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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坚持大逻辑观点，论述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有关数理逻辑的问题，
对于传统逻辑、辩证逻辑、归纳逻辑的有关问题也加以论述；对于西方学者的逻辑哲学观点，不是人
云亦云，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给予评析，肯定其正确的方面，批判其谬误的方面，其中特
别是对西方学者的“意义理论”和波普尔关于假说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评析，这在我国的
逻辑哲学著作中是独有的；勇于创新：在本书的每一个专题中都有自己的创新见解，特别是悖论一章
，我们运用辩证逻辑的观点，通过对悖论的传统定义、公式的批评，对悖论的辩证逻辑定义、公式的
提出，对一系列悖论的消解，以及“悖论创新法”的提出等等形成了一个有关悖论问题的全新系统，
把悖论这个2000年来使逻辑界、哲学界、数学界众多学者懊恼的问题，变成了促进科学创新的科学方
法，这是有重大科学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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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佩，1929年生，河南省巩义市人，1950年毕业丁河南大学，留校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大学河南省高等学校人文重点学科开放研究中心马克司主义哲学
研究所教授。
     
    马佩是我国逻辑界有影响的学者之一。
历任中国逻辑学会理事，逻辑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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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纳推理问题  一、传统的“归纳问题”  二、早期归纳主义者解决归纳问题的先天式解决方案  三、
现代逻辑学者对归纳问题的概率式的解决方案  四、以归纳问题为假问题的方式解决归纳问题  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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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和邱奇一图林的不可判定性定理  十一、我们关于不完全性定理、真理不可定义性定理和不可判
定性定理的哲学思考第九章  悖论问题  一、悖论的传统定义和公式  二、一些近代有名的悖论  三、关
于说谎者悖论的分析和论证  四、莱姆赛提出的悖论分类：集合论悖论和语义悖论  五、解决集合论悖
论的方法之一——罗素的类型论  六、解决集合论悖论的方法之二——公理集合论  七、解决语义悖论
的方法——塔尔斯基的语言层次论  八、我们关于悖论本质的看法  九、我们关于几个知名悖论(说谎者
悖论、集合论悖论、理发师悖论、格瑞林悖论)的消解  十、我们关于可知性悖论的消解  十一、我们关
于突击考查悖论的消解  十二、悖论究竟是逻辑矛盾还是辩证矛盾？
  十三、我们关于悖论的辩证逻辑定义及其公式  十四、悖论的存在问题和消解问题  十五、悖论创新法
 十六、对悖论逻辑、弗协调逻辑的几点评论第十章  评波普尔关于假说的理论(上)  ——关于假说的提
出  一、假说与波普尔其人  二、从波普尔的反归纳思想谈起  三、波普尔否认观察是提出假说的基础  
四、波普尔说：我们的知识有各种各样的源泉，但没有一种源泉有权威性  五、波普尔妄图用古代学
者关于地球形状和位置的学说，否定观察是理论的源泉  六、关于牛顿理论能不能从观察陈述推导出
来的问题  七、波普尔用一切科学陈述都是假说来否定观察是理论的源泉  八、波普尔用观察是在假说
、理论指导下进行的来否定观察是假说、理论的源泉  九、波普尔认为，假说是思想的自由创造  十、
波普尔是先验论者第十一章  评波普尔关于假说的理论(下)  ——关于假说的验证  一、波普尔认为，假
说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  二、波普尔完全否认真理的存在  三、波普尔是怎样歪曲客观真理论的  四
、波普尔把真理和终极真理相混淆，从否定终极真理进而否定真理  五、波普尔认为事物的本质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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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认识  六、波普尔所谓的向真理的逼近  七、波普尔的所谓分界标准  八、对波普尔假说理论评述
的总结；产生波普尔哲学思想的历史条件第十二章  非古典逻辑问题  一、古典逻辑和非古典逻辑  二、
模态逻辑  三、我们关于可能世界理论的评析附：马佩著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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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 论一、逻辑哲学的研究对象什么是逻辑哲学？
逻辑哲学研究由逻辑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或者说，逻辑哲学就是对逻辑问题的哲学分析、概括。
英国著名逻辑哲学家苏珊．哈克在其《逻辑哲学》一书中说：“逻辑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逻辑中提
出的哲学问题——如同科学哲学的任务是研究科学中提出的哲学问题，数理哲学的任务是研究数学中
提出来的哲学问题一样。
”①我们认为，这一对逻辑哲学研究对象的说法是正确的。
随着逻辑科学的发展，逻辑学中的一系列问题，如：逻辑科学的对象究竟是思维(形式)还是语言(形
式)，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规律究竟是纯主观的还是客观规律的反映？
是不是只有形式化的数理逻辑才是逻辑？
时至今日传统逻辑是不是已经该进入历史博物馆了？
辩证逻辑究竟是不是逻辑？
辩证逻辑和普通(思维)逻辑是什么关系？
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的关系如何？
怎样看待上个世纪兴起的非形式逻辑科学？
逻辑规律是唯一的吗？
究竟什么是现代逻辑？
21世纪逻辑科学发展的主流是什么？
什么是推理的有效性？
产生逻辑怪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所谓归纳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究竟什么是悖论？
⋯⋯这一系列逻辑学的基本问题都不能仅仅由逻辑科学自身来解决，都需要用一定的哲学观点进行分
析、概括，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而这也正是逻辑哲学的任务。
进一步说，各门逻辑学科所研究的乃是该门学科研究领域的具体逻辑问题，而各门逻辑学领域中的某
些一般性问题乃至与诸多逻辑学科相关的一些一般性的逻辑问题就都是逻辑哲学问题。
例如，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逻辑科学知识和逻辑科学系统，乃是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对象，而
中国古代(先秦时期)有无逻辑学(包括有无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都应是逻辑哲学的对象。
再如，假说的本质、如何正确提出假说和验证假说，乃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而假说是否永远不可能
被证实，是否一切科学知识都只是假说，这就是逻辑哲学研究的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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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逻辑哲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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