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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逻辑学是亚里士多德所创，虽然他并没有称其为逻辑学，而是叫分析学，
但是他在该书中的确讲述的是关于思维的形式和方法。
他谈到概念的划分，一般性和普遍性，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他以为属比种更加真实地是实体，也就
是说种概念具有较高的普遍性，相对而言，属概念较为狭义而具体。
　　在《范畴篇》里，亚里士多德首先使用了范畴这个术语的，他规定出十个范畴，作为基本概念，
它们是：实体、数量、关系、性质、活动、遭受、姿态、时间、地点、状态。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前面四个范畴，特别是性质，尤为重要。
　　　　规定明确而清晰的范畴是为了判断，判断是为了在最后得出结论，这个过程就是推论，亚里
士多德首创了三段论法，即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在《解释篇》里他分析和明确阐述名词、动词和句子的性质。
我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一定的启发，那就是注意到了事物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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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创立了形式逻辑这个学科。
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物，恩格斯称他是古代的黑格尔。
其重要著作有《形而上学》、《伦理学》、《政治学》和《分析前篇和后篇》（《范畴篇 解释篇》）
等。
这些著作对后世的哲学和科学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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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同名异义的东西、同名同义的东西；由引申得名的东西。
第二章 （1）简单用语和复合用语。
（2）（a）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的东西，（b）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C）既可以用来述说
一个主体、并且又存在于一个主体之中的东西，（d）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
主体之中的东西。
第三章 （1）可以用来述说宾词的东西也可以用来述说主体。
（2）一个种之内的诸属的属差和另一个种之内的诸属的属差不同，除非一个种是包含在另一个种之
内。
第四章 思想对象的八种范畴。
第五章 实体。
（1）第一性实体和第二性实体。
（2）存在于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与它们的主体之间的关系的差别。
（3）一切不是第一性实体的东西，都或者是第一性实体的一个本质属性，或者是第一性实体的一个
偶然属性。
（4）在第二性实体中，属比种更加真正地是实体。
（5）一切不是种的属都是同等程度的实体，所有的第一性实体都是同等程度的实体。
（6）除属和种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是第二性实体。
（7）第一性实体对第二性实体以及所有其他宾词的关系，和第二性实体对所有其他宾词的关系一样
。
（8）实体绝不是一种偶然属性。
（9）属的属差不是偶然属性。
（10）属、种和属差，作为宾词，对于它们的主体是“一义的”。
（11）第一性实体是个体；第二性实体是个体的性质的规定。
（12）实体绝不具有一个相反者。
（13）实体没有程度的差别。
（14）实体的特别标志是：它可以用相反的性质来加以述说。
（15）相反的性质不能用来述说任何实体以外的东西，甚至不能用来述说命题和判断。
第六章 数量。
（1）分离的和连续的数量。
（2）各种数量，即数目、口语、线、面、立体、时间、地点等等之划分为这两类。
（3）有些数量的各部分之间有一种相对的地位，有些数量的各部分之间则没有。
各种数量划分为这两类。
（4）数量方面的词之用于不是数量的东西上面，是由于这些东西和上述各种数量之一有关系。
（5）数量没有相反者。
（6）像“大”和“小”这样的词，乃是相对的，而不是数量方面的，并且不能是彼此相反的。
（7）最有理由认为包含着一个相反者的，是地点。
（8）数量不能够有程度的不同。
（9）数量的特别标志是可以用相等或不相等来加以述说。
第七章 关系。
（1）相对者的第一种定义。
（2）有些相对者有相反者。
（3）有些相对者有不同的程度。
（4）一个相对的词总有它的相关者，并且双方是互相依赖的。
（5）相关者只有当相对者获得它的适当的名称时才清楚地显出来；在有些场合，为了这个目的就必
须创造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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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部分相对者是同时产生出来的，但知识的对象和知觉的对象乃是先于知识和知觉而存在的。
（7）没有一个第一性实体或一个第一性实体的部分是相对的。
（8）相对者的修正定义，把第二性实体除外。
（9）除非我们知道和一个东西相对的那个东西，否则，就不可能知道这个东西是相对的。
第八章 性质。
（1）性质的定义。
（2）性质的各种不同种类：（a）习惯和状态；（b）能力；（C）影响的性质[影响的性质和影响之
间的区别]；（d）形状等等。
C疏、密等等不是性质。
）（3）形容词一般地是由相应性质的名称引申转成的。
（4）大多数性质都有相反者。
（5）如果两个相反者之一是一个性质，另一个相反者就也是一个性质。
（6）在大多数场合，一个性质能有不同的程度，而大多数性质也能以不同的程度为主体所具有。
形状的性质是这条规律的一个例外。
（7）性质的特殊标志是：事物就性质而言可以用相同或不相同来加以述说。
（8）习惯和状态作为种乃是相对的；作为个体则是性质方面的。
第九章 略述活动、遭受和其他的范畴第十章 四类“对立者”第十一章 继续讨论相反者第十二章 “先
于”一词用于第十三章 “同时的”一词用于第十四章 运动的六种第十五章 “有”一词的各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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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名称但并不合成一种统一性的东西。
例如，人可以是一个动物，并且是两足的，而且是驯化了的，但这三个宾词却合成了一种统一性。
反之，“白的”、“人”和“步行着”却并不如此。
因此，如果这三者形成了一个肯定命题的主词，或形成其宾词，这个肯定命题也仍然没有任何统一性
。
在这两种场合，统一性只是语言文字方面的而不是实在的。
因此，如果辩证的问题是要求一个答复，就是说，或者是要求承认一个前提，或者是要求承认两个矛
盾命题中的一个——前提本身就常常是两个矛盾命题中的一个——，那么对于那包含着上面所说那些
宾词的一个问题的答复，就不能是一个单一的命题。
因为，正如我在《正位篇》”中已解释过的，即使所要求的答复是正确的，问题也不是单一的。
同时，很显然，具有“它是什么？
”这个形式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辩证的问题，因为一个辩证问题的发问者必须用他发问的形式让他
的对手有按自己意愿二中取一的机会，因此他必须给问题安排出一个更确定的形式，而询问，譬如说
，人有或没有如此如此的一种特征。
有些宾词的结合能够使独立的宾词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宾词。
让我们考察一下在什么条件之下这是可能的和在什么条件之下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用两个独立的命题说人是一个动物和人是一个两足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而
说人是一个两足的动物。
同样地，我们可以用“人”和“白的”作为独立的宾词，或把它们结合为一，但如果一个人是一个鞋
匠，并且也是好的。
而说他是一个好鞋匠。
因为，如果每当两个独立的宾词真的属于一个主词的时候就推论说由它俩的结合所得的宾词也真的属
于主词，则就有许多荒谬的结果发生。
例如，一个人是人，并且是白的。
因此，如果宾词永远可以结合，那他就是一个白的人。
再者，如果宾词“白”属于他，那么这个宾词与前面那个复合的宾词的结合，就是可容许的。
这样，就能够说他是一个白的白人，白的白的白人，等等，毫无止境.或者，我们可以把宾词“有教养
的”和“白的”和“步行着的”结合起来，并且把这些东西结合许多次。
同样地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并且是一个人，以及因此他是苏格拉底这个人”，或者说苏格
拉底是一个人和一个两足的东西，以及因此他是一个两足的人。
所以很显然，如果一个人无条件地说宾词永远能够结合起来，就会有许多荒谬的后果发生。
现在，我们将把应该规定下来的加以说明。
某些宾词，以及形成命题的主词的那些词，如果它们对于同一个主体来说乃是偶然的，或彼此相互之
间乃是偶然的，就不能结合成一种统一性。
试看“人是白脸色的和有教养的’这个命题。
白色和有教养并不结合而形成一种统一性，因为它们只是偶然地属于同一个主体。
就算是真可以说那白的东西是有教养的，“有教养”和“白”也不会形成一种统一性。
因为那有教养的东西是白的这件事只是偶然如此而已；因此，两者的结合，并不形成一种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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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汉译学术名著:范畴篇·解释篇》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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