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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逻辑学推理和论证(第2版)》内容简介：逻辑学起端于古希腊、古印度和中国的先秦时期。它们都是
人类思想认识发展的重要时期。当我们追溯到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时，发现中西这两个不同的时期
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现象：诸子群起，百家争鸣，论辩之风盛行，并出现一批以此为职业的人群。古希
腊把这群人叫“智者”，中国把他们叫“讼师”、“辩者”、“察士”等。这些人或设坛讲学，传授
辩论技巧；或聚众争讼，帮人打官司。他们“非”常人之“所是”，“是”常人之“所非”，“操两
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提出了许多巧辩、诡辩和悖论性命题，也发展了一些论辩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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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例如，把动物划分为飞禽、走兽、游鱼三类，就会发生划分不足，母项中的一些事物，如无脊
椎动物，被遗漏了，没有被哪个子项的外延包含。（2）划分的各子项应该互不相容。子项不相容，
也就是各个子项之间是全异关系。否则必然发生某些对象既被这个子项包含，又被另一些子项包含，
而引起混乱。违反这条规则的错误被称为“子项相容”错误。例如，把战争划分为地面战争、空中战
争、国内战争，就犯了子项相容的错，国内战争与地面战争、空中战争均存在交叉关系。（3）每次
划分必须按同一划分标准进行。划分必然是依据一定的标准来进行的，依据的标准可以是事物的一个
属性，也可以同时是几个属性，根据需要也可以对概念连续地进行划分，但每次划分只能有一个标准
，这样才能保证子项间不会相容。违反这条规则必然发生子项相容的错误。例如，对动物的划分，我
们可以根据是否有脊椎把动物分为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如有需要，可把脊椎动物再分为哺乳、鱼
、鸟、爬行和两栖五个小类，而哺乳动物又可再分成若干纲目，如灵长目、食肉目等。例如，有人把
邮件分为航空的、平寄的、国内的、国际的几类，就是把邮递方式和邮递范围两个标准混在一次划分
中，划分出来的子项出现相互交叉。对这个概念，正确的划分是：先根据其中一个标准划分出国内的
、国际的邮件，或航空的、平寄的邮件，再根据另一个标准划分出国内航空的、国内平寄的和国际航
空的、国际平寄的几类。如果我们把一个概念划分为具有矛盾关系的两个种概念，并且这两个概念一
个是正概念，一个是负概念，这就是被称为二分法的划分。例如，把人划分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把
化合物划分为有机物和无机物，把国家划分为民主制国家和非民主制国家，等等。二分法是一种特殊
的划分，由于它的子项具有矛盾关系，因此它总是符合上述划分规则，这是二分法的优势。但由于二
分法的一个子项是负概念，它所表示的对象具有什么属性是不明确的，这是二分法的不足。因此，二
分法往往只是初步划分，旨在把具有某种属性的事物从它的属概念所指称的对象中划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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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其价值无疑更多地体现在实际思维的运用中。笔者从事逻辑学教学多年
，常常有学生反映逻辑学难学，有学生甚至形容逻辑学是“把简单的东西搞复杂”，笔者由此一直在
思考如何突出逻辑学的运用性和实用性。结合近年来逻辑学方面有关考试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笔者编
著此书，希望在这方面能作出努力。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笔者参阅了大量资料，吸收了其中一些优
秀成果，甚至直接借用了一些例题。在此，谨向有关的作者，尤其是谷振诣先生和杨武金先生表示诚
挚的谢意。由于笔者的水平和经验有限，书中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各位同行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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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推理和论证(第2版)》是由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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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谈理论的书，很难说好与不好！
2、当当就是强盗，拿钱不给书，**！
3、东西还可以，物有所值。
4、还不错，初学者比较易懂。
5、我朋友也想买
6、装订精美，总体不错
7、适合高三生，书本也不错，快递公司也很给力，下次买书还在亚马逊
8、本书相当不错，语言简练。从应用的角度讲述如何学用逻辑学。第二版比第一版增加了小结，版
式更漂亮。唯一不足是纸张质量不太好。
9、为公务员考试中的逻辑推理而买的
10、培养思维
11、很想买的书，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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