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逻辑学基础知识



第一章  引 论

• 第一节 普通逻辑的对象和性质
• 一、什么是逻辑
• 1.逻辑的语源学
• ：逻各斯、Logic、名学、辩学等。
• 2.“逻辑”的多义性：客观规律；思维规律、规则；逻辑学等
• （1）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
• （2）指人类的思维规律
• （3）指研究思维形式和思维规律的科学
• 3.逻辑的定义
• （1）狭义而言，逻辑是有效推理的理论。
•    有效推理就是正确地从已知推出未知，并且不会出现真前提

而假结论。
• （2）广义而言，逻辑是有效推理和有效交际的理论。
•    有效交际就是正确地表达和理解，并且理解与表达相一致。



二、普通逻辑的对象和性质

• 1.普通逻辑的对象

• （1）思维的逻辑形式
•        ——是指思维内容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方式（或形式结

构）。

• （2）逻辑基本规律
•        ——主要指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

• （3）简单的逻辑方法
•        ——主要指定义、划分、限制、概括等方法。



2.逻辑的性质

• (1)基础性：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制的学科分类中，逻辑学被列
在七大基础学科(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
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第二的位置。

• (2)工具性：提供逻辑手段和方法；“思维的文法”；《工具论》、
《新工具》

• (3)无阶级性或全人类性：自古以来，中国、印度和西方都曾对逻辑这
门学科的发生、发展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 3.逻辑形式的结构
• （1）逻辑常项
•  ——是逻辑形式中不变的部分，表示思维的形式；
• （2）逻辑变项
•  ——表示思维的内容。
• 注意：逻辑学只研究思维的形式，不研究思维的内容。
    在“所有的S都是P”这一逻辑形式中，“所有‥‥‥都是‥‥‥”是常

项；“S、P”是变项。



第二节 学习逻辑的意义和方法

• 一、学习逻辑的意义

• 1.可以培养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
• 2.有助于提高逻辑思维的能力
• 3.有助于提高沟通交际的能力
    就是想清楚、说清楚、写清楚的能力。能够准确严密地表达思想，论证思  

想，使之符合准确表达的三个条件：合逻辑，合语法，有说服力。

• 4.有助于提高整体思维能力
    逻辑思维是批评性思维的前导（衡量是否合乎逻辑）；
    逻辑思维是创新思维的基础（一维是多维的基础）。
• 5.有助于获取新的知识
• 6.有助于识别、反驳错误的认识或诡辩
   “不讲道理”，就是不讲逻辑。



二、学习逻辑的方法

• 1.抓住中心，循序渐进

•       概念、判断是基础，推理是中心，再进行论
证。

•     2.勤思多练，注重理解

•      要学好逻辑，就要在理解和掌握基本的逻辑概
念和逻辑理论上下功夫。在理解的基础上记住概
念的定义，把握逻辑形式的特征及表达公式和符
号，以及它们的规则。

•     3.结合实际，学会运用

•    联系专业把学和用结合起来。平时能自觉地运
用逻辑知识，遵守逻辑规律。做到概念明确，判
断恰当，推理准确，条理清楚，结构严密。



第二章 复合判断

• 复合判断的含义与性质
• 1．定义
• 所谓复合判断就是在一个判断中还包含有其它判断的一种

判断形式，其表现形式相当于语句中的复句。
• 2.种类
• 根据复合判断中联结项的不同，复合判断可以分为联言判

断、选言判断、假言判断和负判断等几种。复合判断的逻
辑性质是由联结项所决定的。

• 3.复合判断的学习方法
• ①必须弄清楚各种复合判断的逻辑联结项（或逻辑联结词）

的涵义。
• ②充分利用真值表方法。也即充分利用真值表对各种复合

判断的逻辑联结项的定义作用和对复合判断真值情况的判
定作用。

• ③必须弄清楚复合判断的逻辑涵义与自然语言的意义上的
联系。



第一节 联言判断

• 一、联言判断的特征
•  1.定义
•  联言判断就是断定几种事物情况同时存在的判断。
•    （1）张三和李四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    （2）王某不但犯有诈骗罪，而且犯有抢劫罪。
• 2. 逻辑性质（特征）
• 几种情况的同时为真（同时存在）。
• 3.结构：联言支（两个或两个以上），一般用符号p、q表

示；
• 联结项，用逻辑符号“∧”（读作“合取”）表示。
• 联结项的语言形式有：“并且（和）”、“既……又”、

“……而且……”、“……而……” 、“不但……而且”、
“虽然……但是”等。

• 一个二支联言判断的逻辑形式为：
• 语言表达式：p并且q    

• 符号表达式：p∧q（“∧”读做合取；“p∧q”读做p合取
q） 



三、不相容选言推理

• 1.定义

• 不相容选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不相容选言判断，并根据
不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 2.不相容选言判断的逻辑性质

• 3.规则

• 第一，否定一部分选言支，就要肯定另一个选言支。

• 第二，肯定一个选言支，就要否定其它的选言支。 

• 4.结构式

（1）否定肯定式

• 被告要么是故意犯罪，要么是过失犯罪，

• 被告不是故意犯罪，

• 所以，被告是过失犯罪。



•  逻辑形式表示为：

•        要么p，要么q         或         p∨q

•        非p                                    ¬p
•        所以，q                          ∴ q

• （2）肯定否定式。

• 肯定否定式不相容选言推理，就是在小前提中肯定选言判
断的一个选言支，在结论中否定其他的选言支。例如：

•         某甲的死要么是正常死亡，要么是非正常死亡，

•         某甲的死是正常死亡，

• 所以，某甲的死不是非正常死亡。

• 逻辑形式可以表示为：

•       要么p，要么q      或          p∨q

•        p                                    p

      所以，非q                         ∴ ¬q

·

·



第四节 假言推理

• 一、假言推理的特征

• 1．定义

• 假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假言判断，并根据假言判断的逻
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         如果某人的行为没有触犯刑律，那就不算犯罪；

•         张三的行为没有触犯刑律，

•         所以，张三不算犯罪。

• 假言推理也可以叫做假言三段论，前提中的假言判断称为
大前提。

• 2．种类

• 由于假言判断有三种不同的条件，所以，假言推理分为：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充分必要条件假
言推理。



二、充分条件假言推理

• 1．定义
• 充分条件假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充分条件假言判
断，并根据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性质进行的推
理。

•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的逻辑性质: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前后件的关系是：有前件就一定有后件，没有前件
不一定没有后件；没有后件肯定没有前件，有了后
件不一定有前件。

•
2.规则

• （1）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否定后件，就要
否定前件。

• （2）肯定后件，不能肯定前件；否定前件，不能
否定后件。



假命题不能做推理的前提

p      q             p → 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真

假   假                真



•  3．有效式
• 肯定前件式
•       如果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就是犯了行贿罪，
          李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  

•       所以，李某犯了行贿罪。
•    p→q           如果p，那么q

•    p                     p       

•    q                  所以，q            或：（（p→q）∧p）→q

• 否定后件式：
•               如果他是罪犯，那么他有作案时间，
•               他没有作案时间，
•               所以，他不是罪犯。
•  p→q        如果p，那么q

    ﹁ q          非q

•  ﹁ p         所以，非p       或 （（p→q）∧﹁ q）→﹁ p



三、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 1．定义
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必要条
件假言判断，并根据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
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

• 2．规则

• （1）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肯定后件，
就要肯定前件。

• （2）肯定前件，不能肯定后件；否定后件，
不能否定前件。



假命题不能做推理的前提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3．有效式

• （1）否定前件式
•         只有年满十八岁，才有选举权，
•         小王没有年满十八岁，
•         所以，小王没有选举权。
• p←q           只有p，才q

   ﹁ p             非p 

   ﹁ q          所以，非q      或：（（p←q）∧﹁p）→﹁q

• （2）肯定后件式
•         只有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才是犯罪行为，
•         他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         所以，他的行为是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 p←q         只有p，才q

    q                     q

    p              所以，p           或：（（p←q）∧ q）→ p



四、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

• 1．定义
• 充分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是前提中有一个充分必要
条件假言判断，并根据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
逻辑性质进行的推理。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
逻辑性质

• 2．规则

•  （1） 肯定前件，就要肯定后件。
               肯定后件，就要肯定前件。
•  （2） 否定前件，就要否定后件。
•            否定后件，就要否定前件。



假命题不能做推理的前提

p      q             p←→q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3．有效式

• （1）肯定前件式： 

• 当且仅当一个人犯了罪，才受刑罚的处罚；
• 他犯了罪；
• 所以，他要受到刑罚的处罚。
•    p←→q       当且仅当p，才q            或：
•    p                p                      （（p←→q）∧p）→q

•    q              所以，q 

• （2）肯定后件式：
• 当且仅当一个人犯了罪，才受刑罚的处罚；
• 他受到了刑罚的处罚；
• 所以，他犯了罪。
•   p←→q     当且仅当p，才q              或：
•   q                  q                   （（p←→q）∧ q）→ p
•   p           所以，p



（3）否定前件式： 

• 当且仅当一个人犯了罪，则应受到刑罚的处罚，

• 他没有犯罪，

• 所以，他不应受到刑罚的处罚。

•  p←→q    当且仅当p，才q            或：

    ﹁ p        非p                   （（p←→q）∧﹁p）→﹁q

    ﹁ q        所以，非q 

（4）否定后件式：

•  当且仅当一个人犯了罪，才受到刑罚的处罚，

•  他没有受到刑罚的处罚，

•  所以，他没有犯罪。

•  p←→q       当且仅当p，才q          或：

    ﹁q             非q                （（p←→q）∧﹁q）→﹁p

    ﹁p            所以，非p



前提不可置疑的推理

• 当且仅当一个三角形是等边的，才等角；

• 这个三角形是等边的；

• 所以，它也是等角的。

• 当且仅当一个三角形是等边的，才等角；

• 这个三角形是等角的；

• 所以，它也是等边的。

• 当且仅当一个三角形是等边的，才等角；

• 这个三角形不是等边的；

• 所以，它也不是等角的。

• 当且仅当一个三角形是等边的，才等角；

• 这个三角形不是等角的；

• 所以，它也不是等边的。



第五节 复合判断的负判断及其等值判断的推理 

• （1）联言判断的负判断及其等值判断 

•     在联言判断中，只要有一个联言支为假，那么这个判断
就是假的。因此，与联言判断的负判断相等值的判断，应
该是一个相应的选言判断。

• 即：﹁（p∧q）←→﹁p∨﹁q 

• 并非张三和李四都要受到法律制裁

• 或者张三不受到法律制裁，或者李四不受到法律制裁

• （2）选言判断的负判断及其等值判断

•     ①相容选言判断只有当所有的选言支为假时，这个判断
才是假的，因此，与相容选言判断的负判断相等值的判断
是一个相应的联言判断。

• 即：  ﹁（p∨q）←→﹁p∧﹁q

• 并非他或者是个盗窃犯，或者是个杀人犯

• 他既不是盗窃犯，也不是杀人犯



•  ②不相容选言判断有且只有一个选言支为真时，这个判断

才是真的，其它情况之下都是假的。因此，与不相容选言
判断的负判断相等值的判断是一个相应的选言判断。

•  ﹁（p∨q）←→（p∧q）∨（﹁p∧﹁q）

• 并非这场球赛要么甲队胜，要么乙队胜。

• （这场球赛或者甲队胜并且乙队胜，）或者非甲队胜并且
非乙队胜。

• （3）假言判断的负判断及其等值判断

•      ①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只有当前件真，后件假时，它才是

假的，其它情况下都是真的。因此，与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的负判断相等值的判断是一个相应的联言判断“p并且非q”
。           即：﹁（p→q）←→p∧﹁q

• 并非如果刮风，就下雨。

• 刮风，也不会下雨。

·



•  ②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只有当前件假，后件真时，它才是假
的。因此，与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负判断相等值的判断是
一个相应的联言判断“非p并且q”。

• 即：﹁（p←q）←→﹁p∧q

• 并非只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 虽然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也能构成故意杀人罪

•  ③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在前、后件同真或同假时，它才
是真的。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只有在前、后件一真一假
的情况下，它才是假的。因此，充分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
负判断等值于一个相应的选言判断。

• 即：﹁（p←→q）←→（p∧﹁q）∨（﹁p∧q）

• 并非如果你出庭作证就可以判定被告有罪，你不出庭作证
就不能判定被告有罪。

• 或者你出庭作证，也可以不判定被告有罪；或者你不出庭
作证，但可以判定被告有罪。



第五节 假言易位推理

• （1）充分条件假言易位

• 如果他是罪犯，那么案发的时候他在现场。

• 所以，如果证明案发时他不在现场，那么他就不是罪犯。

• 逻辑形式：

•    (p → q) 

• ∴ ﹁q →﹁p

• （2）必要条件假言易位

• 只有有水，才能有鱼。

• 所以，如果有鱼，那么一定有水。

•    q← p
• ∴ p→q



第五节 假言联锁推理

• （1）充分条件假言联锁推理

• 肯定形式：

•    p → q             如果要有正确的认知，就要有深入的研究；

       q → r              如果要有深入的研究，就要有具体的分析；

• ∴ p → r        所以要有正确的认知，就要有具体的分析。

• 否定形式： 

•       p → q         如果要有正确的认知，就要有深入的研究；

          q → r          如果要有深入的研究，就要有具体的分析；

• ∴﹁ r → ﹁ p  所以没有具体的分析，就没有正确的认知。

•  



• （2）必要条件假言联锁推理

• 否定形式：

•    p ← q           只有做具体的分析，才能有深入的研究；

•    q ←  r           只有做深入的研究，才能有正确的认知 ；

∴﹁ p→﹁ r    所以没有具体的分析，就没有正确的认知。

• 肯定形式：

•    p ← q           只有做具体的分析，才能有深入的研究；

•    q ←  r           只有做深入的研究，才能有正确的认知 ；

    ∴ r → p       所以要有正确的认知，就要做具体的分析。

•  



第六节 假言选言推理

• 1．定义

• 假言选言推理是以两个具有合取关系的充分条件
假言判断（命题）和一个具有二支的选言判断
（命题）为前提的演绎推理。又称“二难推理
”。

• 2．二难推理的作用

• 二难推理也叫两刀论法，“二难”来源于希腊文
Dilemma，其含义为“两重假定”。二难推理常
用于论辩。论辩的一方提出一个断定事物两种可
能性的选言前提，再由这两种可能前提引申出对
方均难以接受的两个结论，使对方在两种可能的
选择中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二难推理因此得名。
二难推理在思维与论辩中有很重要的作用。



• 一个实例：

• 中世纪无神论者针对一些神学家提出的“上帝万能”的错
误思想，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反问：上帝能否创造出一块
连他自己也搬不动的石头？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神学
家无论是给出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回答，都会和“上帝万能
”的思想相矛盾，因而使自己处于下面这样一个二难的境
地：

•     如果上帝能创造出这样一块石头，那么上帝就不是万
能的（如果上帝万能，可以搬起任何石头；有石头搬不动；所以不是万能的。）；

•     如果上帝不能创造这样一块石头，那么上帝也不是万
能的（如果上帝万能，可以创造任何石头；有石头不能创造；所以不是万能的。）；

•     这样，不论断定：上帝能创造这样一块石头，或者断
定：上帝不能创造这样一块石头；

• ————————————————————————

•   总之，我们都只能得到上帝不是万能的结论。即上帝万
能的观点是假的。



3．假言选言推理的种类

• 根据假言选言推理的结论是直言判断还是选言判断，假言
选言推理分为简单的和复杂的两种；又根据选言前提的选
言肢分别是肯定假言前提的前件还是否定假言前提的后件，
假言选言推理又分为构成式和破坏式。结合两者，可以得
到假言选言推理四种形式：简单构成式、简单破坏式、复
杂构成式和复杂破坏式。

• （1）简单的构成式

•    p→r；    如果有困难，就应努力去做（努力才能克服困难）；

•    q→r       如果没有困难，也要努力去做（努力可以做得更好）；

•    p∨q          无论有困难，还是没有困难；

•  ∴ r              总之，都应当努力去做。 



• （2）简单的破坏式

•       p→q          要想幸福，就要有丰富的精神生活；

•       p→r           要想幸福，也要有适当的物质基础；

•  ﹁q∨﹁r    没有丰富的精神生活或适当的物质基础；

• ∴ ﹁p              就谈不上幸福。

• （3）复杂的构成式

•       p→q
•       r→s
•       p∨r

• ∴  q∨s     （看下面《春秋左传·宣公二年》中的文

字）







• （4）复杂的破坏式

• p→q       如果你说真话，那么领导会讨厌你；

• r→s       如果你说假话，那么群众会讨厌你；

• ﹁q∨﹁s   不论领导不讨厌你，还是群众不讨厌你；

∴ ﹁p∨﹁r 所以，你不是不说真话，就是不说假话。

4.正确理解“二难推理”
“如果逻辑是一种思想的艺术，二难推论在逻辑上或者有它的地位。如

果逻辑是客观的必然的性质，则二难推论在逻辑上似乎没有任何特殊
的地位。它似乎是辩论的工具，它使人注意的地方完全在实质方面。
诡辩家或者要利用它做诡辩的工具，治逻辑学者，不必特别注意它，
因为它的普遍形式不过是一种假言与析取命题相联合的推论而已。” 
（金岳霖《逻辑》142页）



• 1.A∨B

• ←(C∧D)

• 3.﹁C→﹁A

• 4.(A∨D)∧(﹁B∨﹁C)

• 5.﹁D→B

• 6.A (假设)

• 7.﹁B    (1—6 ∨规则)

• 8.﹁(C∧D)  (2—7 ←规则)

• 9.﹁D∨﹁C    (8负命题等值规则)

• 10.D      (5—7 →规则)

• 11.﹁C    (9—10 ∨规则)

• 12.C      (3—6 →规则)

• 13.﹁A    (6-11-12 假设否定规则)

• 14.B      (1--13 ∨规则)

·



• 15. A∨D    (4, ∧规则)

• 16.D       (13--15 ∨规则)

• 17.﹁B∨﹁C    (4, ∧规则)

• 18.﹁C    (14-17, ∨规则)

• 第二种做法：
• 1.A∨B
• ←(C∧D)
• 3.﹁C→﹁A

• 4.(A∨D)∧(﹁B∨﹁C)

• 5.﹁D→B
• 6.C (假设)

• 7.﹁B∨﹁C (4. ∧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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