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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份讲义是当代逻辑入门课程的教材，内容大约是.阶逻辑的前部，可作为教科书或参考书，用于哲学
、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等院系的当代逻辑课程。
希望了解一点当代逻辑的各科学生，也可以把它当作课外读物。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可用于一阶逻辑课的教材不少，导论性的教材更多；但两类教材的脱节是个
老问题。
国外一些教材在导论性内容后增加些一阶逻辑的内容（如完全性定理），其中有的已被国内学者介绍
或模仿。
但这类教材通常仍只能用于导论课。
编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把脱节的教材连起来。
说到西方人写的当代逻辑入门教材，不能不提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这类教材是由逻辑界之外的人撰
写的。
有一次，美国哲学界的几位同事谈起部分学生逻辑水平很低，其中一人开玩笑说，那是你们逻辑学家
的过错——谁让你们不写几本好的初级教科书呢？
西方人写的逻辑教科书，有的很好，有的也很糟。
所以，选用这类教材时要慎重，决不是西方人写的就一定好。
 　　作为学科和知识体系，当代逻辑并没有理科当代逻辑、上科当代逻辑和文科当代逻辑之分。
任何人着想掌握当代逻辑的基础知识，应该学习的决不会比其他学科的人更少。
编写本书时，在基本内容的选择上对各学科读者一视同仁，但为了使没经过理论数学的严格训练的人
也能学好，在写法上力求从接近直观的东西入手，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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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要学术兴趣是在哲学逻辑和形而上学/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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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言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不少关于X的课程始于下面这样的问题：　　什么是X？
（X的定义）　　学好X在理论上有什么意义？
　　学好X在实践上有什么意义？
　　怎样学好X7．．．　　然后给出一些答案和细节，构成该课程的“绪言”。
近年来，一些新出版的教科书仍沿袭这样的惯例，甚至“读经风”也要从“为什么要读”、“读什么
”和“怎样读”等问题刮起。
这门课叫“符号逻辑”，是当代逻辑即数理逻辑的入门课程。
按惯例，好像也该先讲讲什么是逻辑，什么是符号逻辑，什么是当代逻辑，为什么要学及如何学好逻
辑，等等。
　　像“逻辑是什么”或“当代逻辑是什么”这类问题，如果问的是逻辑或当代逻辑等的定义，那么
我劝初学者不必太认真。
初学逻辑，自然想知道逻辑学大概是怎么回事，想知道逻辑学家大概做些什么。
但是，若想满足这种好奇心，与其在脑子里装些不明不白的“定义”，倒不如对逻辑学里讨论的问题
以及讨论的方法多一点认真。
这是因为：对一个学科的整体上的理解，是以对该学科中的问题和方法的理解为前提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逻辑或数理逻辑的各种说法都不值得思考。
这里的要点是：不具备足够逻辑知识的人，分不出这些说法的好坏高低，反而容易因为学了某些“定
义”、“分类”或“方向”，就自以为有些“逻辑学问”甚至“超逻辑学问”了。
待到真有 点逻辑学问后，再来思考这类问题为时不晚——只要那时还有这种兴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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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符号逻辑讲义》是当代逻辑入门课程教材，是一阶段逻辑的前部，可以作为教科书或者参考书
，用于哲学、数学、计算机科学和语言学等院系的当代逻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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