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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鸿儒，国学专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著有《适应力》、《斯坦福的人生经营课》、《有钱不如
值钱 》、《九张底牌》 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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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前言
第一章 走近逻辑思维：合理就一定合乎逻辑吗
1.思维有逻辑，认识才能更清晰
2.符合“逻辑”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理
3.逻辑思维的作用
4.逻辑思维也存在局限性
5.学逻辑学有什么用
第二章 逻辑中的定律：逻辑思维围绕什么运转
1.确保思维稳定性的同一律
2.有了矛盾律，事实才有唯一性
3.让逻辑更明确的排中律
4.充足理由律让思维可以论证
第三章 解剖逻辑推理：推理只是抽丝剥茧吗
1.推理有理有据，才能让人们信服你的逻辑
2.不合事实的“完美”推论，一定存在逻辑漏洞
3.假两难推理不能让结论符合事实的逻辑
4.反驳是否恰当，关键在于推论有没有逻辑
5.了解事物变化的逻辑才能正确推理
6.我以为你知道——误解彼此逻辑的省略推理
7.含糊不清的语言，是逻辑推理的最大障碍
第四章 概念构筑逻辑：思维大厦是怎样建成的
1.概念：逻辑思维的分子
2.没有共用的概念，只会鸡同鸭讲
3.概念不清晰，思维就不会有逻辑
4.抽象思维：加工概念，还原事物本身的逻辑
5.“万物一马”不成立——别把逻辑与逻辑学当成同一概念
6.蝙蝠的苦恼——概念归类中的逻辑问题
7.留心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变化
第五章 逻辑命题假设：为什么说命题是逻辑推理的基石
1.命题是判断恰当的艺术
2.假设的命题成不成立，是逻辑推理的研究目标
3.“所有的金子都发光”是一个直言命题
4.选言命题：或为鸡首，或为牛尾
5.假言命题：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6.用错命题会留下逻辑漏洞
第六章 已知演绎未知：如何从事物的趋势中推导新假说
1.演绎推理，从一般到特殊的思辨智慧
2.演绎思维的三段式
3.合情推理与演绎推理
4.演绎逻辑思维是创新的助推器
第七章 归纳逻辑分析：怎样证明结论与事实真相相符
1.怎样有逻辑地归纳信息
2.如何利用逻辑思维让“散乱”变“整洁”.
3.有逻辑的归纳就是先总结事实，再得出结论
4.归纳思维：符合逻辑性可以发挥更大作用
5.运用逻辑思维，让事情更合乎情理
6.归纳逻辑，让推理更接近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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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过归纳逻辑，得出真实结果
8.归纳推理，可以让逻辑更清晰
第八章 类比推理验证：“触类旁通”真的符合逻辑吗
1.寻找相似点，有逻辑的比较才能创新
2.不合逻辑的情况：患同样的病，不一定吃同样的药
3.类比逻辑就是异中求同和同中求异
4.逻辑学中的类比知识
5.类比推理比比较更深刻，可以让结论更准确
6.符合逻辑的类比，可以形成创新
第九章 逻辑因果关系：你眼中的前因后果真的符合逻辑吗
1.从因果中寻求逻辑关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2.因果逻辑：放弃也是一种美丽
3.因果逻辑中的关系分析和意义
4.逻辑推理中的因果关系
5.磨难铸就辉煌符合因果逻辑吗
6.前提错了，结论不一定错
第十章 查找逻辑谬误：貌似头头是道的话错在哪里
1.合乎逻辑结论，并不一定就是正确的
2.诉诸公众：一种常见的逻辑谬误和宣传手段
3.如何利用逻辑谬误达成目的
4.滑坡谬误：胆小如鼠的骑士
5.两难推理中的逻辑谬误
6.不一定会发生的事
第十一章 认知逻辑悖论：哲学家的游戏还是认识误区
1.怎样说一句既是真又是假的话
2.逻辑悖论：符合逻辑的事情不一定为真
3.认知悖论：挑战人类理性思维的难题
4.难解的悖论，谁为理发师刮脸
5.悖论问题：到底交不交学费
6.白马到底是不是马
7.用认知悖论进行辩论，符不符合规矩
8.在法庭辩护中，活用认知悖论很重要
第十二章 识别诡辩陷阱：诡辩者是怎样歪曲逻辑的
1.断章取义，只选自己想要的
2.诡辩论，混淆名实的伎俩
3.以偏概全，在逻辑上肯定说不通
4.如何识辨诡辩论者的“歪理邪说”.
5.算命先生的诡辩术
6.适当诡辩可以让你少花“冤枉钱”.
7.怎样做才更符合逻辑
8.诡辩者的逻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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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断断续续的两个月还在读，叙述的很明确清晰，就是开始对概念的兴奋之后感觉索然无味，算是
有用的书！
2、沉下心来再看完了一本书，不容易。或许由于作者本身就是讲逻辑的，所以行文清晰，帮读者理
清了很多思路。关键词：逻辑遵循四律；概念，命题，推理形式；演绎，归纳，类比，因果；逻辑谬
误，悖论，诡辩。
个人随想，人脑认知和客观现实不一一对应的前提，导致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差错。
3、无话可说
4、怎么说呢，感觉概念表述有些冗长，与我想看的东西还是有些差别。
5、看不下去了，逻辑个屁啊。这本书就像政治老师讲课一样，道理讲不出了就拿道德压人。
6、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讲逻辑学的书。
7、作为逻辑学的入门吧，有收获和启发
8、不知道为什么买的，略翻看
9、有趣但学习内容大同小异。有些失望。
10、看几期罗辑思维缓缓。北大逻辑课-金鸿儒
11、以逻辑来处理日常事务，管住自己的脾气。
12、然后似乎没什么用。
13、不要冠上北大可能好感度会多一点，挂羊头，汗
14、产品设计过程中需要重视逻辑，不重视逻辑的后果：
1、同一产品的不同系统中概念不统一，导致各个系统的人员交流过程中经常出现概念混淆现象；
2、产品设计时没有解决用户最根本的需求，仅找到问题的表面原因，没有深入问题根源，导致产品
设计出现解决问题A引发问题B，解决问题B引发问题C...
3、产品头头是道的说满足了需求、设计就是这样的，但是研发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但是根据常识
，其实产品设计压根没有满足用户的需求，设计的产品不符合人类的认知。
15、解释和故事都比较平淡浅层，可能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积累知识与提高逻辑思维是两个
收获吧。
16、简单札记：1）各种思维方式（逻辑、形象、灵感）共同作用于人的决策，而逻辑思维是其中最能
总结出方法论的；2）思维的三步走，概念、判断、推理，难得是推理，推理在概念和判断当中承上
启下；3）推理方法有演绎、有归纳、有类比，演绎是经典的三段论，而归纳和类比在书中提到的方
法论不多。整体看，本书对我是一个启发，尤其在商业社会，我崇尚以逻辑思维助力商业决策，其中
对归纳法和类比法的需要更为强烈，本书涉及不多，是否也说明这两种方法一言难尽，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探索？
17、给力！受用！
18、有些例子经不起推敲
19、的确是有些举例老旧不堪，就跟知音体一个调
20、书中的例子太过牵强，有些例子与论点无紧密逻辑可言
21、无感
22、普及逻辑学概念的通俗读物。作者想避免过于理论性，塞了不少陈旧不堪的例子在书里，读着感
觉不伦不类。至于北大之名，看不出有什么意义，可能是寄希望帮着增加销量吧。
23、非常简明，而且有很多历史典故，特别是阿凡提。
24、电子书
25、1.书名叫北大逻辑课，但是作者和北大似乎并没有什么关系，而书的内容也并非北大逻辑课上讲
述的东西，书名大抵是噱头。2.优点大概是整本书的结构体系还是比较完整的，总体来说比较易读。3.
不满的地方是书中多数例子举的太过幼稚，很多例子本身甚至也有逻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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