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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

前言

从事中国现代时期逻辑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在1996年我师从南开大学崔清田教授读博士研究生时开始
的。1999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逻辑学东渐命运研究》，并通过论文答辩。这篇论文重在从学科建
设角度探讨逻辑在中国近现代社会中的命运及其原因。2005年，我以“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
潮研究”为题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这一研究自然离不开中国近现代时期的逻辑东
渐，同时这一课题更突出动态过程的研究和逻辑文化功能的探究，如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
、中国现代逻辑文化的论争、逻辑与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化学人的逻辑文化观念等
。所以这一课题是我的博士论文《逻辑学东渐命运研究》的深化与拓宽。该课题于2008年11月通过专
家鉴定，评定为良好。研究逻辑思潮，似乎又忽略了对逻辑学科内部的分析。我以为，这种问题实质
上属于“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范畴，便以“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为题申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
目，获批为一等资助和特别资助。研究内容新增了中国现代时期逻辑学家的逻辑研究和逻辑观念，包
括对中国现代时期逻辑研究的分析、对形式逻辑语境下墨家辩学研究和汉传因明研究的分析、对逻辑
学家逻辑观念的分析。所以，本书也是“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课题的成果。由于中国现代时期社会
文化的特殊性，即便是逻辑学界对逻辑的理解也带有文化思潮的意义，例如，试验逻辑受西方实用主
义思潮影响，辩证逻辑受唯物辩证法影响，等等，因此本书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
》，更强调逻辑建设、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建设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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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

内容概要

《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主要运用“文化学的方法”、比较方法、“时段理论”等方法，
以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为研究对象，探讨西方逻辑东渐与中国文化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
上，《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分析了产生中国现代文化逻辑思潮的思维基础，提出中西融
通式思维的形成是逻辑在中国未来发展的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现代学者的比较研究，《中国现代文化
视野中的逻辑思潮》认为，西方逻辑、中国逻辑、印度因明是家族类似的不同逻辑类型。
《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可供逻辑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及相关专业的研究人
员和大学师生参阅，也可供对逻辑学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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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下的逻辑东渐鸦片战争带来的深重民族危机，极大地激发了仁人志士向西方
探索救国真理的要求。同时中国闭关锁国状态的冲破，使西方近代文化有了进入中国的可能。这种需
要与可能正是包括逻辑在内的西学对中国的输入的社会背景。逻辑的输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自1631
年李之藻译出《名理探》，国人始知有“络日伽”（1ogic），但产生的影响并不大；1896年英国人艾
约瑟译出《辨学启蒙》，人们才较系统地知道了西方逻辑；自严复译出《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
后，逻辑方在中国产生影响，尔后方为众多国人所重视和宣扬。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化的嬗变中国现代
文化（1919～1949）的嬗变与中国近代文化（1840～1919）的演变都是基于一个重要目的，挽救民族危
亡，即文化救国。同时西方文化的传人，形成中西文化的交汇，如何选择西方文化、选择西方的什么
文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新文化，进而达到文化救国的目的，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转变的
主题。文化的变革是通过学人的观念来展现的，不同的文化观念又形成不同的文化思潮，这些不同文
化思潮的汇集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多元文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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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事中国现代时期逻辑与文化研究时，我现在还时时忆起在南开大学我的导师崔清田教授讨论问题的
场景。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崔清田教授双目均做过手术，现在身患癌症，但仍不放弃逻辑与文化的研
究和对我们学生的期待。在2005年金岳霖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张清宇教
授还不认识我，让人找到我并告知：近几年中国逻辑史研究项目几乎没有，加上你的项目论证不错才
获批，希望你做好此项目。这种鼓励和鞭策是完成此课题的压力和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孙
中原教授不仅就中国逻辑史研究给予我指导，还在杭州因明学术会议上推荐我做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
的博士后研究工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好的条件，增加了我接受新思想的机会。中山大学鞠实儿教授
的学术眼光、学术开拓精神、学术热忱和对我的严格要求为本书注入新鲜血液，也为我今后的研究确
立了方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逻辑与认知研究所还为本书出版提供基金
资助。我衷心地感谢他们！同时感谢我的父母在艰难的生活中没有中断我的学习，感谢我的岳父、岳
母帮我把孩儿从出生一直抚养到今天，感谢所有教育、关心、帮助我的老师、领导和朋友，感谢科学
出版社郭勇斌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劳，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珍藏馆的老师们！敬请专家、学者对
本书的不足提出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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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

编辑推荐

《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逻辑思潮》认为，逻辑成为中国现代文化视野中的思潮，表现在：其一，逻
辑东渐是中国现代社会文化变革需要的产物；其二，逻辑是中国现代文化论争的焦点；其三，逻辑被
视为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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