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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3年4-5月间，首都10多家主流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以醒目标题报道了10位著名逻辑学家和语言学
家发出的强烈呼吁：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令人担忧。
     《人民日报》(记者苏显龙)在要闻版报道说，专家们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不重
视逻辑、不能正确使用祖国语言的现象，并就如何提高人们的逻辑水平和语言表达能力，提出了富有
建设性的意见。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刘国昌)教科文卫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逻辑混乱、语言失范现象亟
待改变》。
文章说，专家们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存在的逻辑混乱、语言失范现象表示担忧，强烈呼吁进一步净化
逻辑语言环境，提高人们的思维和表达水平。
     《光明日报》(记者李瑞英)在理论版显著位置指出，逻辑是人类长期思维经验的总结，是正确思维
与成功交际的理论与工具，它以特有的性质和功能服务于社会，对提高人的基本素质、培育人的理性
和科学精神都有重要作用。
专家呼吁人们要学习逻辑知识， 自觉培养逻辑思维习惯，学会逻辑分析方法。
     《中国教育报》(记者潘国霖)以《呼唤全社会关注逻辑、语言》的大字标题，用2／3版面刊登了专
家们发言详细摘要。
编者特别在按语里提示说，专家们重申逻辑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角
度阐述了学习、推广逻辑科学的现实意义，对于我们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具有一定的帮助。
     《法制日报》(通讯员梅淑娥)以《逻辑性是立法与司法公正性的内在要求》为题强调指出，我国在
立法和司法领域里发生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某些立法司法人员没有逻辑意识，缺乏逻辑素
养和逻辑思维能力。
     《工人日报》(记者王金海)在“新闻观察”栏目里刊出通栏标题：《让逻辑学从“象牙塔”中走出
来》。
文章提要说：“我们今天正面临着某种程度的逻辑混乱、语言失范的危险，而大多数人对此还根本没
有意识到。
”文章说，逻辑学不是少数专家们研究的学问，它同每个人的生活和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要大力提倡
逻辑学的大众化。
     《北京日报》(记者戚海燕)在头版用大字标题《逻辑缺失现象令人担忧》报道了专家的意见，强调
“普及逻辑知识，规范思维与语言是当务之急。
”    ⋯⋯     专家们的呼吁是在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学建校21周年之际所举办的“逻辑语言与社会生
活”座谈会上发出的。
我本人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并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从专家们的强烈呼吁和媒体的强劲报道中，我们可以感悟到：――逻辑学作为正确思维和成功交际的
理论，它是一门基础科学和工具性科学。
逻辑思维与人类为伴，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然而当今我国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现象具有一定程度的严重性。
不论是法律条文、经济合同、决策论证、广告说明，还是官员讲话、教师授课、传媒报道，几乎时时
处处都能看到概念不明确、推理不正确、论证不科学，语言不规范的现象。
这些逻辑语言方面的问题妨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有时甚至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令人高兴的是，一批有责任感的学者已经关注和重视到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和语言失范的问
题，他们发出了呼吁，进而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同样令人高兴的是，一批敏感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关注和重视到专家们的意见，及时反映了他们的心声
。
我再补充一点，在座谈会上，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也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与专家们有高度的共识。
我觉得，如果大家共同行动起来，一块来推动逻辑的普及工作，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功能，在不久的
将来，社会生活中逻辑混乱、语言失落的现象就会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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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编撰《逻辑时空》丛书可以说是落实专家呼吁的一个具体行动。
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向社会普及逻辑知识，发挥逻辑的社会功能，推动全社会健康有效的思维，培育人
们的理性品格和科学精神，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15年前，我有机会阅读吕叔湘先生翻译的英国逻辑学家L．S．斯泰宾著《有效思维》的手稿。
该书是针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社会不讲逻辑、甚至反对讲逻辑的情况而写的。
但作者没有把它写成讲授逻辑学的教科书，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即有效思维的层面上，指明人们进行
思维时所经常遇到的来自内心的和外界的种种障碍和干扰；并且强调指出，不排除这些障碍和干扰，
人们就不可能进行有效的思维，就会妨害人们做出正确的行动。
该书立论紧密联系当时社会生活及人们日常思维的典型实例，分析中肯，好读好用。
我觉得，该书虽然是作者在半个多世纪前针对英国社会写的，但今天的中国也很需要这本书。
我还提出：“中国的学者应该结合当今中国的实际写一本类似《有效思维》的书，它对中国人进行有
效的思维肯定会有帮助的。
”《逻辑时空》丛书的出版，也是我15年前上述想法的一个延伸。
     《逻辑时空》丛书的基本定位是大众读物和教学参考书。
    《逻辑时空》丛书的主要内容是探索和阐释人们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逻辑问题。
具体写法是：针对社会生活某个特定领域里的思维实际，突出该领域里最常见的逻辑问题，结合具体
的典型的案例进行阐释，介绍相关的逻辑知识。
介绍逻辑知识时不求逻辑体系完备，力求突出重点，也就是说在某特定的领域里，有什么突出的逻辑
问题，我们就重点写什么。
在说明逻辑知识时，为方便读者理解，必要时适当介绍相关的预备知识。
     《逻辑时空》丛书也精选了近20年来在国内产生较大影响的几部逻辑普及读物。
这几部读物都请作者做了新的修订。
     《逻辑时空》丛书包括13本书。
它们是：1. 《逻辑的社会功能》，作者张建军，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逻
辑学会副会长。
2. 《点击思维》，作者张秀廷，秦皇岛广播电视大学教授。
3. 《逻辑的训诫》，作者王洪，中国政法大学逻辑研究所所长，教授。
4. 《经济与逻辑的对话》，作者傅殿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5. 《校园中的逻辑》，作者韦世林，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6. 《博弈思维》，作者潘天群，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7. 《咬文嚼字的逻辑》，作者李衍华，中华女子学院逻辑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逻辑与语言函授大
学教授。
8. 《演讲、论辩与逻辑》，作者谭大容，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年鉴编辑室主任，副教授。
9. 《古诗词中的逻辑》，作者彭漪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原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
10. 《逻辑思维训练》，作者昂扬、陈伟，复旦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
11. 《逻辑与智慧新编》，作者郑伟宏，复旦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
12. 《趣味逻辑》，作者彭漪涟，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原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余式厚，浙江大
学城市学院传媒分院教授，兼任浙江省逻辑学会副会长等。
13. 《笑话、幽默与逻辑》，作者谭大容，重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年鉴编辑室主任，副教授。
     《逻辑时空》丛书很快就要和广大读者见面了。
此时此刻，我由衷地感谢丛书策划杨书澜女士。
书澜女士是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深的编辑和策划专家，有丰富的出版经验；她又在高校教过多年逻辑学
，对逻辑的功能和作用有深刻的理解。
2003年9月30日，当我在电话中同书澜女士谈到社会生活中的逻辑混乱， 以及人们渴望学习逻辑知识
时，她说和我有同感。
20天后，我们就形成了编撰《逻辑时空》丛书的设想。
她作为策划，提出了选题基本构想和写作基本要求，还帮助我物色了几位作者，并和作者保持着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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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我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书澜女士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远见卓识，《逻辑时空》丛书就不可能如此
顺利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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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殿英，1948年出生。
1979-1982年就读于内蒙师范大学，逻辑学研究生，1983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现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逻辑学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经济逻辑研究会副主任
、形式逻辑研究会秘书长。
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多年来从事逻辑学和哲学的教学与研究，特别是编重在逻辑与经济的交叉地带耕耘。
主编和独撰的著作主要有：《管理决策的逻辑方略》、《新方法·新观念》、《逻辑学概要》、《马
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与逻辑的对话>>

书籍目录

引言  经济活动与逻辑一、经济活动中的推理  1.萨缪尔森解释“丰收悖论”——经济学家如何思考  2.
爱尔·基琼火山爆发引发的思考——推理为信息的转换和增生架设桥梁  3.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演
绎推理的发现和论证功能  4.虽是或然，不可或缺——非演绎推理的推测和探索功能及误区二、“抠概
念”——经济工作者的基本功  1.从“法人”说起——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廷  2.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掌握明确概念的逻辑方法  3.“脱衣法”和“穿衣法”——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和
表述方法三、经济学与说服的艺术  1.经济对话的逻各斯——经济、语言、修辞与逻辑论证  2.谁能成为
赢家？
——论辩的逻辑方法和技巧  3.无规矩不成方圆——说服要遵守逻辑的基本规律  4.警惕“赝品”——火
眼金睛，辨识谬误 四、模糊逻辑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  1.“秃顶”悖论和“谷堆”悖论——模糊概念引
发的难题及解决思路  2.让电脑变得更聪明——人工智能对人脑活性的模仿  3.精确兮，模糊所伏；模糊
兮，精确所依——模糊逻辑并不模糊  4.模糊逻辑是财富而不包袱——模糊逻辑在经济预测、决策中的
作用五、经济竞争中的博弈逻辑（一）  1.博弈逻辑——理性人的冲突和选择——理性人的冲突和选择 
2.价格大战与纳什均衡——一次博弈和重复博弈的逻辑分析  3.“人无信不立”——信用的博弈逻辑分
析  ⋯⋯六、经济竞争中的博弈逻辑（二）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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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逻辑时空丛书”之一，主要内容有经济活动中的推理，“抠概念”，经济学与说服的艺术，
模糊逻辑在经济生活中的运用，经济竞争中的博弈逻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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