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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大英（1932— ）是我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的知名学者，20世纪50年代曾在苏联留学，获法学副博士
学位。
回国后一直在法学和政治学研究岗位上辛勤耕耘，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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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78年，在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形势下，逻辑学界提出了“逻辑现代化”的口号，号召加强
对现代逻辑的研究，追赶国际逻辑研究的水平，这是一个富于远见的主张，对我国逻辑学的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现代逻辑的基本理论大致有以下6个方面：1．数理逻辑方面。
包括一阶逻辑、高阶逻辑、模型论、证明论、递归论和公理集合论。
数理逻辑是现代逻辑的基础，它既是以推理规律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逻辑科学，又是现代数学的一大分
支。
2．哲学逻辑方面。
这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些逻辑分支的群体。
它们以数理逻辑特别是一阶逻辑为基础，与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和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在原来经典的一阶逻辑中增加初始概念，成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
例如，模态逻辑中有模态词“必然”、“可能”；时态逻辑中有时态算子“过去”、“未来”；在认
知逻辑中有关于“知道”、“相信”的算子；在道义逻辑中有关于“必须”、  “允许”、  “禁止”
的算子。
另一类哲学逻辑主要是对通常所说的命题联结词和量词作不同的解释，成为经典逻辑的异释系统。
例如，直觉主义逻辑对联结词和量词都作构造性解释；相干逻辑认为蕴涵的前后件应当相干。
3．自然语言逻辑。
它是在现代逻辑、现代语言学和符号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分支。
它不仅关注语言表达认知内容的功能，而且也关注语言表达情感内容的功能；不仅关注语言的表达功
能，而且也关注语言的传达和交际功能。
4．逻辑与计算机科学的交叉研究。
主要有：程序逻辑、逻辑型程序设计语言、变换型程序设计、程序验证、程序综合、形式语义学、计
算复杂性理论等领域。
5。
现代归纳逻辑。
它是用数理逻辑、哲学逻辑、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工具对归纳推理进行量化、形式化和公理化的研究
，并对归纳推理中提出的理论问题进行方法论的研究。
6．逻辑哲学。
它形成为一门学科是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对逻辑学中一些基本问题的哲学反思
，例如，逻辑的范围、逻辑真理的性质、逻辑与其它科学的关系、一些基本逻辑概念的解释问题、意
义理论、逻辑悖论、形式化的本质，等等。
  近几十年来，国际逻辑界在上述的现代逻辑诸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现代逻辑的各个分支，现在正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旧的课题不断得到完满解决，新的逻辑分支，
特别是研究具体科学中逻辑问题的应用逻辑又不断涌现。
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潮流，在这股潮流之上形成了一个客观的、不断提高的“国际逻辑研究水平
”。
    为了适应国际逻辑发展的潮流，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后，哲学所逻辑研究室及时地实现了研究方
向的转变，由“文革”前的“以辩证逻辑为主，中国逻辑史和现代逻辑为辅”的研究方向转变为“以
现代逻辑为主，其它逻辑分支为辅”的研究方向。
1994年在学科调整时，又确定了以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为主攻方向，辅之以中国逻辑史和西方逻辑史
的研究，兼顾自然语言逻辑和现代归纳逻辑等逻辑分支学科。
关于辩证逻辑，逻辑界看法不一，但仍有人继续从事研究。
     20年来，仅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逻辑研究室就出版各种著作(包括专著、译著、论文集、工具书、通俗
著作)90多部，发表重要学术论文约200篇。
在80年代，逻辑研究室的现代逻辑方面的论著约占论著总数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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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9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逻辑方面的论著已占论著总数的大部分。
从已发表的论著的质量来看，在时态逻辑和弗协调逻辑的某些领域、模态逻辑发展史、数理逻辑发展
史、无穷逻辑、蒙太古语法、弗雷格思想研究、亚里士多德直言三段论和模态三段论的现代解释、正
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中国名辩学的某些领域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全国同类逻辑成果中居领先
地位，并接近或具有国际逻辑研究水平。
在上述论著中，《形式逻辑原理》、《逻辑百科辞典》等著作和论文曾获奖，或发表于国际著名的逻
辑书刊。
一些研究人员还参加了国际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在会上宣读了论文，与国外逻辑学者进
行了广泛的交流。
有的研究人员还到美国、加拿大、德国、英国、日本等国去进行访问研究。
    自从1978年在北京第一届全国逻辑讨论会上提出逻辑研究现代化的口号之后，从1978年到1990年，我
国逻辑研究现代化取得了丰硕成果。
以金岳霖命名的学术基金会于1990年6月至9月举办首次金岳霖学术奖(逻辑学科)评奖活动。
胡乔木写信评价这次评奖活动标志着“中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进展，正在向国际
逻辑水甲进军”，“表明以金岳霖为代表的老一辈逻辑学家的辛勤耕耘已经在开花结果”。
在伞国逻辑工作者的努力下，我国逻辑研究的现代化已具备以下条件：第一，涌现出一批具有现代逻
辑素养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第二，有一批具有很强的逻辑研究能力并已有研究成果的博十和
硕士；第三，有一批留学归国的研究人员；第四，有一批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人员；第五，有一批
达到国际逻辑水平的成果。
这些就是我们全面实现我国逻辑研究现代化、与国际逻辑研究水平接轨的伟大目标的根据。
    新中国成立以来，逻辑学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有：金岳霖主编的《形
式逻辑》，张巨青等的《辩证逻辑》，温公颐的《先秦逻辑史》，沈剑英的《因明学》，周礼全的《
模态逻辑引论》，李匡武主编的《中国逻辑史》，王雨田主编的《归纳逻辑导引》，李先焜、陈宗明
、王维贤的《语言逻辑引论》，陈波的《逻辑哲学引论》，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有效
交际的理论》，陈宗明的《中国语用学思想》和张清宇主编的《哲学逻辑研究》等。
八、伦理学呈现勃勃生机    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伦理思想发展史，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却是在新
中国成立以后才逐步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建国的最初10年，尽管社会上非常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但是，应不应该建立伦理学，马克思主义哲
学包不包括伦理学，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之所以这样，一方面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的著作中虽然具有许多重要的伦理思想和
道德观点，但他们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要建立一门伦理学。
当年许多学者也不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去探索伦理道德领域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
另一方面，当时人家也不知道该怎样对待以往的伦理学遗产，把古代的都认为是封建主义的，西方的
都是资本主义的，而对于封建丰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化，也片面地认为只能够批判和抛弃，不应该继承
和吸取。
这种倾向和状况，使伦理学无从发展。
    从50年代末到1964年前后，情况有了改变。
当时苏联开始研究伦理学，施什金的著作一发表就被很多人知道，后来又译成中文出版，这对中国学
者有很大的启发。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学者们从本国的实践和文化传统中，也认识到建立一门伦理学科的必要。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系列的伦理学论文和著作，如李奇在《新建设》、《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
鲜明地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任务，并论述了它的对象、特征、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
她的这些文章后来被编辑成《道德科学初学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时，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建立了伦理学研究小组，并且第一次招收了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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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代序：伟大的时代  辉煌的成就李铁映  世纪之交，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华诞。
  新中国的诞生，开创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新社会、创造新文明的伟大时代。
新中国50年的光辉历程，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上最为激动人心、最为壮丽辉煌的时期。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
在创建新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出
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这两大理论成果是党和人民群众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人民群众的伟大创举，社会的深刻变革，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为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思维空间。
在伟大时代的感召下，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进发出前所未有的创造热情。
新中国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伟绩、提出的问题、出现的困难、遇到的挫折，都成为他们思之所至、情
之所钟、魂牵梦绕、苦苦探讨的理论课题。
50年来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不畏艰难、呕心沥血、竭忠尽智、努力探索，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
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功垂共和国史册。
我愿借此机会，向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亲切的慰问。
    一、艰辛的历程  亲切的关怀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是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领导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文化生力军。
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这支生力军为骨干，在荡涤半封建半殖民
地文化糟粕和创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过程中，在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有过曲折反复，但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到今天，已形成人才济济
、学科齐全、硕果累累、繁荣昌盛的大好局面，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回顾50年来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奠基起步(1949～1965)  这个阶段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重点是：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形成新的科研体系构架，创建科研和教学机构，培养新一代科研人才。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文社会科学不仅百废待兴，且基础薄弱，科研机构规模小，数量更少，这种状
况无法适应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
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事业，早在1949年，周恩来同志就作了《动员更多的力量从事社会科学
研究》的讲话，明确提出马列主义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指导理论，要求调动旧中国从事人文社会科学工
作人员的积极性，吸取其科研成果。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
、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人文社会科学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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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是总结新中国成立50年社会科学领域所取得的进步的权威之作。
新中国成立50年，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深刻的社会变革，五彩缤纷的社会生活为人文社
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开拓了无比广阔的思维空间。
收集、积累这些经验成果，本书作为总结性著作具有极高的参考和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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