如普洛泰戈拉） 、 “讼
师” （如邓析） 等 。这些人聚众争讼 ，帮人打官司 ； 或设坛讲学 ，传授辩论技巧 ，
以此谋生 。他们 “非” 常人之 “所是” ， “是” 常人之 “所非” ， “操两可之说 ， 设
无穷之辞” ， 提出了许多的巧辩 、 诡辩和悖论性命题 ， 并发展了一些辩论技巧 。
这些人在历史上的形象常常是负面的 ，因为他们思考问题的维度 、 辩论问题的方
式不是大众意义上的 ， 但他们恰恰以非大众的形式扣敲着人类智慧的大门 。 如
“白马是马” 这是大众常识 ， 而 “白马非马” 的命题则是哲学智慧 ， 因为它以诡
辩的方式提出了个别与一般的关系这个哲学问题 。 这些人实际上是一些智慧之
士 ，他们最先意识到在人们的日常语言或思维中存在某些技巧 、环节 、过程 ， 如
果不适当地对付和处理它们 ，语言和思维本身就会陷入混乱和困境 。他们所提出
的那些巧辩 、诡辩和悖论 ，实际上是对语言和思维本身的把玩和好奇 ，是对其中
某些过程 、环节 、技巧的诧异和思辨 ，是智慧对智慧本身开的玩笑 ，是智慧对智
慧本身所进行的挑战 。实际上 ， 它们表现着或者说引发了人类理智的自我反省 ，
并且正是从这种自我反省中 ，才产生了人类智慧的结晶之一 ———逻辑学 ① 。

关于学习普通逻辑学的意义 ，黑格尔指出 ： “逻辑学的有用与否 ， 取决于它
对学习的人能给予多少训练以达到别的目的 。 学习的人通过逻辑学所获得的教
养 ，在于训练思维 ， 使人在头脑中得到真正纯粹的思想 ，因为这门科学乃是思维
的思维 。” ② 通过 “思维的思维” “使人在头脑中达到真正纯粹的思想” 是黑格尔
对学习逻辑学意义的晦涩解读 。 但他把学习逻辑学作为培养理论思维的重要手段
和方法 。 学习普通逻辑学的意义表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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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学习普通逻辑学 ，有助于人们准确地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 。人之所以
区别于别的动物 ，在于人能够使用概念 ， 形成思想 ， 创造文化 。 在这个意义上 ，
黑格尔指出 ： “我们承认思维有某种权威 ， 承认思维可以表示人的真实本性 ， 为
划分人与禽兽的区别的关键 。” ① 文化使得人类的智慧可以跨时间 、 跨空间地进
行传播 ， 从而使人类智慧呈现出 “累积式” 遗传 。但文化传播的前提是要求人们
正确地表达思想 ，即人们 “所表达” 与 “所思” 要保持一致 ，否则会导致文化产
生秩序的混乱 。 同时 ，人是交往性存在物 ，人通过概念 、判断 、推理等思维形式
从他人 、 先人那里获得智慧 ， 文化的传播要求人们用恰当的表达方式与别人交
流 。文化的形成离不开逻辑 ，文化的传播和延续也离不开逻辑 。因此 ，说话者怎
样表达 、 听话者怎样理解 、人们怎样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获得成功 ， 所有这些问题
的解答都要求对语境 、预设 、论辩术 、谬误等问题进行共识性的研究 ，这种共识
性的研究奠基于使用概念 、进行判断 、开展推理过程中思维形式 、 思维方法 、 思
维规则 、 思维规律确定性的建立 。 否则 ， 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形式和非形式谬
误 ，造成交往过程中的障碍 。例如 ， “孙中山的家乡是广东人” 和 “广东有个青
年发明了一颗星” ，前者从语法上看属于 “主谓不合” ， 实际上是逻辑问题 ，其根
本原因就在于把 “孙中山的家乡” 和 “广东人” 这两个没有相容关系的概念联系
起来 ，造成判断的错误 ； 后者从语法上看属于 “动宾不合” ， 实际上也是逻辑问
题 ，其错误就在于将概念 “发现” 偷换成概念 “发明” 。

第二 ，学习普通逻辑学 ，有助于人们提高推理能力 ，获取新知识 。人们的一
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 但是 ，人不能事事都依靠直接经验 ，事实上 ， 人
们的多数知识都是通过间接的途径获得的 ，这就是所谓的间接知识 。人们要获得
间接知识 ，就需要运用推理 ，推理就是由已知推出新知的思维过程 。 在推理中 ，
作为前提的已有知识是由实践和各门具体科学提供的 ， 普通逻辑则给人们提供推
理过程有效性的规则 ，以便由前提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 ，获取新知识 。例如 ， １９
世纪德国博物学家海克尔在 枟自然创造史枠 中 ， 分析了歌德发现人类颚间骨的过
程 。他认为 ，歌德当时首先是根据已考察的哺乳动物有中间颚骨这个事实 ，提出
了 “一切哺乳动物都有中间颚骨” 的全称判断 ， 这是运用不完全归纳推理的结
果 。但是 ，在当时 ， 这个全称判断尚未得到足够的证明 ，它仅仅是一个假设 。 然
后 ，歌德根据这个全称判断做出了 “人也有中间颚骨” 的结论 ，这是运用演绎推
理的结果 。 该推理是 ： “如果一切哺乳动物都有中间颚骨 ， 人是哺乳动物 ， 那么
人也有中间颚骨 。” 后来由于发现人在胎儿时期和成人中的个别祖型都是有中间
颚骨的 ， 于是 ， 证明前提假设是正确的 。 事实上 ，人们获取新知识 ，主要是按照
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两个相反的方向实现的 ， 这就是归纳推理和演绎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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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 ，爱因斯坦指出 ： “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
就为基础的 ，那就是 ：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 ，
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 （在文艺复兴时期） 。” ① 爱因斯坦

看到了西方科学发展中逻辑学对培养和树立科学思想 、 科学精神的基础性铺垫
作用 。

第三 ，学习普通逻辑学 ，有助于人们提高论辩能力 ，使人们在论辩中明辨是
非 ，揭露诡辩 。 人们追求真理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谬误的抵制 。 导致人们谬误
的 ，有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的因素 ， 也有因违背普通逻辑的基本规则 、基本
规律而造成的形式谬误和非形式谬误 。前者需要通过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的
教育而避免 ，后者则需要通过普通逻辑学的学习而避免 。 例如 ， “只有具备作案
时间 ，才可能成为犯罪嫌疑人 ， 某甲具备作案时间 ，所以 ， 某甲是犯罪嫌疑人 。”
这个推理违背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不能肯定后件的逻辑规则 ，属于逻辑形
式方面的错误 ；再如 ， “被告人已经失去妻子和儿子 ， 再判他有罪的话 ， 将使他
在情感上无法接受 。” 这个推理以情境 、 处境作为推理的根据 ， 论证的论据与论
题在心理上 、情感上相关 ，而不是在逻辑上相关 ， 属非形式谬误中的相关谬误 。
因此 ，逻辑谬误和诡辩都是我们在思维和论辩中必须认真加以自觉避免和揭露批
判的 。学习了逻辑知识 ， 懂得了正确思维的逻辑形式和规律 ，就有可能准确地对
各种形式的和非形式的谬误 、诡辩加以识别并有力地进行回击 。

思 　考 　题

１畅 思维有哪些基本特征 ？
２畅 什么是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 ？
３畅 如何理解普通逻辑学的性质 ？
４畅 什么是思维的形式结构 ？

练 　习 　题

一 、 指出下列各段议论中 “逻辑” 一词的含义 。
１畅 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 这是中国革命合乎逻

辑的发展 。
２畅 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 ，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 ，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
３畅 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 ， 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 ， 使你无

法脱身 ， 你不是投降 ，就是完全失败 。
４畅 从中学时期就训练好一种逻辑的头脑 ， 以后无论学什么 、 做什么 ， 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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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无穷 。
二 、 单项选择题 。
１畅 思维的逻辑形式之间的区别 ，取决于 ：
①思维的内容 ；
②逻辑常项 ；
③逻辑变项 ；
④语言表达形式 。
２畅 “所有 S 是 P” 与 “有的 S不是 P” ：
①逻辑常项与变项均相同 ；
②逻辑常项相同但变项不同 ；
③逻辑常项不同但变项相同 ；
④逻辑常项与变项均不同 。
三 、 请列举具有下列逻辑形式的具体判断和推理 。
１畅 一切 s都不是 p 。
２畅 有的 s是 p 。
３畅 如果 p ，那么 q 。
４畅 如果 p ，那么 q ；非 q ，所以非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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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概 　 　 念

第一节 　概念的概述

一 、概念的含义

概念 ①就是反映对象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
在客观世界中 ， 存在着各类事物 。自然界的风雨雷电 、 山川草木等 ； 人类社

会的阶级国家 、 商品市场 、生产交换等 ； 精神领域中的感觉表象 、 抽象概括 、 情
感意志等 ，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认识对象 。

每一个事物都有其自己的属性 ， 诸如形状 、 颜色 、 动作 、好坏 、善恶 、美丑
等 。单个事物除了具备自身的属性之外 ， 还与其他的事物发生一定的联系 ，例如
大小 、交换 、互助 、 等于等 。这种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是事
物的属性 。

事物与属性是不可以分离的 ，属性是属于一定事物的属性 ，事物都是具有一
定属性的事物 。 在一类事物的属性中 ，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 。 本质属性是决
定一事物与他事物相区别的属性 ；非本质属性不仅为本事物所具有 ，而且也为他
事物所具有 ，对区别某一事物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例如 ， “人” 的本质属性就
是 “有语言 ，会思维 ，能制造和使用生产工具” ， 这些属性是其他动物所不具有
的 ；而人有四肢躯干 ，有眼耳鼻舌 ， 这些属性是非本质属性 ，因为这些属性不仅
人具有 ， 其他哺乳动物大都也具有 。

人们对于对象的认识 ，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 。人类最初的认识总是不太深
刻或不深刻的 ， 只能把握对象的某些特有属性 ， 即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 运用比
较 、分析 、综合 、 抽象 、 概括等方法 ， 并借助语词形成了初级概念 。 概念形成
后 ，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 ，其内容是确定的 ，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事物的变化
以及人的认识活动的不断深入 ， 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也会发生变化 。例如 ， 对
“死亡” 的认识 ， 最早是 “没有知觉 、躺着不会动了” ， 后来是 “停止呼吸” ， 再
后来是 “心脏停止了跳动” ， 而现在最新的对死亡的界定是 “脑细胞停止了活

① 亚里士多德的传统逻辑用 “词项” 指称概念 。 词项是对语词的逻辑抽象 ， 指的是能充当性质命题

（直言命题） 主项或谓项的词或词组 。



动”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越深刻 ，所形成的概念就越深刻 。
事物的属性是多种多样的 ， 事物的本质属性也是多方面的 。 对于同一类事

物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映它的不同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 ，形成不同
的概念 。 例如 ， 对于同一个三角形 ， 可以从它的三条边相等来反映 ，形成 “等边
三角形” 的概念 ；也可以从它的三个角相等来反映 ，形成 “等角三角形” 这个概
念 。有的概念反映对象的一个属性 ， 有的概念反映事物的许多属性 ， 如 “单身
汉” 、 “亲属” 等 。

二 、概念和语词

概念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 ，看不见 、 摸不着 ， 必须借助于语词表达出来 ，
别人才能理解 。 语词是概念的载体 ， 而概念则是语词的思想内容 ， 二者紧密联系
却又相互区别 。

（一） 概念和语词是不可分割的

概念和语词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 ，语词是概念的语
言形式 ， 概念与语词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 概念离不开语词 ， 语词也离不开
概念 ，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 。

概念与语词虽然关系密切 ， 但并不等同 。

（二） 概念和语词是有区别的

概念是思维现象 ，带有世界性 、 全人类性 ， 属于逻辑学研究的对象 ； 语词是
语言现象 ，带有民族性 、 地区性 ， 属于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 翻译工作之所以可
能 ，是由思维的世界性 、 全人类性决定的 ；翻译工作之所以是必要的 ，是由语言
的民族性 、地区性决定的 。

概念和语词的关系在表达上要注意三点 ：
（１） 概念要通过语词表达 ， 但并不是所有的语词都表达概念 。
一般来说 ， 语法上的实词 （名词 、动词 、形容词 、 数量词 、代词） 都表达概

念 ，而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 ， 如介词 （从 、 把 、 为等） ， 结构助词 （的 、 地 、
得） ，时态助词 （着 、 了 、将） ， 语气助词 （啊 、 吗 、呢） 等不表达概念 。

（２） 同一个概念可以用不同的语词来表达 ， 即所谓一义多词 。 例如 ： “诉讼”
与 “打官司” 、 “宪法” 与 “根本大法” 、 “合同” 与 “契约” 、 “大夫” 与 “医生” 。

（３） 同一个语词也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即所谓一词多义 。如 “人各有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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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成人” 、 “人老珠黄” 、 “人浮于事” 各判断中 ， “人” 的内涵是各不相同的 。

三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概念的重要的逻辑特征 。概念的内涵是指概念所反映的
事物的本质属性 。例如 ， “法律” 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理
解 。广义上的 “法律” 泛指法的一切外部表现形式 ，即法律的整体 ，既包括立法
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 也包括习惯法 、 判例法等 ，它是国家规定人人必须遵守
的文件 ， 这种文件中有国家确认的判断公正与否的尺度与标准 。 狭义上的 “法
律” 仅指拥有国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依照立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 在我国 ，
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① ， 这也就是法律这一事物的本质
属性 。又如 ， “知识产权” 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个人或者集体对其科学 、 技术和
文化等知识领域内创造的智力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 ，这也就是知识产权这一事物
的本质属性 。

概念的外延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那些事物 。 例如 ， “法律” 的
外延是指凡是具有法律的本质属性的一切事物 ， 即古今中外所有的法律 ； “知识
产权” 的外延是具有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的一切事物 ， 如工业设计 、文学艺术和
理论著作以及工业产品上的外观设计等专有权 。

有些概念的外延包括的事物多 ， 有些则比较少 。 例如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１９９７） 第一章的条文” 的外延有 １２ 个条文 ； 而 “战国后期法家最著名的代
表” 的外延只有一个人 ， 即韩非 。一个事物是否属于某概念的外延 ，决定于它是
否具有该概念的内涵 。审判员对某一罪行的定性过程 ， 就是在确定某一行为是否
属于某一罪名的外延 。 例如 ， 如果某行为具有某罪名的特征 ， 就定为某罪 ； 否
则 ，就不定为该罪 。 概念的内涵反映事物的质的方面 ， 回答事物 “是什么” 的问
题 ；概念的外延反映事物的量 （范围） 的方面 ， 回答事物 “有哪些” 或 “哪些是
该事物” 的问题 。

要明确概念 ，需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是明确概念的内涵 ，即明确该概念的含
义是什么 ；二是明确概念的外延 ， 即明确该概念到底包括哪些对象 。 这两个方
面 ，如果有一个方面不明确 ，就不算真正明确一个概念 。例如 ，要明确我国 枟民
法通则枠 中 “法人” 这个概念 ， 就要了解它的内涵是指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 ， 它的条件包括 ：
依法成立 ；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 ； 有自己的名称 、组织机构和场所 ；能够独立
承担民事责任 。 但这还不够 ，还必须知道它的外延包括企业法人 、 机关法人 、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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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法人 、社会团体法人 。只有这两个方面都明确了 ，才算明确了 “法人” 这
个概念 。

第二节 　概念的种类

一 、普遍概念 、单独概念 、虚概念

（一） 普遍概念

普遍概念 、 单独概念 、虚概念是根据概念反映的对象的数量范围而界定的 。
普遍概念也叫类概念 ，是指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为反映对象的概念 ， 它

的外延不是由一个单独的分子组成的 ，而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乃至许许多多分子
组成的类 。如 “诗人” 、 “宪法” 、 “商品” 、 “罪犯” 、 “法庭” 、 “法院” 、 “检察
院” 等 。

从语言学上看 ， 语词中的普通名词都表达普遍概念 。 如 “律师” 、 “法官” 、
“检察长” 、 “坏蛋” 、 “罪犯” 等 。 动词 、 形容词也表达普遍概念 ， 如 “走” 、
“跑” 、 “抢劫” 、 “抢夺” 、 “剥夺” 、 “侵害” 、 “勤劳” 、 “恶劣” 、 “极大” 、 “巨大” 、
“特别巨大” 等 ， 它们是对人或事物的动作行为或性质状态的概括 ， 因而都是普
遍概念 。 代词也表达普遍概念 ， 如 “我的” 、 “我们的” ， 既可以表示 “我的” 、
“我们的” 实体物 ，也可以表示 “我的” 、 “我们的” 属性 。

（二） 单独概念

单独概念就是以某个独一无二的 、特定的事物为反映对象的概念 ，它的外延
是某一个特定的对象 。如 “万里长城” 、 “五四运动” 、 “雷锋” 、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９９７ 年刑法” 等 。

从语言学上看 ， 单独概念一般通过两类语词表达 。
一是通过专有名词表达 。表示时间的专有名词 ， 如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 表

示空间的专有名词 ， 如 “北京天安门广场” ； 表示人物的专有名词 ， 如 “周恩
来” ；表示事件的专有名词 ， 如 “１９９５年泰安案件” 等 ，都是单独概念 。

二是通过摹状词表达 。摹状词表达单独概念有三种情况 。
其一 ，包含 “第一个” 、 “第二个” 等表示数目序列的词 ，如 “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部宪法” 、 “第一次世界大战” 、 “清朝第一个皇帝” 等 。
其二 ，包含 “最高” 、 “最深” 、 “最大” 、 “最小” 等限制词 ，如 “世界上最高

的山峰” 、 “世界上最深的海沟” 、 “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 、 “最满意的学生”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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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 ，包含 “这个” 、 “那个” 等指示代词 ， 如 “我的这件衣服” 、 “她的那位
朋友” 等 。

在日常语言表达中 ， 经常要把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予以结合使用 。 例如 ，
“林祥谦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 “故意杀人罪是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的
行为” ， “珠穆朗玛峰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 ， 三个判断的结构分别是 ： 单独概
念 ＋普遍概念 ， 普遍概念 ＋普遍概念 ，单独概念 ＋单独概念 。

（三） 虚概念

虚概念就是外延为零的概念 ，这类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
的 。如 “天堂” 、 “地狱” 、 “阎王” 、 “小鬼” 、 “铁制的木头” 、 “永动机” 等 。

需要注意的是 ， 普通逻辑是在不考虑虚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二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

（一）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的含义

集合概念与非集合概念是根据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为集合体而界定的 。
在客观世界中 ，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联系 ：一是类和分子的联系 ，一是集合体

和个体的联系 。 类的属性 ，必然地为组成它的任何一个分子所具有 ；集合体的属
性 ，并不必然地为构成它的任何一个个体所具有 。如 “城市” 和 “北京” 是类和
分子的关系 ， “森林” 和 “树” 是集合体和个体的关系 。

反映集合体的概念称为集合概念 。如 “生物群落” 、 “山系” 、 “生态” 、 “审判
委员会” 、 “党委会” 、 “董事会” 、“法律汇编” 、 “词汇” 、 “花卉” 等 。

反映类的概念称为类概念 ， 如 “山” 、 “益鸟” 、 “害虫” 、 “树” 等 。类概念在
一般情况下为普遍概念 。

（二） 如何区分集合概念与类概念

第一 ，类概念 （普遍概念） 说明的是对象的数量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 类概念
（普遍概念） 与单独概念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如 “树” 与 “杨树” 、 “柳
树” 、 “松树” 的关系） ；集合概念说明的是集合体由若干个个体组成 ， 集合体与
个体的关系相当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如 “森林” 与 “树” 的关系） ， 整体由部
分组成 ， 整体离不开部分 ，但部分不能代替整体 。

第二 ，集合概念前一般不能用数词进行限制 。 例如 ， “我买了三本科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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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 “我掌握了三千个英语词汇” 、 “我买了三盆花卉” 皆为错误表达方式 。
第三 ，相同的语词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既可以作为集合概念使用 ，也可以作

为普遍概念使用 。
例如 ：
“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 。”
“中国人都是亚洲人 。”
前一个判断中的 “中国人” 是集合概念 ，或者说是在集合意义上使用的 ， 它

并不指每一个中国人 ， 不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勤劳勇敢的 ； 后一个判断中的
“中国人” 是普遍概念 ， 或者说是在非集合意义上使用的 ， 是指每一个中国人 。
“中国人是勤劳勇敢的” 中的 “中国人” ， 其外延不是一个中国人 ， 而是全体中国
人所组成的那个类 ， 因此 ，它是单独概念 。这个类有勤劳勇敢的属性 ，不见得它
的每一个分子也都有勤劳勇敢的属性 ， 事实上存在着不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 例
如 ，剥削堕落分子 。 “中国人都是亚洲人” 中的 “中国人” ， 其外延是一个一个的
中国人 ， 而不是它们所组成的那个类 ，因此 ，它是普遍概念 。

三 、正概念与负概念

（一） 正概念与负概念的含义

正概念与负概念是以概念所反映的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而界定的 。
正概念也叫肯定概念 ， 就是反映事物具有某种属性的概念 。 如 “成文法” 、

“成年人” 、 “合法” 、 “正义战争” 、 “已婚” 、 “有选举权” 、 “过错方” 、 “婚生子
女” 等 。

负概念也叫否定概念 ， 就是反映事物不具有某种属性的概念 。 如 “不成文
法” 、 “未成年人” 、 “非法” 、 “非正义战争” 、 “未婚” 、 “无选举权” 、 “无过错方” 、
“非婚生子女” 等 。

逻辑上所说的正概念与负概念 ， 不涉及对内容的评价 ， 也就是说 ，不能认为
正确的 、 好的概念就是正概念 ； 或认为错误的 、 坏的概念就是负概念 。正概念与
负概念是根据对象是否具有某种属性来划分的 ： 凡是肯定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概
念都是正概念 ， 如 “社会主义” 是正概念 ， “资本主义” 也是正概念 ， “公有制”
是正概念 ， “私有制” 也是正概念 ； 凡是否定对象具有某种属性的概念都是负概
念 ，如 “不好” 是负概念 ， “不坏” 也是负概念 ， “没教养” 是负概念 ， “没私心”
也是负概念 。根据这个标准 ，法律上 “有罪” 是正概念 ， “无罪” 是负概念 ， 这
与有罪 、 无罪的具体内容无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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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区分负概念

负概念一般带有否定词 “不” 、 “非” 、 “未” 、 “无” 等 ， 但某些概念带有否定
词但又并不是负概念 ，如 “非洲” 、 “无锡” 、 “不丹” 、 “无产阶级” 、 “无线电” 、
“不来梅” 等 。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对它们进行区分 ？

第一 ，把否定词去掉 ，看能否独立形成概念 。若不能独立形成概念 ， 那么这
种带有否定词的概念就不是负概念 ， 而是正概念 。如 “不来梅” 、 “无锡” 、 “无产
阶级” 、 “无线电” 等 。

第二 ，把否定词去掉后 ，形成的概念和原来带有否定词的概念之间如果是矛
盾关系 ， 则带有否定词的概念是负概念 ； 若不是矛盾关系 ， 则不是负概念 。 如
“非城镇户口” 、 “不合法” 是负概念 ， “无锡” 、 “非洲” 、 “不丹” 则不是同一系列
的矛盾关系 。

第三 ， 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 ， 负概念总是相对于它的正概念而言的 ， 它们
所反映的对象总有一个特定的范围 。 这个特定的范围叫做论域 。 论域实际上指
的是正概念与其相对的负概念所反映的全部对象所组成的类 。 如 “未成年人”
与 “成年人” 的论域就是 “人” ； “正义战争” 与 “非正义战争” 的论域就是
“战争” 。

由此可见 ， 论域恰好是一个负概念与其相对的正概念的外延之和 ，它是人们
思考或议论问题时所涉及的一个特定的对象范围 。

区分正概念与负概念必须把握它们各自的特点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揭示对
象具有还是不具有某种属性 。如 “输” 和 “赢” ， 它们都是反映对象有特定属性
的 ，即 “比对方得分低” 和 “比对方得分高” 的属性 ， 而 “输” 和 “没输” 、
“赢” 和 “没赢” 中的 “没输” 、 “没赢” 才是负概念 。

四 、非模糊概念与模糊概念

非模糊概念与模糊概念是以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内涵和外延是否模糊而界

定的 。
非模糊概念就是内涵和外延有着确定性 、同一性的概念 。如 枟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枠 （１９９７年） 第三十八条规定 ： “管制的期限 ， 为三个月以上二年以下 。”
其中 “管制” 的内涵是指 “对罪犯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自由 ， 由公安机关执
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 。” “管制的期限” 的外延是时间上的期限 ， 即 “三
个月以上二年以下” 。 它们的内涵 、 外延有着确定性 、同一性 。

模糊概念就是内涵和外延未获得确定性 、同一性的概念 。例如 ，表示空间距

·５２·第二章 　概 　 　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