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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逻辑学的对象
　　一、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
　　逻辑学属于思维科学。思维科学揭示思维的本质和规律，是一个学科群体，包括心理学、脑神经生理学、哲学认识论、人工智能等，各自从不同角度研究思维的本质及其规律。逻辑学把思维形式作为特殊的研究对象。
　　思维有其内容，也有其形式。什么是思维形式?思维形式是思维内容的存在和联系方式，由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两种要素构成。逻辑常项是思维形式中的不变成分，决定思维的逻辑内容。逻辑变项是思维形式中的可变成分，承载思维的具体内容。如以下语句：（1）所有杨树是落叶乔木。
　　（2）所有哺乳动物是脊椎动物。
　　（3）所有商品是劳动产品。这里，句（1）有关植物，句（2）有关动物，句（3）有关经济，虽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但有共同的形式，其公式是：所有S是P其中“所有……是……”是逻辑常项，“S”、“P”是逻辑变项。这里，“S”、“P”这种逻辑变项，叫词项变项，可以用不同的具体词项代入，表达不同的思维具体内容。又如以下语句：（1）如果水温在一个大气压下为0℃，那么就会结冰。
　　（2）如果某甲作案，那么他有作案动机。
　　（3）如果过度砍伐森林，那么会破坏生态平衡。这里各句有共同的形式，其公式是：如果p，那么q其中“如果……那么……”是逻辑常项，“p”、“q”是逻辑变项。这里，“p”、“q”这种逻辑变项，叫命题变项，可以用不同的具体命题代入，表达不同的思维具体内容。
　　思维形式是撇开思维具体内容的逻辑抽象。这种逻辑抽象的意义在于：思维形式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人要通过思维获得正确认识，必须遵循这种逻辑规律，否则将导致思维混乱和认识错误。
　　二、思维形式的规律性
　　思维形式不表达具体思维内容，因而没有真假。用具体词项或命题，代入思维形式中的逻辑变项，这种思维形式就被赋予了具体内容，就有了真假。不同的代入，思维形式就被赋予了不同的内容，可以有不同的真假情况。
　　思维形式的规律性在于：有一类思维形式，在任意代入下，都表达真实的思想内容，这类思维形式称为逻辑规律。如“所有S是S”、“p或者非p”等。另一类思维形式，在任意代入下，都表达虚假的思想内容，这类思维形式称为逻辑矛盾。如“有S不是S”、“p并且非p”等。
　　还有一类思维形式，在有的代入下，表达真实的思想内容；在有的代入下，表达虚假的思想内容。如“所有S是P”、“如果p，则q”等。逻辑学运用逻辑规律，排除逻辑矛盾，使人的思维具有形式上的正确性，即合乎逻辑。
　　逻辑学的主题，是判定推理的有效性，回答什么样的推理是正确的，什么样的推理是错误的。一个正确的演绎推理的形式是一个逻辑规律。
　　第二节思维、语言和逻辑
　　一、思维、语言和逻辑
　　思维是人类认识的理性阶段，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思维以抽象概括的形式反映世界。思维是人脑的机能。思维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思维要使自己成为科学研究对象，必须物化，取得直接现实性。
　　在思维与思维科学包括逻辑学之间，有一个物化的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媒介，即语言。语言是思维的直接现实，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无论是有形语言，还是有声语言，都是看得见或听得到的物质存在。逻辑学透过语言形式的分析，探讨思维的形式。
　　与逻辑学的研究相关，语言有其层次性。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和作为逻辑学研究工具的语言，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前者叫对象语言，后者叫工具语言（元语言）。这跟语言学的现象类似，中国人学英语，对象语言是英语，工具语言是汉语。中国人学汉语，对象语言和工具语言（元语言）都是汉语。
　　二、自然语言和符号语言
　　语言是符号系统，有三个要素。语言的第一个要素是基本符号。如英语的基本符号是26个英文字母，加上若干标点符号。汉语的基本符号是汉字库，加上若干标点符号。基本符号是语言的基本材料，没有基本符号就没有语言。
　　语言的第二个要素是语形规则。语形规则规定，什么样的基本符号串是合式的，即被确认为是本语言中的词、词组或语句（项或公式），什么样的基本符号串不是合式的。如根据英语的语形规则，“good”是一个词，“oogd”则不是。“The book is good”是一个语句，“good The is book”则不是。没有语形规则，基本符号就不能构成合式的词或语句。
　　语言的第三个要素是语义规则。语义规则是对语言中合式的词、词组或语句的解释，即对语言符号赋予意义。如根据英语的语义规则，“good”的涵义是“好”，“The book is good”的涵义是“这本书好”。没有语义规则，语言就不能表达可理解的意义和内容。
　　语言可分为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自然语言是人类表达日常思维的语言。汉语、英语、日语等都是自然语言。自然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自然语言通常有歧义。同一个语词或语句，往往可以表达不同的语义。使自然语言产生歧义的各种因素，统称为语境。与语法、语义不同，语境不是语言的构成要素，而是理解自然语言的背景要素。语境与语言的使用者有关，也称为语用。
　　人工语言是人类为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通过严格定义的方式，而专门设立的语言。数学语言是一种典型的人工语言。逻辑学所运用的人工语言，称为符号语言。符号语言区别于自然语言的重要特征是：前者排除歧义。形式语言是一种高度抽象、严格定义的符号语言。用形式语言构造的逻辑系统，称为形式系统。
　　三、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
　　逻辑学经历了从传统逻辑到现代逻辑的发展过程。在古代印度和中国，曾经产生过类似西方传统逻辑的因明和名辩，但都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西方传统逻辑，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首创，经由中世纪和近代，到19世纪中叶数理逻辑产生以前，得到充分发展。西方逻辑学，跟主要渊源于西方的“数理化天地生”等各类基础学科一样，是奠定全人类科学知识大厦的基础。“数理化天地生”是对“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生命科学”六类基础学科的简称。
　　逻辑学具有跟“数理化天地生”等基础学科同类的科学性质，充分发展了的西方逻辑学，是对全人类都适用的共同学科知识。西方传统逻辑学的主要内容，是概念论、词项逻辑（三段论）、古典命题逻辑和古典归纳逻辑。
　　现代逻辑指数理逻辑，也叫符号逻辑。通常理解的数理逻辑，包括一阶逻辑、模型论、公理集合论、递归论和证明论。广义的数理逻辑，包括高阶逻辑、各种非经典逻辑、现代归纳逻辑等。数理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源泉：一是作为思维科学，来源于日常思维命题形式和推理规则精确研究的推动；二是作为数学科学，来源于对数学基础的研究。
　　作为思维科学，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在研究对象上没有实质区别。数理逻辑和传统逻辑的区别，不在于对象语言。过去、现在和将来，自然语言都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存在形式和表达方式。传统逻辑的对象语言，主要是自然语言。作为思维科学的数理逻辑，其对象语言，不管有多少技术性的中间环节，最终主要是自然语言。
　　数理逻辑和传统逻辑的区别，在于工具语言的不同。传统逻辑以自然语言作为主要的工具语言。数理逻辑的工具语言，主要是符号语言。以是否使用形式语言和形式化方法，数理逻辑又分为形式化的与非形式化的两部分。
　　数理逻辑的基础部分是一阶逻辑，这是现代逻辑与传统逻辑关系最密切的部分。一阶逻辑，也叫一阶谓词逻辑，或狭义谓词逻辑，是传统逻辑的直接发展，是传统逻辑的精确化、严格化和完善化。由于使用符号语言，一阶逻辑比传统逻辑具备更精确、有效的分析表述工具，从而大大发展了传统逻辑对于命题和词项推理的研究，建立了命题逻辑和谓词逻辑的精确完备体系。
　　形式化的一阶逻辑，建立演算系统（形式系统），从而对一阶逻辑系统做整体研究，揭示并证明其一系列的元性质，如可靠性、完全性等，标志数理逻辑发展到成熟阶段。本书以传统逻辑为基础，吸收数理逻辑（主要是一阶逻辑）的部分内容。
　　汉语中“逻辑”一词，是英文logic的音译，导源于希腊文logos（逻各斯），原意是思想、言词、理性、规律等。汉语中“逻辑”一词，首见于20世纪初严复的译著严复译：《穆勒名学》，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后经章士钊等中国近代学者群体的提倡，汉语“逻辑”译名遂逐渐普及。
　　“逻辑”是个多义词。其涵义主要是：第一，事物的规律。如说“生活的逻辑”、“历史的逻辑”等。第二，某种理论观点。如说“强盗的逻辑”等。第三，思维规律。如说“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写文章要讲究逻辑”、“演说有逻辑力量”等。第四，逻辑学。如说“要学点语法、修辞和逻辑”、“普及逻辑知识”、“提高逻辑修养”等。本书书名中的“逻辑”，取第四种意义。
　　日本学者用汉字把logic意译为“论理学”，“论理”指议论、论证的条理，至今沿用。孙中山先生把logic意译为“理则学”，他解释“理则”指“思想之门径”、“诸学之规则”，部分海外学者至今沿用。现代中国统称为“逻辑学”，简称“逻辑”。
　　第三节逻辑学的性质和作用
　　一、逻辑学的性质
　　1.基础性
　　逻辑学具有基础性地位，是一切知识学科的基础。人类的一切思维活动和知识领域，都要应用逻辑。一切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因为一切科学都应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形式，逻辑学是研究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的科学。世界各国，历来有把逻辑学列为学校的文化基础课而加以研修的传统。逻辑学的基础性地位，得到世界各国和地区学者的普遍认同。否认逻辑学基础性地位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其错误性质，如同否认“数理化天地生”等学科的基础性地位。
　　2.工具性
　　逻辑学是人类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普遍工具。人类的一切思维认识。表达交际，都毫无例外地要借助于逻辑，以逻辑为必要工具。自逻辑产生之日起，它理所当然地被作为工具性的知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论文，被其后继者编为《工具论》一书，是把逻辑视为思维认识和议论交际的工具。英国近代著名哲学家培根的逻辑著作，取名为《新工具》（拉丁文Novum Organum，英文New Method），是把逻辑看作探索与发现真理的工具。
　　3.人类性
　　逻辑有全人类性，没有民族性和地区性。逻辑学是全人类普遍适用的知识学科，不为某个民族地区所专有。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地区，语言千差万别，但依据同一个逻辑。逻辑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不以任何民族地区的语言、思想、文化的特殊性为转移。
　　逻辑在中国古代叫名辩，即研究语言表达和辩论技巧的学问。在印度古代叫因明，即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逻辑在中国、印度和西方历史上，都有源远流长的研讨传播史，这一事实确凿地证明，逻辑是具有全人类性的基础学科。
　　世界上各民族地区语言的不同，以及其他可想象的各种差别，都丝毫不影响全人类都应用本质相同的逻辑学，犹如全人类都应用本质相同的“数理化天地生”基础学科一样。有人否认逻辑学的普遍性和全人类性，认为全人类没有共同的逻辑，“不同民族有不同的逻辑”，中华民族可以自外于全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而具有“本质不同的特殊逻辑”，这种荒谬褊狭的“民族逻辑观”，是违背全人类文化史和科学史基本事实的不经之谈。
　　二、逻辑学的作用
　　逻辑形式与规律的知识，从人类思维表达实际中概括出来，反过来约束规范人们的认识交际活动。逻辑是全人类认识交际的必要工具，是探求真理、驳斥谬误的方法。获取新知，科学预见，各种工作，日常生活，都要借助逻辑。
　　说话写文章和交流思想，都渗透逻辑，体现逻辑素养的高低。逻辑有助于表达的准确性和交际的有效性。培根说：“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之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培根：《培根论说文集》，18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谬误和诡辩的言词，有悖于事实与真理，歪曲地运用逻辑。全面精准地研修逻辑，有助于正确地认识世界，有效地交流交际，善于识别和驳斥诡辩，避免思维表达中的谬误。逻辑与人相伴，不可须臾脱离。
　　练习题
　　一、简答下列问题。
　　1.什么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2.什么是思维形式?什么是逻辑常项和逻辑变项?
　　3.什么是对思维形式的代入?
　　4.什么是逻辑规律?
　　5.什么是逻辑矛盾?
　　6.什么是思维形式的规律?
　　7.逻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8.语言、思维和逻辑学的关系是什么?
　　9.语言有哪些构成要素?
　　10.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的区别是什么?
　　
　　二、在下列命题或推理中，哪些具有共同的逻辑形式，用公式表示出来。
　　1.一切真知都是来源于实践的。
　　2.一切鸟都是卵生的，一切蝙蝠都不是卵生的，所以一切蝙蝠都不是鸟。
　　3.只有水量合适，水稻才能丰收。
　　4.胜者或因其强，或因其指挥无误。
　　5.一切交通事故都是违章造成的。
　　6.如果被告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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