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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诸子百家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对中华民族有深远悠久的影响，受世界关注。
中国逻辑是诸子百家争鸣辩论思维方式的总结，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在当今社会仍有积
极现实意义，与西方和印度逻辑相贯通，是世界逻辑史的重要成果。
    本书宗旨，是探讨中国逻辑的历史贡献、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推进古今中外逻辑融合。
一至十三章，总论中国逻辑对象、方法和内容，中外相关研究历史和现状，中外逻辑比较。
十四至三十三章，分论古今中国逻辑相关研究成果。
附录《墨经》分类注译和作者论著索引，方便读者了解中国逻辑元典和作者研究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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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中原（1938—)，河南郑州人，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1961年中共中央高级党校逻辑
研究生班毕业，1961-1964年师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逻辑室汪奠基、沈有鼎，专攻诸子百家文献和
中国逻辑史。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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