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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非形式逻辑导论》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本世纪蓬勃发展的一种新逻辑一非形式逻辑
（informallogic）作了一个全面的概览。
细致探寻了非形式逻辑的起源，辨析了其概念含义，评介了这种新逻辑的先驱理论，探讨了该学术领
域的核心问题，如论证结构、论证类型、论证评估标准、评估方法、论证形式和谬误等，描绘了该学
术领域的当下状态，包括它在中国大陆的发展现状，并对非形式逻辑的未来作了展望。
作者特别将非形式逻辑置于逻辑实践转向的潮流中进行考察，更凸显了这种新逻辑的实践性和实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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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武宏志，男，1957年11月生，陕西榆林人，中共党员，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哲学学
科带头人。
曾任延安大学科研处处长、教务处处长等职，现任延安大学政法学院教授，中国逻辑学会形式逻辑专
业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主要著作有：《谬误：思维的陷阱》、《
谬误论》、《谬误研究》、《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等。
在中国大陆率先开展对谬误和非形式逻辑的系统研究，开创了大学逻辑教学改革（批判性思维和论证
逻辑方向）的第三条道路，被公认为非形式逻辑、谬误和批判性思维研究的重要学者，学术研究水平
和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其主编的教科书《批判性思维－以论证逻辑为工具》列为2005年中国逻辑学发展的八大成果之一。
荣获的称号和奖励主要有：延安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延安大学首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二届优秀科
研成果一等奖、三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延安大学教学质量优秀奖、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陕西省
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两次），陕西省第五次（1993－1996年）哲学社会科学优
秀成果三等奖，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18家出版社第12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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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先的非形式逻辑学家认为有三个理由表明有效性要件是成问题的。
首先是可能性的推理的存在。
归纳推理的存在是对有效性要件的一个隐含的挑战。
其实亚里士多德《论题篇》就认识到这种推理，自19世纪以来，归纳推理得到系统研究。
不用惊奇，自然科学的发展肯定认识到并非所有推理必定适合有效性的理念。
归纳推论从弱到强，不存在非全即无。
不过，这个隐含的挑战事实上产生了另一个隐含的挑战：如果承认演绎和归纳是两种推理，那么如何
分类道德推理？
这就是首先由韦尔曼提出的挑战。
其次是有效性的适应性问题。
这涉及到从日常语言翻译到符号语言的问题；日常语言包括大量混乱的材料，在转换成符号形式之前
必须决定哪些属于论证，哪些不属于；省略前提的问题等。
第三是有效性和无效性判断之间的不对称。
一个论证A有形式F，它是无效的形式，能得出A是无效的吗？
不能。
因为存在另一个有效形式F，A也表征它。
戈维尔也曾批评形式演绎逻辑强调评估标准的严格性和客观性而丧失了对现实论证的适用性。
演绎有效性标准为简单性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所有无效论证是同等有缺陷的，或者某些无效论证通过
重构的途径被救赎。
演绎论是考察自然论证现象的哈哈镜。
对于重构的演绎主义（RD），推理中的所有错误都转化为出现于前提的错误，而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
推论错误。
如果通过演绎论者的眼镜看人们的论证，所有论证看来都是完全的、不完全的或失败的演绎。
而发现不能被归约为演绎的新类型论证，如威兹德姆的依据案例的论证和韦尔曼的引导论证，也表明
演绎论的单价论作为一种论证理论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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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非形式逻辑对中国学界是一个新的领域，人们对它有很多不解和误解。
我们期望本书能勾勒出非形式逻辑的概貌，使人们对其问题域和观察论证这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新视角
有一个全面和准确的理解，并能引起年轻学人对它的兴趣。
虽然国际学术界研究非形式逻辑问题的文献汗牛充栋，但迄今尚无一本全面介绍这一研究领域的概览
性著作。
我们不揣冒昧，耗费三年多的时光，试图弥补这一缺憾。
本书写作计划有幸系列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专项科研计划项目（2008），对我们开展写作的物
质条件有所改善。
但我们自知，终因才智所限，条件所困，使拙作难免错讹或瑕疵，只能期待学界同仁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由武宏志拟定大纲和写作计划，负责撰写绪论、第一、二、三、五、六、八、十、十二、十四、
十五、十六章，并负责全书的统稿。
周建武负责撰写第九、十一、十三章，并参与本课题研究，书稿的审校以及协调出版等相关事宜。
唐坚负责撰写第七、十七章，并参与本书有关研究资料的收集工作。
另外，马永侠教授和杨宁芳博士也参与撰写了本书的部分章节（已在相关章节标明），这里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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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非形式逻辑导论》作为对论证的系统理论的介绍，以期担当下述重任。
非形式逻辑是逻辑学科第二次重大转向实践转向中涌现出来的逻辑新分支。
经过30余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在诸多领域有广泛应用价值的逻辑理论。
这种逻辑的出发点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从事理性论证所运用的多种论证类型、复杂论证结构和合理性
评估标准。
非形式逻辑是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和精神气质（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的有效工具，任何一个生存于
现代社会的公民，都应该也能够从非形式逻辑的学习、研究和应用过程中改善自己的思考和决策技能
，在应对相信什么和做什么的严峻挑战的过程中，渡过难关并提升精神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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