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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简要评介我国 辩 证 逻 辑、科 学 逻 辑 研 究 的 新 进 展，主 要 包 括：与 改 革 开 放 相 关 的 科 学 思 维 方

式、新时代创新思维、传统辩证思维方 式 的 当 代 价 值、辩 证 逻 辑 形 式 化 的 新 成 果、人 工 智 能 研 究 中 的 逻 辑

以及逻辑理论与应用的最新成果，以期为我国科学逻辑与辩证逻辑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路径与新的研究视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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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底 结 束 的“全 国 科 学 逻 辑

与辩证逻辑讨论会”上，呈现出一系列与改革开

放相关的科学思维方式研究、科学逻辑、辩证逻

辑形式化、新时代思维创新研究、中国传统辩证

思维方式的 当 代 价 值、人 工 智 能 研 究 中 的 逻 辑

问题以及逻辑理论与应用研究为主的最新研究

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国科学逻辑

与辩证逻辑发展的最新研究进路。文章以此为

契机，从辩证 逻 辑 与 科 学 逻 辑 的 新 材 料 与 形 式

化、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逻辑问题、逻辑理论与应

用以及科学 思 维 方 式 等 四 个 方 面，概 括 辩 证 逻

辑与科学逻 辑 研 究 的 新 进 展，同 时 就 我 们 关 注

８２



的角度，对其进行简要评述。

　　一、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研究的新材 料 与

形式化

　　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在研究内容和形式化

方面有新进 展。首 先 表 现 在 研 究 材 料 上，梁 庆

寅教授指出，需 要 把 习 近 平 关 于 五 种 思 维 的 论

述、量子科学 的 新 话 题 以 及 人 工 智 能 对 人 类 的

影响等三个 方 面 的 内 容，作 为 辩 证 逻 辑 和 科 学

逻辑研究 的 新 材 料。他 在 题 为“辩 证 逻 辑 研 究

的新材料”的报告中对此做了精要概括：首先指

出，我国的辩 证 逻 辑 研 究 有 过 两 个 比 较 活 跃 的

时期：一个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６０年代初

期，他称之为“把辩证逻辑说起来”时期；一个是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他称之为“把辩证逻

辑树起来”时期。现在到了“把辩证逻辑强起来

的”的时代，不过需要聚集人才和添加新材料这

两个条件。从事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研究的学

者，素以将辩 证 逻 辑 与 科 学 方 法 论 一 体 化 为 特

色。日本物理 学 家 武 谷 三 男 明 确 指 出，量 子 力

学具有高度辩证的结构，要理解这种结构，唯有

依靠辩证逻 辑，原 先 的 形 式 逻 辑 已 经 跟 不 上 时

代了。作为辩 证 逻 辑 研 究 会 前 会 长 的 梁 庆 寅，

确实 富 有 学 术 敏 感 性，他 敏 锐 地 察 觉 到，２０世

纪量子革命 还 具 有 后 续 效 应。他 指 出，量 子 理

论中的“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和“量子纠缠”

等三个 原 理 意 义 重 大。虽 然 这 些 材 料 是 过 去

的，但是随着我国量子卫星发射成功，量子科学

引起了新的 关 注，最 近 两 年 量 子 纠 缠 甚 至 成 为

热议的话题，辩证逻辑、科学逻辑应当关注和研

究其中的科学和哲学问题。

此外，晋 荣 东 教 授 在 题 为“略 论 冯 契 未 刊

《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对辩

证逻辑若干问 题 的 探 索”的 报 告 中 指 出，《辩 证

唯物主义讲授记录稿》是冯契先生１９５６年２月

至１９５７年５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课记录，迄

今尚未收入《冯 契 文 集》（增 订 版）。因 此，这 是

一份十分珍 贵 的 历 史 资 料，为 辩 证 逻 辑 与 科 学

逻辑研究范 围 的 进 一 步 拓 展，提 供 了 新 的 研 究

材料。值得注意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讲授记

录稿》中，冯契先生对辩证逻辑的若干问题进行

了初步探讨，堪称后来“智慧说三篇”之《逻辑思

维的辩证法》的滥觞。

其次，科学逻 辑 与 辩 证 逻 辑 在 形 式 化 方 面

也取得了新的突破。辩证逻辑形式化取得初步

成功 是 在 全 国 第 二 届 辩 证 逻 辑 会 议（昆 明，

１９８２）上，林邦 瑾 教 授 在 他 的“一 个 矛 盾 命 题 的

无矛盾形式”报 告 中，具 体 运 用 集 合 论、极 限 论

（微 积 分）与 衍 推 逻 辑（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　ｌｏｇｉｃ）的 工

具，对“物体在同一瞬间既在同一个地方又不在

同一个地方”［１］这 一 论 断 做 了 精 确 刻 画。时 隔

３０多年之后，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科学哲学与逻

辑的学科带头人，万小龙教授在题为“论辩证逻

辑———兼与杜国 平 研 究 员 和 邓 晓 芒 教 授 商 榷”

的主题报告 中，展 示 了 他 在 新 逻 辑 的 开 拓 研 究

以及在多种非经典逻辑的统一性研究上的创新

力度。他吸收了杜国平教授“哲思逻辑”句法系

统的突出优 点，并 且 能 解 读 出 文 本 原 作 者 可 能

尚未充分认 识 到 的 深 刻 意 义。关 键 在 于，杜 国

平把“辩证否定”颇具创造性地表达为两种等价

的特别叠置 形 式：一 是 经 典 否 定 与 次 协 调 否 定

的叠置；二是直觉主义否定与经典否定的叠置。

万小龙教授 惊 奇 地 发 现，其 实 这 正 是 辩 证 法 的

“否定之否定”在 逻 辑 句 法 上 的 合 理 表 述，而 在

原则上有别于通常的“双重否定”（非非Ａ又等

于Ａ，简单回复到原来的起点）。

经过万小龙 教 授 的 系 统 化 改 造、阐 述 和 提

升，使得让一 般 人 感 到“云 里 雾 里”的 黑 格 尔 式

的思辨辩证 法，能 够 转 换 成 有 句 法 可 依 的 有 效

推理。正因为 如 此，很 有 可 能，它 标 志 着“辩 证

逻辑形式 化”的 一 种 突 破 性 进 展。万 小 龙 教 授

认为，基于在 各 种 基 础 理 论 中 普 遍 存 在 的 更 为

基础问题（辩 证 性、整 体 性 和 不 确 定 性）及 其 双

重缠绕而创立的基础之基础理论（即基础ＩＩＩ理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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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ＳＴＲＦ），可给出“哲思逻辑”和辩证逻辑更加

普遍和深 入 的 理 解，包 括 对 辩 证 矛 盾、概 念 流

变、自否定 和 质 量 互 变 等 的 新 认 识。尤 其 是 有

深度地表达“辩 证 法 既 是 严 格 推 理 的 逻 辑 也 是

自身内在矛盾运动的逻辑”：每个“否定之否定”

过程整体上 都 是 一 次 有 效 推 理 过 程，这 与 科 学

性的演绎一 致，但 辩 证 法 揭 示 了 每 个 有 效 推 理

过程其实都是由两个不同否定的子过程所组合

形成的超越 一 般 演 绎 思 维 的 精 细 机 构：结 构 中

的经典否定完备表达了逻辑二分本性的自否定

形式；次协调 否 定 或 直 觉 主 义 否 定 表 达 对 立 统

一的 广 义 辩 证 矛 盾 性。次 协 调 逻 辑 的 创 立

者———巴西学者达·科斯塔（Ｎ．ｄａ　Ｃｏｓｔａ）及其

中外追随者通过对辩证逻辑中对立统一规律结

构的形式化研究，自１９６０年代以来不断构造着

各种次协调的辩证逻辑命题系统［２］。由于创新

力度极大，一 些 惊 人 的 影 响 力 需 要 逐 步 显 示 和

展开，慢慢体 会，而 他 自 己 也 在 不 断 改 进、精 炼

和提升。

内蒙古师范大学林田博士与武汉大学桂起

权教授合作 研 究 了“辩 证 逻 辑 形 式 化 的 哲 学 问

题”的课题。桂 教 授 多 年 的 研 究 方 向 是 辩 证 逻

辑的形式化，也就是如何将某种“辩证”，即非形

式论证过程转化成有穷描述的形式刻画。林田

认为，该形式系统的主要特色表现为兼有“次协

调性”（容纳“不平庸的 矛 盾”）、“模 糊 性”（并 非

“非此即 彼”）以 及“相 干 性”（前 后 件 不 可 不 相

干）等几种 非 经 典 逻 辑 的 整 合。按 照 桂 起 权 教

授主张的弱纲领，在新辩证逻辑中，经典逻辑的

核心规律（如矛 盾 论）及 相 关 重 要 规 则（如 司 各

特规则）可以弱化或者其普适性可能受限制［３］。

他还指出，理 解“辩 证 逻 辑 形 式 化”的 核 心 问 题

在于，既要将 非 形 式 的“论 证”与 形 式 系 统 分 开

处理，同时 又 要 把 狭 义 与 广 义 理 解 分 开。狭 义

的辩证逻辑，可以限制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否

定之否 定、“正－反－合”的 知 识 发 现 模 式 等。

它可以被借助于次协调逻辑、模糊逻辑、相干逻

辑等形式化 手 段，构 造 一 个 关 于 辩 证 法 性 质 有

穷的形式刻画。广义的辩证逻辑，则可以上溯、

回归至苏格 拉 底 式 的 辩 证 法（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即“通

过论辩来证明真理的方法”（所以被翻译为辩－
证－法），也 就 是“论 辩 术 的 辩 证 逻 辑”，它 可 以

看作一般意义 上 的“哲 学 论 证”，包 含 着 远 比 黑

格尔辩证法更丰富的内涵。我们在文中同样列

出了其他国内外学者对于不同类型的“论证”的

逻辑化尝试。这些论证系统同样构成辩证逻辑

家族的成 员———这 就 体 现 了 我 们 所 说 的 对“辩

证性”的广义理 解。当 然“形 式 化”的 重 中 之 重

应当是对实际论证模式的一些核心概念及其性

质构造进行有穷的形式描述。

与此 直 接 相 关，桂 起 权 教 授 于２０１９年１２
月９日在首都师范大学为“语言智能研究室”的

博士团队做了“次协调逻辑的顶层设计思想”的

讲座，他从逻辑哲学的高度强调“逻辑的对应原

理”在开拓 次 协 调 逻 辑 时 的 导 向 作 用。他 提 出

“逻辑的对应原 理”是 对 玻 尔 的“物 理 学 对 应 原

理”所做的大 胆 推 广，并 且 提 升 为“多 种 非 经 典

逻辑的通 用 原 理”［４］。次 协 调 逻 辑 的 特 异 性 聚

焦于“若虚设矛盾律，则归谬律成立”之一公理，

从而“司各脱规则”失去普遍有效性，容纳“不平

庸矛盾”成为可能。经典逻辑退居于特例地位，

次协调逻辑 成 为 更 普 遍 的 情 况。一 般 来 说，按

照“逻辑对应 原 理”的 指 引，尽 管 经 典 逻 辑 原 有

的强的公理 和 推 理 规 则 已 经 失 效，然 而 对 应 的

弱化的公理 和 推 理 规 则 继 续 有 效，推 理 仍 然 有

法可依［５］。这 是 一 种 新 的 逻 辑 哲 学 思 想，对 开

拓新的非经典逻辑具有发现作用。

如何将 辩 证 逻 辑 与 科 学 逻 辑 研 究 有 效 交

叉，陶文楼教 授 在 题 为“辩 证 逻 辑、科 学 逻 辑 的

创新机制与 目 标”的 报 告（南 京 会 议，２０１８）中，

给我们指出 了 思 考 的 方 向。他 认 为，辩 证 逻 辑

与科学逻辑 的 本 质 是 创 新，应 从 机 制 与 目 标 这

两个方面展 开 讨 论。从 创 新 机 制 来 看，辩 证 逻

辑的创新是从辩证思维的具有矛盾性的概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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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而科学 逻 辑 的 创 新 是 从 具 有 矛 盾 性 的 科

学问题出发的，这也是创新思维的起点，这是第

一步；在认清与把握矛盾问题的基础上，辩证逻

辑与科学逻 辑 的 创 新 机 制 的 要 求 是：提 出 创 新

的假说、并加 以 科 学 的 验 证，这 是 第 二 步；辩 证

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创新及其成果也是不断进步

发展的，如何 推 动 这 种 发 展 是 研 究 机 制 的 第 三

步。因此，创新目标、创新科学体系、科学理论、

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即是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

的创新目的。陶文楼教授属于倡导科学逻辑与

辩证逻辑的 第 一 梯 队（始 于１９８０年 代 初）的 成

员，因此他对 两 种 逻 辑 研 究 相 互 渗 透 的 内 在 化

和一体化的过程了如指掌。

　　二、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逻辑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

展，人工智能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

当面临唯理论困境以及新经验论一味强调数据

经验，而忽视甚至抹杀因果关系［６］，无暇关注人

类的能动性时，人工智能发展该如何扭转：要么

只顾及逻辑 演 绎，要 么 钟 情 于 数 据 相 关 性 的 局

面，从辩证逻 辑 与 科 学 逻 辑 视 角 着 手 似 乎 是 个

出路。作为计 算 机 人 工 智 能 专 家，何 华 灿 教 授

的研究表明，辩 证 逻 辑 已 经 成 为 人 工 智 能 研 究

者内在的客 观 需 要，数 理 逻 辑 的 原 有 形 式 已 经

不够用了。何 华 灿 在 他 题 为“数 理 辩 证 命 题 逻

辑及其在智能科学中的应用”的报告中，围绕现

今的人工智 能 何 以 会 失 去 可 解 释 性、从 刚 性 信

息处理到柔性信息处理的扩张过程和已有结果

以及确保智能信息处理过程和结果的可解释性

等三个方面，通 过 逐 步 开 放 各 种 逻 辑 要 素 的 非

此即彼性约 束，建 立 一 个 完 整 的 数 理 逻 辑 辩 证

命题逻辑理论体系（简称为柔性命题逻辑）。这

一理论体系 的 建 立，对 于 目 前 关 于 辩 证 逻 辑 是

否真实存在，有什么应用价值，形式逻辑与辩证

逻辑是什么 关 系，逻 辑 矛 盾 与 辩 证 矛 盾 是 什 么

关系，辩证逻 辑 能 否 数 学 化 成 为 数 理 逻 辑 辩 证

逻辑等哲学层面的争论及其可能的解决办法提

供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和好的思路。

周宁宁在 题 为“智 能 的 逻 辑 基 础 探 索———

兼论智能机器模型”的报告中，从“人工智能”这

个术语出发，指出人工智能自１９５６年被正式使

用以来，已形成一个令众多学者感兴趣的学科，

表现在两个 方 面：一 是 研 究 和 总 结 人 类 思 维 的

普遍规律，二是用计算机模拟这些规律的实现。

她认为，人工智能的主要特征是“用电脑模拟人

脑”，“完成需要人类智力的任务”，因此，人工智

能所取得有 影 响 的 成 果 无 一 不 与 计 算 机 有 关。

接下来，她从计算机的基本行为、人工智能的基

本行为和智 能 机 器 模 型 研 究 三 个 方 面，对 通 用

计算机的极小指令集、Ｉ５的逻辑描述、智力与人

工智能展开 论 述，通 过 分 析 计 算 机 所 具 有 的 功

能是否能够 模 拟 所 有 的 人 类 智 力 这 一 问 题，认

为需要对计 算 机 的 功 能 进 行 深 入 研 究，并 对 人

类智力进行界定及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之后

才能得到答 案。她 进 一 步 指 出，在 存 在 人 类 智

力表示的前 提 下，计 算 机 只 能 模 拟 解 决 部 分 人

类智力问题。由于图灵机器与计算机之间的主

要区别在于，前 者 具 有 用 于 解 决 问 题 的 无 限 大

的存储空间 和 无 限 多 的 时 间，因 此 从 功 能 角 度

看，图灵 机 器 意 义 下 的 计 算 包 含 于 人 类 智 力。

人们采用建立计算模型的方法描述计算和可计

算性，常用的计算模型是图灵机，图灵机是由一

条带、一个 读 写 头 和 一 个 控 制 器 组 成。由 于 计

算机基本行 为 属 于 逻 辑 演 算，又 由 于 图 灵 机 器

与计算机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具有用于解

决问题的无 限 大 存 储 空 间 和 无 限 多 的 时 间，因

此图灵机器的基本行为也属于逻辑演算。智能

机模型、智能机体系结构、智能机＝图灵机？她

指出有关逻 辑 的 研 究 路 径，认 为 计 算 机 基 本 行

为属于经典逻辑演算。从已解决的人工智能问

题看，人工智能的基本行为属于经典逻辑演算；

人类智力未 必 都 能 由 计 算 机 实 现；基 于 图 灵 机

的三种智能机模型及智能机的结构以及非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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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在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中将大有作为。

大数据为人工智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技术支 持，但 就 智 能 体 设 计 上，科 学 哲 学／

科学逻辑中的推理问题、逻辑悖论、计算与表征

等，在一 定 程 度 上 拓 宽 了 进 一 步 思 考 的 空 间。

此次会议，有学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形

成了系 列 看 法。上 海 理 工 大 学 赵 梦 媛 在 题 为

“认知神经科学中神经层次的反向推理”的报告

中认为，随着功能神经成像技术的广泛应用，认

知神经科学家越来越多地运用反向推理策略来

建立和评价各种认知假说。科学哲学家们在讨

论反向推理的性质时多把反向推理当作演绎或

者归纳，企图 从 有 效 性 和 可 靠 性 角 度 来 分 析 反

向推理的合 理 性。分 析 表 明，这 个 做 法 是 失 败

的，因为反向推理中演绎和归纳交织在一起，同

时还要参照 其 他 认 识 论 价 值 标 准，应 当 被 理 解

成一种溯因推理。反向推理作为溯因推理不仅

对形成新假 说 有 启 发 作 用，也 能 够 以 最 佳 解 释

推理的形式对竞争假说做出筛选。

就逻辑悖论 与 计 算 表 征 的 相 关 讨 论，扬 州

大学的刘辰与浙江水利大学的徐康分别在题为

“黎曼猜想、可计算性与逻辑悖论”和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ｅｘ－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ｔｏｎｉｃｉｔｙ（“更新加强外延与单

调性的辩论框架”）的报告中进行了阐述。刘辰

简单描述黎 曼 猜 想 走 进 公 众 视 野 的 历 程，认 为

黎曼猜想作 为 著 名 的 世 界 七 大 数 学 难 题 之 一，

对它的猜想的证明或者证伪都与可计算性存在

着不可分割 的 联 系，进 而 与 逻 辑 悖 论 之 间 也 构

成一种“特殊”的 间 接 联 系，我 们 正 是 在 解 读 黎

曼猜想的过 程 中，将 其 与 可 计 算 性 以 及 逻 辑 悖

论的关系予以呈现。其实早在１９８７年，桂起权

教授就认为，“悖论问题对推进辩证逻辑研究是

十分有意义 的”，“对 于 悖 论 结 构 的 精 细 的 逻 辑

分析，不仅不妨害辩证逻辑，而且是有益于辩证

逻辑的”［６－７］，他把悖论比作“思想的铲子”，明确

指出“悖论 具 有 挖 掘 背 景 知 识 中 错 误 预 设 的 方

法论功效”［８］。徐 康 则 指 出 形 式 论 证 在 知 识 表

征与推理中的 研 究 十 分 活 跃，过 去２０年，人 们

广泛研究了Ｄｕｎｇ的抽象论辩理论中的论辩语

义、算法、计算 复 杂 性 以 及 动 力 等，其 中 论 辩 的

动力研究相 对 滞 后，之 后 对 相 关 的 研 究 动 态 做

了简要介绍和评论。

浙江大学的 洪 峥 在 题 为“汉 语 隐 喻 的 逻 辑

表征与认知计算”的报告中认为，隐喻问题是语

言哲学、科学哲学、人工智能研究等多种学科的

前沿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洪峥从合作博弈

和政府理论两种方案的优劣以及从句法到语用

的隐喻真值 条 件 出 发，指 出 在 逻 辑 语 义 学 的 传

统中，语法和语义的生成满足组合性原则，且在

生成过程中 一 一 对 应。但 对 于 隐 喻 句 而 言，这

种句法－语义的对应生成会产生困难，当 按 照

通常的做法 给 出 句 法 和 语 义 时，只 能 得 到 语 句

的字面意义，而 这 显 然 不 是 语 句 真 正 想 要 表 达

的意思。因此需要另一种范畴组合方式实现隐

喻语义的生成，也就是说，隐喻语句应当归属于

不同的范畴，赋予特有的标记，从而得到识别。

　　三、逻辑理论与应用

围绕科学逻 辑 与 辩 证 逻 辑 的 发 展，也 进 一

步形成了与 其 关 联 紧 密 的 分 析 哲 学、逻 辑 哲 学

以及推理方面的新思考。河北大学的张燕京教

授指出，弗雷 格 的 函 数 与 自 变 元 理 论 是 他 所 开

创的分析哲 学 方 法 的 起 点 和 思 想 来 源，它 打 破

了传统逻辑 对 于 句 子 的 主 谓 词 分 析 模 式，提 供

了函数与自变元的分析模式，借助于数学类比，

弗雷格为数理逻辑、语言哲学、数学哲学研究创

建了一种 全 新 的 分 析 方 法。张 燕 京 教 授 在“分

析哲学与逻辑分析———弗雷格的函数与自变元

思想”的报 告 中 对 此 进 行 了 详 细 阐 述。南 京 大

学的潘天群教授是一位在逻辑方面富有开拓创

新精神的学者，他 是“怀 疑 逻 辑”与“希 望 逻 辑”

的开拓者。他在题为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命题的经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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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的报 告 中 指 出，演 算 系 统 可 以 在 给 定 基

本命题经验 内 容 值 的 情 况 下，通 过 一 个 复 合 命

题的经验内容值计算出来。通过规定基本命题

具有一组经 验 内 容 的 值，来 探 寻 直 言 命 题 的 经

验内容的值，演 算 系 统 并 非 一 种 以 概 率 为 基 础

的系统，它及 其 规 定 可 以 为 科 学 理 论 的 比 较 提

供一种新的视角。

江南大学的 潘 正 华 教 授 做 了 题 为“模 糊 知

识中的不同否定及其逻辑与集合基础”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 指 出，当 今 人 类 关 于 知 识 的 认 识 与

研究已不是 停 留 在 哲 学 思 辨 的 层 次，而 是 进 入

计算机处理知识的时代。在知识处理研究领域

中，客观存在大量的含有模糊概念、具有模糊性

特征的知识，这 些 知 识 以 及 它 们 的 否 定 都 体 现

了模糊性。如 何 刻 画、处 理 具 有“否 定 性”的 知

识是既基本 而 又 困 难 的 问 题。因 此，在 知 识 处

理领域中存 在 一 种 认 为 正 信 息 为 基 础，否 定 信

息为派生出 来 的 偏 执 认 识，其 后 果 是 会 忽 略 否

定信息的价 值 和 作 用。为 此，应 当 从 概 念 论 的

角度讲，概念的形成的确是在有了正概念之后，

才产生出它 的 否 定 概 念，但 两 者 的 作 用 和 地 位

是同等 的，否 定 概 念 扮 演 了 一 个 特 殊 的 角 色。

所以在任何 知 识 处 理 领 域 中，否 定 信 息 与 正 信

息具有同 等 的 价 值。潘 正 华 在 论 文 中 关 于“否

定性信息”在 计 算 机 处 理 中 具 有 逻 辑 上 独 特 地

位的论述，极有新意，对认知科学哲学也具有启

发价值。

在科学 逻 辑 与 辩 证 逻 辑 范 畴 探 讨 推 理 问

题，也成为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在题为“皮尔

士溯因推理的合理性研究”的报告中，天津工业

大学黄闪闪 认 为，皮 尔 士 把 溯 因 当 作 引 入 新 观

念的唯一推 理 模 型，也 是 一 种 广 泛 适 用 的 科 学

方法论。生成 性 解 释、辩 护 性 解 释 和 追 求 性 解

释是溯因推 理 的 三 种 解 释 模 式，它 们 凸 显 了 其

在科学探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溯因存在一致

性循环论证和推理非有效性等问题。说明功效

在ＩＢＥ中的运用对溯因 的 启 发、背 景 知 识 在 溯

因推理中的不可或缺以及溯因推理在人工智能

中的实际应 用，为 溯 因 推 理 的 合 理 性 提 供 了 多

视角的可能辩护。西南财经大学吴晓静在题为

“推理的广义概念———推理理论的基本问题”的

报告中首先阐述了拉尔夫·约翰逊对推理理论

研究的看法。拉 尔 夫·约 翰 逊 指 出，推 理 理 论

的研究是哲 学 领 域 亟 待 填 补 的 空 白，它 对 推 理

概念本身的探讨是推理理论研究中至关重要的

基本问题。其 次，她 阐 述 了 目 前 学 者 对 这 个 概

念的各种用法并试图解释推理与论证之间的概

念混淆，为了澄清推理的概念，她从形式逻辑研

究抽象推理形式的角度和非形式逻辑研究真实

推理的具体 特 征 进 行 论 述，提 出 了 一 个 相 对 广

义的推理概 念，以 涵 盖 更 多 推 理 理 论 研 究 以 便

探讨理论内 涵。最 后，她 指 出 了 推 理 理 论 研 究

的重要意义。

此外，中国传 统 思 维 方 式 的 当 代 价 值 以 及

对逻辑的批 判 方 面，杨 武 金 教 授 和 金 立 教 授 分

别给出了他们的解释。杨武金教授对墨经有过

深入研究，他 在 题 为“拒 斥 与 接 纳：墨 家 论 悖 及

其解决方案”的报告中揭示了人们在行为上、思

想上或言辞 上 的 各 种 悖 谬 现 象 分 析，分 析 了 墨

家拒斥悖论的基本方法———“推”和接纳悖论的

“同异交得”法，认 为 从 中 可 以 看 出 墨 家 对 待 悖

论的基本态 度，从 而 能 够 更 好 地 来 看 待 墨 家 逻

辑的基本性 质，同 时 也 可 以 为 我 们 今 天 认 识 悖

论、解决辩 证 思 维 的 问 题 提 供 新 的 思 路。金 立

教授题为“奈 伊 逻 辑 女 性 主 义 思 想 及 其 评 价 与

思考———读安德里亚·奈伊《权力话语：女性主

义视角下 的 逻 辑 史》”的 报 告，则 另 有 特 色。她

围绕奈伊的核心思想和评价以及奈伊思想所引

发的思考这 三 个 方 面 进 行 了 阐 述。她 认 为，奈

伊对逻辑的 批 判 带 有 女 性 主 义 的 激 进 色 彩，其

观点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逻辑学家甚至女权主

义者的双重批判，其根本原因在于：批判逻辑本

身却必须建 立 在 一 定 的 逻 辑 基 础 之 上，不 存 在

纯粹意义的“反逻辑”。但是，无法否认，以上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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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以及批判的批判无论对逻辑学还是对女性群

体都具有重 要 的 现 实 意 义，促 使 我 们 不 得 不 厘

清逻辑、理性与女权主义之间的内在关联，有助

于建立科学 的 逻 辑 观，更 好 的 发 挥 逻 辑 在 认 知

领域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和工具性作用。

　　四、科学思维方式

２０１８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及“真理标准大

讨论”的４０周 年，逻 辑 思 维 方 法 在 改 革 开 放 大

潮中对于活跃人们的思想有重要意义。认识科

学思维，首先要弄清楚思维科学的研究对象、目

的、任务和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方式和方法。重

视和加强新 时 代 思 维 方 式 的 研 究，应 用 科 学 思

维认识和处 理 各 种 问 题，通 过 实 践 活 动 使 之 转

化为物质的生产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最

终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东华大学贺善侃教授指

出，“互联网思维”和“跨界思维”构成了“新时代

新思维的辩证思维分析（二则）”。在他看来，互

联网思维是 人 对 全 生 态 重 新 审 视 的 思 考 方 式，

实质上是一种拓展了的辩证思维，主要表现为：

一是从个体 思 维 向 社 会 思 维 和 群 体 思 维 拓 展；

二是从理论思维向情感思维拓展。跨界思维的

核心在于“跨界”，即敢于、善于全面跨越各种事

物界限的视 野 和 思 维 能 力，其 实 质 是 辩 证 思 维

的又一种 新 形 态。施 恩 亚 教 授 则 在 题 为“理 论

思维活力无量改革开放乘风破浪———关于构筑

伟大梦想征 程 中 理 论 与 实 践 问 题 的 逻 辑 思 考”

的主题报告中 指 出，应 从 恩 格 斯 的“理 论 思 维”

引申出“广义 的 逻 辑 思 维”，进 而 引 发 出 依 赖 于

广义逻辑思 维 而 建 立 的 科 学 理 论，并 以 此 为 根

基，阐释革命理论与革命运动的关系，即理论与

实践的关系，将 中 国 化 的 马 克 思 主 义 指 导 中 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突显“理论思维活力

无量，改革开放乘风破浪”的思考主旨。

总的来说，关 于 科 学 逻 辑 与 辩 证 逻 辑 研 究

的新路子和 精 彩 思 想 层 出 不 穷，呈 现 出 百 花 盛

开的态势，我 们 应 当 以 开 放 的 心 态 关 注 这 些 新

的研究进路以及新的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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