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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 在 前 面    

本 书 是为 中 学 生 以 及其 他初 学 逻辑 的 人们 编 写 的 一 本讲 形

式逻辑 的读 物 。    

逻辑 学是一 门 思 维科 学。 学 习 形 式逻辑 可 以 培 养和 提 高 人

们 的 思 维 能 力 , 有 助 于 人们 严 密 地 思 考 问 题 , 准 确 地 表达思 想 。

作为 国 家未来 的建设者 和 劳 动 战 线 的 后备 军—— 中 学 生 除 了

需 要 学 习 和 掌 握 自 然 科学和 社会 科 学 的 基础 知 识 以 外 , 还 需 要

学 习 和 掌 握思 维 科 学 的 基础 知 识 , 提 高 阅 读 、 写 作和 思 考 的 能

力 。    

1 9 5 5 年 1 0 月 , 毛泽 东 同 志 在 给一 次 重要 会 议作 了 结 论 之

后 , 顺 便给党 的 高 级 干 部讲 了 写 文 章 的 问 题 。 毛 泽 东 同 志 指

出 :  “ 写 文 章要 讲逻辑 。 就是 要 注 意 整 篇 文 章 、 整 篇 说 话 的 结

构 , 开 头 、 中 间 、 尾 巴 要 有一 种 关系 , 要 有 一 种 内 部 的 联 系 ,

不 要 互相 冲 突 。 还要 讲文 法 。 许 多 同 志 省 略 了 不 应 当 省掉 的 主

词 、 宾词 , 或 者把 副 词 当 动 词 用 , 甚 至 于 省掉动 词 , 这 些 都是

不合 文 法 的 。 还要 注意 修 辞 , 怎 样写 得 生 动一 点 。 总 之 , 一 个

合逻辑 , 一个合文 法 , 一 个 较好 的 修辞 , 这三 点 请 你 们 在写 文

章 的 时 候注意 。 ” 每篇 文 章 都有 通 不 通 的 问 题 , 不 通 的 情 况有

三 : 其 一 , 文理 不 通 , 就 是 不合 逻辑 , 其 二 , 文 法不 通 , 就是

不 合 文 法 , 其 三 , 文辞不 通 , 就是不 讲究 修 辞 , 缺乏 文采 。 中



学 语 文 教 学 的重 要 目 的 之一 , 应 该 是 帮 助 中 学 生 变 这 三 个 “ 不

通 ” 为 “ 通 ” 。 从 近 年使 用 的 中 学语 文 教材 看 , 语 法教 学 的 分

量 比 较大 , 而 逻辑和 修辞教 学 的分量 则 嫌 单 薄 一 些 , 而 且 比 较

分 散 , 难 以 达 到 帮 助 中 学 生 比较 系 统地 掌 握 逻辑 和 修辞 基本知

识 的 目 的 。 在 目 前 情 况 下 , 在 中 学语 文 课 中 增 加逻 辑 知 识 的 内

容 是不 大 可 能 的 ,  比 较 切 实 可 行 的 办 法是让 中 学 生 通过 自 学来

掌 握一 些 逻辑 、 修辞 的 知 识 和 技 能 。    

本 书 是 我 们 在大 中 学 逻 辑教 学 中 收 集 的 材料 的基 础上 加 工

整 理 而 成 , 贡 献给广 大 的 中 学 生 以 及其 他 初 学逻辑 的 同 志 , 作

为 学 习 形 式逻辑 的 入 门 读 物 。 在 成 书 之 前 , 部分 内 容 曾 在 山 东

省 《 中 学 时 代 》 杂 志 的 “逻 辑趣谈 ” 专 栏 上连 载过 。 写 这本 书

的指 导 思 想 有 两 条 : 一 是理论和 实 际 相 联 系 , 二 是抽 象和 具体

相 结 合 。 具 体说来 , 我 们 在 写 作 过 程 中 力 求体 现 出 以 下 “ 三

性 ” :    

第 一 , 知 识 性 。    

理 论联 系 实 际 , 首先 要 有理 论 , 绝 不是 不要 理 论 。 如果 没

有 理论 , 那 用 什 么 去 联 系 实 际 ? 哪 能 谈得 上 理论 联 系 实 际 ?

“ 四 人帮 ” 否 定课堂 教学 , 否 定 系 统 学 习 理 论 的 必 要 性 , 鼓 吹

“ 以 干 代学 ” , 那 是对理 论联 系 实 际 原 则 的 歪 曲 和支 解 。 中 学 生

学 习 逻辑 , 需 要 掌 握 比较 系 统 的 逻 辑 知识 , 懂 得 各 种逻辑 规 则

和 规律 , 做 到 不 但 能 “知 其 然 ” , 而 且 能 “知其 所 以 然 ” 。 打

个 浅 显 的 比 方 :  逻 辑 知 识 和理 论 , 好 比 一根 根 绳子 , 逻 辑 故事

和 实例 , 好 比一 粒粒 珠 子 ;  用 一根 根绳 子 把 一 粒粒 珠 子贯 穿 起

来 , 就 成 为 一 串 串 玲珑剔 透 的 珍 珠 项 链 , 成 为 一 件光 彩夺 目 的

珍贵 首 饰 。 缺乏 系 统 的逻 辑 知 识 , 不 懂 得 逻 辑 的规 则 和 规 律 ,

那 只 能 举一 知 一 , 而 不 能 举一 反 三 , 闻 一 知 十 , 触 类 旁 通 ,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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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自 如 。 因 此 , 本 书 要 比较 系 统 地 给 中 学 生 介绍 逻 辑 的 基本 知

识 。 在介 绍 各种 思 维形 式 时 ,  按照 概念 、 判 断 、 推理 、 论证 的

顺 序 ,  由 浅 入 深 ,  由 简 单 到 复 杂 ,  最 后 以 统 率各种 逻 辑 规则 的

逻辑 规律 作 结 。    

第二 , 实 用 性 。    

有 了 理 论 , 还 要 把 理论和 实 际联 系 起 来 , 运用 理论知 识 解

决实 际 问 题 ,  否 则 也 就谈不 上 理论联 系 实 际 了 。    

逻辑 理论 应 该 联 系 哪 些 实 际 呢 ? 对 中 学 生 来 说,  最 主 要 的

是联 系 语 言 的 实 际 。 有 的人学 了 逻 辑 知识 以 后 ,  感 到 在实 际 生

活 中 对 不上号 , 不会 在实 际 语 言 中 把 概 念 、 判 断 、 推理 这 些 思

维 形 式辨 认 出 来 , 原 因之 一就 是他 们 弄不 清 楚 思 维和 语 言 的关

系 。 思 维和 语 言 有 统一 性 ,  又 有 差 别 性 。 例 如 , 逻辑形 式 要 求

规 范 化 , 单 一 化 , 而 语 言形 式则 是 多 样化 的 。 因 此 , 相 同 的 逻

辑形 式 往往 表现 于 丰 富 多 彩 、 千 变万 化 的 语 言 形 式 之 中 。 只 要

人们 懂 得 了 概 念与 语 词 、 判 断与 语 句 、 推理 与 句 群 的 统一 性和

差 别 性 , 就 能 在复 杂 多 样 的语 言 形 式之 中 , 找 出 它们 所 表达 的

概 念 、 判 断 、 推理 等 思 维形 式 。    

本书 作者 长期从 事大 学 的 逻辑 和写 作 的 教学 工 作以 及 中 学

的语 文 教学 工 作 , 积 累 了 一 些 中 学 生 在说话和 作 文 中 的 逻辑 实

例 , 包 括运用 得 正确 的和 运 用 得 不 正确 的 。 在写 作 本 书 过 程

中 , 我们有选择地 、 有 针 对性地 引 用 了 这些材 料 , 特 别 是不 合

逻辑 的材 料 , 这对 提高 中 学 生逻辑 思 维 能 力 和 表达 思 想 的 能

力 , 对减 少 中 学 生在 说话 、 写 文章 中 的 逻辑错 误 , 可 能 有 些 帮

助 ,  “他 山 之 石 , 可 以 攻错 ” 嘛 !  

第三 , 趣味 性 。  

有 的 人 觉得 形 式逻 辑 内 容抽 象 , 神 秘难 懂 , 枯 燥干 巴 , 味



同 嚼蜡 ,  既 难弄 懂 , 又 用 不上 , 其原 因 可 能 就在 于 理论 脱 离 了

实 际 , 又 缺乏 形象 生 动 、 趣 味盎 然 的 实 际 思 维 材 料 。 有 鉴 于

此 , 本 书 除 了 系 统地讲 一 点 逻辑 知 识 以 外 , 重要 采取对 具体故

事进 行逻辑分析 的 方法 , 寓 抽 象 的 道理于 形 象 的故事 之 中 。 通

过对 逻辑故事 的 分析 , 能 够说 明 逻辑 知 识 并不 像有 的 人所说 的

那 样枯 燥 乏味 、 空 疏无 用 。 许 多 广泛 流传 的 民 间 故事 和 历 史 故

事 , 幽 默趣谈和 连珠 妙语 ,  既 是 形象 化 的文 艺 作 品 , 又 是宝 贵

的 思 维材料 ,  可 以 启 发 青少 年 的智 慧 , 开发 中 学 生 的 智 力 。 把

书 写 得 通 俗易 懂 、 生 动 活泼 一 些 , 写 得有趣味一 些 ,  目 的 在于

引 人入 胜 , 避免 引 人 入 睡 , 不 至使 人望 而 生 厌 ,  因为 如果 人们

连 看都不 愿 意看 , 那 么 你 说 的 道理 再 多 、 再 好也起不 了 什 么 作

用 , 这样 的 书 就不会有 多 大 的 社 会效益 。    

至 于本 书 是否 能 达 到 知 识性 、 实 用 性 和趣味 性 的要 求 , 那

就要 由 读 者来 评判 了 。        

吴 家麟    

汤翠芳    

1 9 9 0 年 5 月 于 宁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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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小 儿辩日远近 ·少孺子巧谏息兵    

—— 学 习 逻辑 的意 义    

在 《 列子 · 汤 问 》 篇里 ,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    

孔子 东 游 , 见 两 小儿 辩 斗 。 问 其 故 。    

一儿 曰 :  “ 我 以 日 始 出 时去 人近 , 而 日 中 时 远 也 。 ”    

一儿 以 日 初远 , 而 日 中 时近 也 。    

一儿 曰 :  “ 日 初 出 大如 车盖 , 及 日 中 则 如 盘 盂 , 此不    

为 远 者小 而 近者 大 乎 ? ”    

一儿 曰 :  “ 日 初 出 沧沧 凉 凉 , 及其 日 中 如 探场 , 此 不    

为 近 者热 而 远者 凉 乎 ? ”    

孔子 不 能 决 也 。    

两 小儿 笑 曰 :  “ 孰 为 汝 多 知乎 ? ”    

作者写这个故事的 目 的是要证明孔子并非 “ 多智 ” 。 孔子

是否 “ 多智 ” , 不属 于逻辑问题 , 在此姑且不谈 。 这里要谈的

是两小儿 “辩斗 ” 中存在的逻辑问题 。    

一个小孩子的论题是 “ 日始出 时 去人近 , 而 日 中时远” ,

他 的论据是 “ 日初出 大如车盖 , 及 日 中则 如盘盂 ” 。 这个论据

能站得住脚吗 ? 不能 。 因 为 太阳刚 刚从地平线 升 起 , 和 它 相

映衬的是错落的房屋 , 参差的树木 , 所以 太 阳在人们感觉 中显



得特别大 , 而 到了 正午 , 太 阳 升到 高 空 , 和 它相 映衬的是无边

无际的蓝天 , 所以人们 觉得它变小了 。 这是人们 的错觉所引 起

的 。 太 阳不论初出 , 还是正午 , 大小是一样的 。 这个论据与客

观事实不相符合 , 因 而是虚假的 。 用虚假的论据来证明论题的

真实性 , 这在逻辑上就犯了 “ 推不出 ” 的错误 。    

另一个小孩子的论题是 “ 日 初远 , 而 日 中时近” 。 他的论

据是 “ 日 初出 沧沧凉凉 , 及其 日 中如 探汤” 。 这个论据也不能

成立 。 早晨阳光斜照 , 照射的面 积大 , 透过大气层 , 阳光的热

量又被大气层吸收了一部分 , 经过漫漫黑夜 , 地球的表面 已经

冷 冰冰 , 刚照 射不可能一下子就热乎起来 , 这里有个热时效 的

问题 , 因 此 “ 日 初出 沧沧凉 凉” 。 到 了正午 , 阳光直射 , 照 射

面积较集 中 , 大气层的热吸收小 了 一些 , 被晒 了 一个上午的地

球表面热腾了 , 因此 “ 日 中 如探汤” 。 用 “ 日 初出沧沧凉 凉”

和 “ 日 中 如探汤” 做论据同 样推不出 论题 。    

在 《 说苑 · 正谏 》 中 , 记载 了又一个故事 :    

吴 王欲 伐荆 , 告其左 右 日 :  “ 敢有谏者 死 ! ” 舍 人有    

少孺 子 者 , 欲谏不 敢 , 则 怀 操 弹游 于 后 园 , 露 沾 其衣 , 如    

是者 三 旦 。 吴王 日 :  “ 子来 , 何苦 沾 衣 如 此 ? ” 对 曰 :    

“ 园 中 有树 , 其 上 有蝉 。 蝉 高 居 悲 鸣 , 饮露 , 不 知螳螂 在    

后 , 螳螂 委 身 曲 附 欲取蝉 , 而 不知 黄雀 在其 旁也 ; 黄雀 延    

颈 欲 啄螳 螂 , 而 不 知 弹在其 下 也 。 此 三者 皆 务 欲 得 其 前    

利 , 而 不 顾其 后之有 患 也 。 ” 吴王 日 :  “ 善 哉 ! ” 乃 罢其    

兵 。    

吴王 想去攻打楚 国 , 左右大臣都劝说他不要去攻打楚 国 。 吴

王 主 意已定 , 不愿听取不 同意见 , 就蛮横地下 了一道严厉的命

令 :  “有谁敢再来劝说 , 我 就 处死 谁 。 ” 宫 中有个少年 , 想



去劝说但又 不敢 。 于是 , 他就怀揣弹 弓 和弹丸 , 一 连 三 个 早

晨 , 在后 园转来转去 , 衣服都被露水打湿了 。 吴王看见了感到

很奇怪 , 就把这少年叫 过来 , 问道 :  “你为什么 自讨苦吃 , 让

衣 服 湿 到 这 个 地 步 呢 ? ” 这个少年见劝说的机会已到 , 就

对 吴 王 说 : “ 园 中有树 , 树上有蝉 , 蝉在高处 叫着 , 饮着露

水 , 不知道螳螂就在它的后面正弯 曲着身子准备捕它 呢 , 螳螂

一心一意地准备捕蝉 , 却不知旁边的黄雀正等着吃它 , 黄雀伸

长了脖子正想吃螳螂 , 却不知 道我 弓 上的 弹丸正对准了它呢 !

蝉 、 螳螂 、 黄雀 , 它们 都只 知 眼前的利 益 , 而不顾各 自 后面存

在的危险 哪 ! ” 吴王耐心听完以 后说 :  “讲得好 ! ” 于是 , 改

变了 出 兵攻打楚国 的主意 。    

这个少年恰当地运用 了类 比论证的方法 , 由此及彼 , 由浅

入深地提醒吴王 : 不要只 图眼前 利益 , 而不顾后患 。 少年的这

一番话讲得很形象生动 , 也很有道理 , 既合乎逻辑 , 又 富于启

发性 , 终于说服了吴王 。    

“螳螂捕蝉 , 黄雀在后” 这个成语就出 自这个故事 。 人们

往往用这个成语比喻 目光短浅 , 一心图谋 侵害 别人 , 却不知有

人也正 在算计他 。

什 么 是

逻    辑    

在上述两则故事 的分 析中 , 我们都用 了逻

辑一词 。 什么 是逻辑呢 ?    

逻辑是一个外来词语 , 它是从英 文 l o g i c 一

词音译过来的 , 而英文 l o g i c 又源于希腊文 κτγοs ( 逻各斯 ) ,

原意 指思想 、 言辞 、 理性 、 规律性等 。    

在现代 汉语里 , 逻辑是个多 义词 。 也就是说 , 它在不同 的

场合里 , 可以 有不 同 的意思 。    

1 9 4 1 年 , 毛泽东 同 志 在延安作整 风报告时 , 批评 了 理论脱



离实际 的现象 。 他指出 :    

在 学校 的 教育 中 , 在在 职 干 部 的 教 育 中 , 教 哲 学 的不 引    

导学 生 研 究 中 国 革命 的 逻辑 , 教 经 济学 的 不 引 导学 生 研 究    

中 国 经 济 的 特 点 , 教政 治 学的 不 引 导 学 生 研 究 中 国 革命 的    

策 略 ,  … …其 结 果 , 谬种 流传 , 误人不 浅 。 ①    

“ 研究 中 国革命的逻辑” , 就是研究 中国 革命发展 、 变化

的规律 。 这里所说的 “逻辑” , 指客观 事 物 发 展 、 变化的规

律 , 即事物发展的 辩证法 。    

1 9 4 5 年 , 毛泽东同志在 《 论联合政府 》 中 , 批驳国 民党政

府对共产党的诬蔑时 , 指出 :    

真凭 实 据地 破坏 了 中 国 人 民 的抗 战和 危 害 了 中 国 人 民    

的 国 家 的 , 难道 不正 是 国 民 党 政府 吗 ? 这 个政 府 一 心一 意    

地 打 了 整 十 年的 内 战 ,  将刀 锋 向 着 同 胞 , 置 一 切 国 防 事 业    

于不 顾 , 又 用 不 抵抗政策 送掉 了 东 北 四 省 。  日 本侵 略 者打    

进 关 内 来 了 , 仓皇 应 战 , 从芦 沟 桥 退 到 了 贵 州 省 。 但是 国    

民 党 人 却 说 :  “ 共产 党 破坏抗 战 , 危 害 国 家 。 ” … … 唯    

一 的 证据 , 就是共产 党 联合 了 各界人 民 创 造 了 英 勇 抗 日 的    

中 国 解放 区 。 这 些 国 民 党 人 的逻辑 , 和 中 国 人 民 的 逻辑 是    

这样 的不 相 同 , 无 怪乎很 多 问 题 都讲不 通 了 。 ②    

这段话中 的两个 “ 逻辑” 都是指某种理论 、 观点 或说法 。

书报上常见 “强盗的逻辑” 、  “帝国主义的逻辑” 、  “霸权主

义的逻辑” 等语词 , 这些语词 中的 “ 逻辑 ” , 都是指某种理论 、

① 《 毛泽 东选集 》 第三卷第 7 9 8 页 , 1 9 9 1 年版 。

② 《 毛泽 东选集 》 第三卷第 1 0 49 页 , 1 9 9 1 年 版 。



观点 或说法 。    

斯大林在回 忆他聆听列 宁两篇演说的感受时 , 指出 :    

这是 两 个使 人兴奋 的 、 使 代表会议全场 欢欣鼓 舞 的 演    

说 。 非凡 的 说服 力 , 简 单 明 了 的 论据 , 简 短通俗的 词 句 ,    

没有矫 揉造 作 , 没有 专为 加 深听 众 印 象 的 令人头 昏 的 手 势    

和 力 求 效果 的词 句 , —— 这一切 都使 列 宁 的 演说之胜于通    

常 “ 议会 ” 演说 家 的 演说 。    

可 是 当 时 使 我佩服 的还不是 列 宁 演说 的 这一 方 面 。 当    

时使 我佩服 的是 列 宁 演说 中 那种 不 可 战 胜 的逻辑 力 量 , 这    

种逻 辑 力 量虽 然有 些 枯燥 , 但是紧 紧地 抓住听众 , 一步 进    

一 步 地 感 动 听 众 , 然后 把 听 众俘虏 得一 个不 剩 。 我 记得 当    

时 有 很 多 代表 说 :  “ 列 宁 演说 中 的逻辑好 像万 能 的 触角 ,    

用 钳子 从各 方面 把你 钳 住 , 使你 无法 脱身 : 你 不是投 降 ,    

就是完 全失 败 。 ” ①    

这段话里用 了三个 “逻辑” , 这三个 “逻辑” 都是指说话

和写文章有严密 的论证性和很强 的说服力 。 一个演说或者 一篇

文章 , 如果逻辑性很强 , 那就会产生 出 巨大的逻辑力量 , 就会

征服听众或读者 。    

1 9 5 8 年 , 毛泽东 同 志 号 召 广 大 干 部 要 学 点 逻辑 ; 在

1 9 6 4 年春节谈话 中 , 毛泽东同志又提 出 :  中 学生要 学 一 点 逻

辑 。    

这里所说的 “逻辑” , 是指一门研究思维形式结构及其基

本规律的科学---- 形式逻辑学 。  “要学点逻辑 ” , 就是指要学

① 《 斯大林全集 》 第 6 卷第 5 0 页。



点形式逻辑的知识 。    

研究思维形式及其基本规律的科学 , 除了 形式逻辑之外 ,

还有辩证逻辑 。 形式逻辑着重研究的是思维形式的结构 , 辩证

逻辑着重研究思维形式的发展规律 。 辩证 逻 辑 就 是思维辩证

法 , 它是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由于这两门 逻辑科

学有时 都叫 “ 逻辑” 或 “逻辑学 ” , 因此我们 要弄清楚这两 门

逻辑科学的 区别 , 不要把这两 门 不同的学科混同起来 。    

列 宁主张在学校里 只讲形式逻辑 。 本书所涉及的只 是形式

逻辑的 基本知识 。

学习 逻辑
有什 么 用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及其基本规律的

科学 。 学习 并掌 握这 门科学知 识 , 大有好处 。    

第一 , 学习 形式逻辑 , 有助于 提高 表达能

力 , 使我们说话 、 写文章有条理 。    

人们正确思想的形成过程离不开形式逻辑 , 把 自 己的思想

传达给别 人 , 更离不开形式逻辑 。 因为表达思想要靠语言 , 靠

说话和写文 章 。 话是说给别人听 的 , 文章是写 给别人看的 , 所

以光 自 己懂还不 行 , 还要使人家懂 。 要把 思想传达给别人 ,  自

己先要有明确 的概念和恰当 的判断 , 然后还要合乎逻辑地表达

出 来 。 如果表达不合逻辑 , 别人就听不懂 , 看不 明白 , 有时 还

会闹出 笑话来 。    

传说 , 原 国 民党 山 东省主席 韩复榘在济南某校校庆时 曾 到

校讲话 。 下面是他颇不失为 “谦虚” 的 开场白 :    

“ 你 们 都是文 化 人 , 是 大 学 生 、 中 学 生 、 留 洋 生 , 都懂    

得七 八 国 的 英文 。 兄 弟 我 是大 老 粗 ,  连 中 国 的 英文 也 不    

懂 。 你们 是从 笔 筒 里 钻 出 来 的 ,  兄 弟 我是从 炮 筒 里 爬 出 来    

的 ,  所 以 我 不 配 到 这 里来 讲 话 。 既 然你 们 一 定 要 请 我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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