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一九八 五年第五期

开拓逻辑史研究的新领域

— 对教材《辩证逻辑思想简史》的评介

桂 起 权

陶文楼同志所编的 《辩证逻辑思想简史 》 (下 称

《 简史》 )一书 已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

这是我国第

一部系统地论述辩证逻辑思想发展史的教材
,

是我

国学者关于辩证逻辑和逻辑史研究的新成果
。

辩证逻辑是关于辩 证思维的逻辑学说
。

辩证逻

辑思想史则是研究辩证逻辑理 论观点 的产生和发展

的历史
。

这是逻辑史研究中较少为人注意的方面 (特

别是辩证逻辑的古代思想史 )
。

《简史 》开拓 了逻辑史研究的新领域
,

对辩证逻

辑学说的历史渊源作了创造性 的探索和 考 察
。

《简

史 》用马克 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

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人

类在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对辩证逻辑理论研究的基本

情况
。

诸如
,

在不 同国家和历史时代
,

主要有哪些思

想家研究 了辩证思维的形式和方法等问题
,

他们是

在什 么样的历史背景下研究的
,

他们 的基本规点是

什 么
,

他们前后的继承关系如何
,

后者比前者增加

了哪些新的 内容
,

提出了哪些新 间题等等
。

全书共 25 万字
,

分为三编
。

第一编古代 自发朴

素 的辩证逻辑思想形态
;
第二编近代唯心主 义的辩

证逻辑思想体系
;
第三编现代 唯物主义的辩

一

证逻辑

科学体系
。

第一编包括 1 一 5 章
,

分别论述原始人

辩证思维的萌穿
,

古中国
、

古希腊
、

古印度的朴素

的辩证逻辑思想以及中世 纪欧洲的教会统治时期辩

证思维发展面临的障碍
。

第二编包括 6 一 8 章论述

康德
、

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思想 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家

(严复
、

章炳麟 )对辩证思维的研究
。

第三编包括 9一

10 章论述狄慈根的辩证逻辑思想 以及马克思主义辩

证逻辑的发展
。

《简史 》一书中的
“
史前

,
部分

,

引用古代 云南纳

西族在《创世纪 》的
“
东 巴经

”
中的话

: “

万物有
`

真
’

有

`

瑕
, ,

万物有
`

实
’

有
`

虚
’ 。

真和实相配合产生了光

亮亮的太阳 ; 假和虚相配合 出现了冷清清的月亮
。 ”

从而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原始思维中确实包含有辩证

思维 的萌芽
。

《简史》有关古中国部分 的论述是全书最有特 色

的部分之一
。

当然这 是建立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但仍可看出作者的独创性
。

《简史 》以丰富的史料和

精辟 的分析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逻辑

传统
,

辩证法早 已以阴阳 (或道 )的格式渗透到 民族

意识之中
。

作者不仅对被黑格尔看作古中国智慧结

晶的《周 易》辩证法
,

而且对老子的《道德经》 、

惠施
、

公孙龙关于概念和命题的理论
、 《 内经 》的中医理论

和《孙子兵法》 的军事理论等的朴素辩证逻辑思想
,

都用新 眼光作出了某些独到的分析
,

可说是 比较全

面而具体地研究 了古中国朴素辩证逻辑思想的发生

和发展
。

试以《简史》对 《道德经 》的分析来说
,

作者大致

上将老子 的朴素辩证的推理形式概括为
: 1

。

正 反推

理 形式
。

下分 (1 ) 简单正 反推理
, “

天下 皆知 甲之为

甲
,

斯非甲
。 , ( 2) 复杂正反推理

, “
失甲而后乙

,

失

乙而后丙
,

失丙而后丁 (而丁为 甲之反 ) ; 2
.

曲全推

理形式
。 “
肯定全

,

则肯定曲
;
否 定全

,

则否定曲
,

举其曲则 可预见其全的概推方法
。 , 《简史》所作的逻

辑分析 的特色
,

由此可窥其 一斑
。

作者在小结中指出
,

古中国 已经开始对以概念

本性为前 提的朴素辩证思维的研究 (如有无
、

美丑
、

福祸
、

阴阳
、

寒暑
、

胜败
、

攻守 )
,

提 出了如何用 概

念来表达 运动的问题 (如
“ 飞鸟之 影未尝动 也

冲
)

,

还

注意到把辩证思维的逻辑方 法运用于 医学
、

农学
、

天文
,

特别 是运用于兵法
。

关于 古希腊的朴素辩证逻辑思想
。

《简史 》通过

分析表 明
.

赫拉克利特学说突出地体现了古代 辩证

逻辑思 想的质朴性 ;苏格拉底
、

柏拉图 已经垂视概念

的辩证分析 ; 芝诺悖论揭示 了思维运动中的矛盾性 ;

亚 里士多德对辩证思维的最主要形式 已经作了初步

的具体研究
,

他的逻辑学说处处流露 出辩证法的因

素 ; 古希腊晚期对辩证思维的研究较多的是斯多葛

派
。

总之
,

古希腊朴素辩证逻辑思想 也经历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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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抽象到具体
、

充实的上升过程
。

在近代部分
,

《简史》指出
,

康德在
“

先验逻辑
”

中所提出的问题
,

如逻辑形式和 内容的统一 问题
,

形

式 逻辑的局限性问题等
,

对于研究辩证逻辑具有积

极的启发作用 , 康德关于理性能动性的理解体现脚

有关概念辩证法的思想
;

一

康德对判断和范畴按量
、

质
、

关系
、

模态分类的分类表 (四组 12 项 ) 以及他的

二律背反理论
,

都体现 出他的辩证法倾向
,

这对后来

的 亡首先是在黑格尔那里 )辩证逻辑的理 论发展发生

了重大影响
。

关于黑格尔
,

作者指出
,

他对逻辑学的
“
改造

”

是划时代的
,

他创建了唯心主义辩证逻辑的第一个

严整的体系
。

诚然
,

这个体系在存在与思维的关系

问题上是颠倒的
,

但其中始终贫穿着辩证法
、

认识

论和逻辑三者同一的思 想
。

黑格尔特别提出矛盾是

思维发展的动力
,

辩证思维形式必须是有活生生 内

容的形式
,

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

逻辑与历

史统一等等
。

这些都为辩证逻辑提供了
`
合理内核

甲 。

作者还对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体系和有关概念
、

判断
、

淮理以及逻辑方法的辩证观点作了全面 的 概 括 评

介
。

黑格尔的范畴体系原是晦涩难懂的
,

作者却用

比较朴实明快的语言作出了通俗而基本不失真的解

释
,

可见作者的研究工作是很有特色的
,

也是实有

成效魄
- -

-

一在论波窥代的部分里
,

作者正确地把狄慈根看

作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中间环节
。

工

人哲学家狄慈根通过独立的劳动
,

发现并研究了唯

物主义辩证逻辑的许多问题
,

尽管有时表述得不够

确切并显得零散
,

但他的思想确实是值得重视的
。

由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内容 比较熟悉
,

所以作者在最后这部分只作了相对简略的虑察
。

《简史》也存在某些不足之处
。

我认为
,

有关古

印度辩证法学说的史实相对地显得有些单薄
,

而
“
佛

学
,
中丰富的辩证思维素材未被充分利用 ;对严复

、

章炳麟
“
辩证思维

,
的分析似乎也不够有力

。

另外
,

还有些观点尚待进一步弄清
。

但是整个 说来
,

《简

史 》 确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富有启发性的教学参 考

书
,

值得一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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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和艺术实践的过程中
,

最终往往是难以坚持唯物主义的
。

我们要求在忠于生活
、

坚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基础上
,

通过主体结构
,

通过 自我 的 感

受
、

体验
、

想象和理解去反映客观生活
,

倒有可能堵塞创作上的唯心主义道路
。

因为这种反

映将客观事物的外在尺度和创作主体的内在尺变统一起来
,

因而有可能在个人和社会
、

现实

和历史
、

局部和整体
、

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上把握客观生活
,

更切近其固有的真实性
。

两种尺度

的结合
,

就是主体和客体的结合
,

同时也是表现和再现的结合
。

文艺创作从其间接性来说
,

是客观生活的再现 ; 而从其直接性来说
,

则是创作主体的自我表现
。

创作不是象镜子一样地

去摄照对象的
,

谁想绕开自我表现的中介直接地
、

单向地反映客观生活
,

就不能不陷入机械

唯物论
, 当然

,

否认再现客观生活
,

自我表现也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唯心主义
。

以上仅从三个方面谈了对
“

自我表现
”

不同逻辑范畴的理解
。

此外应从文艺思潮的发展和

创作方法的演变来加 以论述
,

并且还应指出不同逻辑范畴
“

自我表现
”

的内在联系
。

本文因限

于篇幅无法涉及
,

但提请注意这一些是有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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