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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为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或通选课所编著的导论型的逻辑教科书。
由十一章和两个附录组成，依次是：绪论、概念（词项）、简单命题及其推理（两章）、复合命题及
其推理（两章）、模态命题及其推理（含真值模态与规范模态）、基本规律、归纳推理（含传统归纳
与现代归纳）、类比推理与假说、论证（含谬误）。
全书贯彻“以概念（词项）为基础，以命题为关键，以推理为中心”的思路，内容涵盖传统逻辑的主
要内容（精华部分）和部分现代逻辑基础知识与方法。
既确保落实了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制定的逻辑课程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 所界定的教学内容、
目标、要求，又体现了逻辑课程逐步趋向于现代逻辑的教改趋势。
　　本书读者对象为高等院校文科各专业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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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概念：概念是思维的三大基本形式之一，是思维的细胞与思维的起点，是构建简单命题、从
而构建推理与论证的基本要素，人们必须具有关于某事物的概念，才能作出关于某事物的判断（命题
）、推理与论证，因而它是逻辑研究的起点。
概念明确也是正确思维的基本要求，只有当人们头脑中的概念清晰、明确，以之为基础而展开的思维
活动才有可能是正确的。
因此，为更好地研究与把握命题，有必要对有关概念的理论先行予以介绍与研讨。
第一节 概念的概述：一、概念的含义及其与语词、词项关系：1．概念的含义：概念是反映思维对象
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所谓概念所反映的思维对象，是指一切能被思考的客体。
它既可以是自然界的事物，如山川河流、日月时空等；也可以是社会现象，如父母妻儿、商品货币等
；还可以是思维活动本身，如感觉意识、情感意志等。
有些客观上不存在的事物，如玉帝、阎王、永动机等，也可成为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因为它们同样能
被人们思考及反映。
所谓思维对象的属性，是指任何思维对象所必然具有的性质和关系的统称。
凡思维对象无不具有各自的性质，如颜色、形状、功用等；凡思维对象之间又无不存在着某些关系，
如大小轻重，吸引排斥等。
事物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统称为事物的属性。
也就是说，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属性，事物与属性不可分离。
事物由于属性的同异而形成各种不同的类，人们正是根据事物所具有的属性来认识、反映并区别大千
世界的千差万别的各类事物的。
所谓思维对象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是指各类思维对象所具有的诸多属性中既可分为特有属性与非特
有属性，又可分为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
所谓特有属性是指只为该类事物所独有而其他事物不具有的属性。
例如，“无毛两足动物”就是“人”所独有的特有属性（据说193种猿与猴类动物中，只有“人”无毛
）；“生自己的女性”就是“母亲”所独有的特有属性等。
这类反映事物特有属性的概念，一般为日常习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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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学导论》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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