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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而系统地探讨了作为肯定矛盾普遍性存在的辩证法理论的基础逻辑——弗协调逻辑的基本理
论特征、思想渊源和发展方向，认为弗协调逻辑是哲学辩证法等一切不协调理论共同的基础逻辑。
在研究弗协调一般逻辑系统Cn和Cn*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弗协调认知逻辑系统CnT（m）
，对于悖论的分类和悖论解决方案提出了新见解，在弗协调逻辑的计算机人工智能、法律和人类思维
方式变革等的应用方面作出了新探索，对于弗协调逻辑在我们今天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中的基
础性作用作出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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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硕士学位。
200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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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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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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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弗协调逻辑与辩证逻辑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能形式化是个事实，但当今许多作者仍然用“辩
证逻辑”这个术语去命名那些有意图地形式化黑格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辩证言论的逻辑。
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辩证逻辑”这个概念的。
我们不定义这个概念，只是提出使这个概念更清晰的一些观点。
卢特列和梅尔在《辩证逻辑、经典逻辑。
和世界的协调性》一文中，给出了一个关于命题逻辑是辩证的必要条件，即必须在分离规则、简单不
协调性（对于某个A，包含A和A作为命题）和并非不足道性（并非每个公式都是定理）下封闭。
马可尼在《辩证法的形式化》一文中说：“⋯⋯也许任何用逻辑的术语来考虑黑格尔言论的意图，都
将有一个关于不协调形式系统理论的必要部分。
”沃尔夫和科斯塔在《辩证逻辑研究Ⅰ》一文中认为，辩证逻辑和弗协调逻辑是交叉的，但不完全相
同，同时我们认为他们都是正确的。
第一节 弗协调逻辑为哲学辩证法提供基础逻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矛盾律一直是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
的原则。
在经典逻辑中，协调性即不矛盾性是一个逻辑系统的根本元定理。
在经典逻辑中，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A和非A不能都真，其中必有一个是假的；也不能都是假的，其中
必有一个是真的。
A和非A必有一真，必有一假；不能同时都是真的，也不能同时都是假的。
遵守矛盾律的结果使人们形成了“非此即彼”的精确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式对于保证思维的确定性和明确性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如果将它固定化、片面化，在现实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就会出现许多问题。
恩格斯曾经举例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
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
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
界限，结果总是徒劳。
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
很长的过程。
”恩格斯说的实际上是关于模糊性的问题。
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客观事物本来就没有绝对分明和固定不变的界限。
我们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着不精确的含糊性概念。
例如，当我们说，“某某还是个年轻人”，这里的“年轻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究竟多大岁
数到多大岁数算是年轻人，人们通常只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并没有确定的界限。
当我们说，“某某开的是一辆红色轿车”，这里的“红色轿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某某开的
到底是一辆深红色的轿车，还是一辆浅红色的轿车，不确定。
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人们关于“秃”还是“不秃”的含糊性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辩证法的逻辑基础>>

编辑推荐

《辩证法的逻辑基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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