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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逻辑何为: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从当代中国逻辑所肩负的双重任务，即逻辑学自身需要现代
化和逻辑学应当为现代化服务出发，围绕现代性的建构和批判这一基本原则。对改革开放以来逻辑学
所取得的成绩，面临的困境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重点的但又是系统的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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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传统逻辑的论证理论及其主要问题／44
第二节非形式逻辑的本质与主要论题／61
第三节非形式逻辑的现代性特征／77
第三章后形而上学时代的逻辑合理性观／95
第一节现代逻辑合理性观的基本特征／96
第二节后形而上学之思的启示／102
第三节现代性反思与逻辑合理性观的转型／114
第四章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133
第一节现阶段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诸种姿态／135
第二节名辩学、中国古代逻辑与逻辑史的书写／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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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加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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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言与文：语言的双重功能／184
第二节言语交际的规范与原则／187
第三节正名与意义理论／202
第四节性与天道：言语交际的限度／206
第六章传统名辩的现代诠释（下）／211
第一节主体问论辩之必要与可能／212
第二节庄子：“辩无胜”及其复杂性／216
第三节后期墨家：“辩胜，当也”／222
第四节“辩无胜”与“辩有胜”之争的真理观意蕴／227
第七章作为辩证逻辑的论辩术／233
第一节古希腊论辩术的历史发展／234
第二节亚里士多德的论辩术及其逻辑特性／246
第三节论辩术的当代复兴／259
第四节 对进一步推进辩证逻辑研究的启示／272
第八章辩证思维方法的主体问性向度／283
第一节一致而百虑：思维矛盾运动的普遍规律／284
第二节辩证思维方法的主体问性向度及其具体表现／287
第三节通过百家争鸣推进辩证逻辑的现代化／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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