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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与科学方法论的多维度探究
———读《逻辑、方法与创新》

黄华新，洪峥怡

（浙江大学 逻辑与认知研究所，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规律和推理的有效性。注重逻辑的思考方式将为实践提供有力的方法论指
导，重视推理形式的综合运用有助于人们从已知正确地通达未知，从而实现思维的创新。形式逻辑、辩证
逻辑、科学逻辑从各自视角出发对思维规律、形式和方法的探索为人类的科学活动与日常生活提供了有
益的指引。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出版的《逻辑、方法与创新》一书，收录了张巨青先生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

９０年代的３４篇文章，凝聚着先生四十余年逻辑生涯中的一系列思考和创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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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多元发展格局下的“大逻辑观”

在逻辑的“多元化”发展已成为逻辑学界主
流的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无疑是一种非混沌的、

尽可能层级分明、架构清晰的“大逻辑观”［１］。
《逻辑、方法与创新》一书包含了张巨青先生对
演绎逻辑、归纳逻辑、类比逻辑等在内的广义逻
辑的理解和应用，该书主编任定成教授在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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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排这些论文时，按其研究领域的变化将其划
分为普通逻辑、辩证逻辑、科学方法论、科学逻
辑和邓小平治国方略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科学方法论。科学假说是科学
研究的引导，对研究方向的把握有着深刻的意
义。作者详细探讨了假说的形成、内容结构、意
义、标准等，揭示了其方法论价值。此外，作者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审视当代西方科学方法论
的演变趋势，对其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概括和梳
理，通过介绍预设主义逻辑模型、相对主义逻辑
模型和逻辑与历史结合模型，对西方各派方法
论的成就与兴衰的缘由作出了理论概括和系统
评估，总结出当代日益呈现出的从静态到动态、

从规范性研究到描述性研究、逻辑与历史相统
一的研究趋势［２］。

第二部分为普通逻辑。该部分集中回答了
逻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通过重新审视亚里
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对其研究对象、推理方
式进行了新的分析；在《论推理与正确推理形
式》一文中阐述了对逻辑推演的真实性和正确
性问题的独到见解；在《论归纳划类推理与对比
鉴别推理》一文中指出了在认知的实际过程中
往往会遇到一些复杂情形，这些情形既不能得
出“所有Ｓ都是Ｐ”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地归纳
为“有Ｓ是Ｐ”，此时不完全归纳推理的解释力
过弱，需要使用归纳划类推理。归纳划类推理
对进一步探讨事物间的内在规律至关重要，它
展示了“个别－特殊－一般”的相互关系，有助
于人们认识“自然之网”不同层次的类属关系。

第三部分为辩证逻辑。作者认为，辩证逻
辑就是研究人们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思维运动
发展的形式及其规律的学说。他考察了辩证逻
辑和形式逻辑的联系，指出两者都以思维及其
规律为研究对象，都是作为认识方法的知识。

但辩证逻辑又与形式逻辑不同，辩证逻辑以变
量为研究对象，探讨认识发展深化过程中的思
维形式，因此不能只限于考察既成的、凝固的、

间断的认识成果，而必须对整个认识的历史进

程给予概括和总结，其价值在于揭示各种判断
形式和推理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把握它们的
发展和转化。在这一意义上，逻辑与辩证法、认
识论有着深刻的统一性［３］。

第四部分为科学逻辑。科学逻辑以科学的
认识活动为研究对象，论述科学研究活动的模
式及其规则（作为评判科学活动合理性的标
准）。在本书中，作者对科学逻辑的定义和可建
立性、科学理论正确度的评估、理论的证伪、科
学知识的增长等议题作了详尽的梳理和阐述，

推进了科学理论发现方法、检验方法和发展方
法的研究。人类的科学活动是历史发展的，理
论思维与科学研究的方法也是历史发展的，存
在着明显的变化。科学作为理性活动的代表，

其基本特征是整体、流动、统一、具体地研究被
认识的对象。作者以科学史上的电磁理论、量
子力学等经典理论的提出为例，解释了西方学
术界正在涌现的具有辩证倾向的“系统哲学”思
潮对“逻辑原子论”倾向的“分析哲学”的冲击，

说明了辩证思维的方法论是探讨哲学与各学科
发展的产物，是对世界和历史的总结，是对人类
社会一切优秀科学与文化成就的概括。

第五部分为邓小平治国方略解读，该部分
收录的文章从方法论的不同角度对邓小平理论
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阐述。

　　二、“大逻辑观”的方法论特色

（一）贯彻唯物辩证法思想
对唯物辩证法思想的理解和贯彻是全书最

鲜明的特色。对立统一观点、普遍联系观点、事
物运动变化发展观点都渗透在具体的分析中。

如在逻辑规律或规则的真实性和正确性问
题上，作者认为两者既非同一也非割裂。一方
面必须承认正确推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推
理形式正确，而如果不符合客观的关系，它就是
不正确的”，这样的断言包含着矛盾，等于是说
推理形式既是正确的又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

只有保证逻辑形式的相对独立性，即形式的真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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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不以内容的真假为转移，才能说明反证法和
科学假说的使用是合理的，但也不能因此认为
正确性和真实性是割裂的。逻辑的“式”并非纯
粹空虚的形式，它体现作为推理基础的公理内
容，反映客观实在关系与之符合。与很多学者
认为的逻辑规则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不同，作者
提出推理形式与前提内容有着依赖关系，如果
没有具体内容真实性的保障，推理形式就不可
能在人们的思维中被普遍地固定下来，也就不
可能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规律或规则。

另外，实质蕴涵实际上对这种关系作了很
好的诠释。一方面，蕴涵式并不强制要求前件
为真，当前件为假时，蕴涵式平凡成立，不以前
件的真实性为转移；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平凡为
真的情况使前提与结论之间的真假关系失去了
必然的联系，结论不再提供有效的信息。这说
明逻辑规律与正确推理形式，按其本性是要求
前提为真的［４］。类似地，在科学逻辑中，科学方
法对于科学理论内容而言也具有相对独立性，

科学方法具有相对统一性，存在共同的逻辑模
式，但它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先验产物，而是在科
学实践过程中与科学理论一起产生的。

用联系的观点看，辩证法、认识论和辩证逻
辑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辩
证逻辑的规律和范畴是辩证法规律在思维中的
表现，而辩证法本身的规律、范畴都是通过逻辑
思维概括、提炼并表述的。认识论研究和揭示
人的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其中从感性
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中，用到的概念、范畴、

规律，就是逻辑。

科学逻辑中也渗透着辩证逻辑的思想，作
者认为科学逻辑应该将对静态科学理论和动态
科学理论的研究结合，且以后者为主。通过对
静态理论结构进行逻辑分析，能实现对科学活
动最基本方式的细致了解，而通过研究动态理
论，对发现过程、检验过程及发展过程的思维方
式、方法作出动态分析，才能了解实际科学活动
的具体路径［５］。由此，作者赞同恩格斯的看法，

认为辩证逻辑是“变数”的逻辑，是流动范畴的
逻辑。

（二）重视逻辑的实际指导意义

作者对现实的指导性价值的追求体现在内
外两个方面。一是逻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作

者涉猎广泛，视野开阔，在文中善于援引大量案
例来解释不同类型的推理或佐证提出的观点，

涉及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哲学、经济等各个
领域。例如，在探讨假说时，就以行星起源陨石

论、外星生命存在论、相对论、进化论、元素周期
律、唯物史观等为例，直观地呈现假说的内容结

构、支配假说的世界观、假说产生的过程等。这
些例子的使用不但清晰地佐证了文中所提观

点，而且将逻辑与各学科联系在一起，使逻辑方
法与科学思维相互渗透的观点更有说服力。

二是关于逻辑自身的内部研究。相较于演
绎推理和完全归纳推理，不完全归纳推理和类

比推理能推出真正的“新知”，作者对此也更有
兴趣。将一些基本概念进行区分和对比的同

时，在把握普遍性的基础上，结合日常生活和科
学研究的实际，对两类推理的一些特殊情况给

予了充分的关注。如归纳推理的一种特殊情况
是归纳划类推理：

Ｓ１是Ｐ
Ｓ２是 Ｑ
Ｓ３是 Ｒ
Ｓ４是Ｐ
Ｓ５是 Ｑ
Ｓ６是 Ｒ
……

Ｓ１，Ｓ２，Ｓ３，Ｓ４，Ｓ５，Ｓ６……是Ｓ类的部分对象

所以，所有Ｓ或是Ｐ或是Ｑ或是Ｒ

这里的结论同样是通过归纳得到的，是由
个体具有某些共性推出类具有某些性质。但与
通常的归纳不同，这些类性质并不是被研究的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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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共同具有的，而依旧是特殊性质。这种归
纳划类推理对于进一步探讨对象间的内在规律
性来说，是必要的基础性工作。这里的处理与
常规的归纳推理并不冲突，主项仍然是从个体
到类的归纳，在单调的系统中，把每个谓项变为

ＰＶＱＶＲ并不会改变真值，这样就回到了归纳
推理的一般情况。

类比推理的本质是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
联系的结构以及基于这种联系的推理问题一直
是逻辑学、心理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

Ｇｅｎｔｎｅｒ提出结构映射理论（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ａｐ－
ｐ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类比中最关键因素是类比
源与类比目标之间的联系。要实现这种联系，
必须具备结构连续性、关系中心性、系统性［６］；

Ｈｏｌｙｏａｋ　＆ Ｔｈａｇａｒｄ 提 出 多 重 约 束 理 论
（Ｍｕｌｔｉ－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ｈｅｏｒｙ），认为类比是在相似
性约束、结构性约束和目标约束的共同作用下
形成的［７］。该书中，作者介绍了不同的分类方
式，并对其中的每一类型进行了分析。类似于
对归纳推理的分析，作者也对类比进行了扩展，
介绍了对比鉴别推理：

Ａ类的已知对象具有属性ａ，ｂ，ｃ，ｄ
被考察的Ｂ对象具有属性ａ，ｂ，ｃ，－

所以，被考察的Ｂ对象不属于Ａ类

这种推理作为类比推理的一种变种，比较
被考察的对象与某类的已知对象，两者既有一
系列相同属性，又在另一属性上存在差异，由此
得出对象不属于某类的结论。这种鉴别推理的
关键是找出作为对象标记的属性，而对这种标
记的寻找正是许多科学探索的目标所在。

（三）独具特色的大逻辑观
在《逻辑是历史发展的科学》一文中，作者

用历史发展的观点，考察形式逻辑、科学逻辑和
辩证逻辑这三个不同类型的逻辑，阐述了独具
特色的大逻辑观。作者明确指出逻辑的类型不
是唯一的，它既包括形式逻辑，也包括科学逻辑

和辩证逻辑。但无论形式逻辑或非形式逻辑，
凡逻辑都是关于科学方法的理论，都是一门研
究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

从历史的角度看，同时并存着多种不同的
逻辑类型，它们有各自的演变过程［８］，并非是一
成不变的“永恒真理”。纵观形式逻辑的发展，
自从莱布尼兹提出逻辑数学化的革新思想以
后，形式逻辑开始由古典形态向更为精确和严
密的数理逻辑发展。之后，逻辑学家们又在修
正和拓展经典数理逻辑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
多的非经典逻辑。

同样地，对属于非形式逻辑的科学逻辑和
辩证逻辑，也应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审视。作
者指出，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经验
科学的方法论问题愈来愈引人关注。辩证法、
归纳法和与之相关的经验科学方法论受到人们
的重视，形成了逻辑学新的研究方向。辩证逻
辑的产生和发展也有其历史必然性，作者以著
名的“芝诺疑难”为例，梳理了一条贯穿辩证逻
辑思想的思考路径。首先，为什么芝诺对运动
疑惑不解？这是因为他发现了运动自身的矛盾
（间断性与非间断性之间的矛盾）。他的错处不
在于发现矛盾，只在于从发现矛盾走向了否认
运动的可能性。可是，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错
误？其认识根源是，芝诺把活生生的运动过程
分割为无穷的部分并进行孤立地考察，正是这
种思维（“悟性”）方法使他以为运动是不可能
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是矛
盾使运动不可能，而是只有辩证思维才能理解
运动。那么，科学家们是否也需要像哲学家这
样思考问题？作者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以
近代物理学对于光的本质的论争为典型案例进
行了分析：物理学家发现光量子的二象性（粒子
性与波动性的矛盾），犹如芝诺发现运动自身的
矛盾一样感到迷惑。其出路只有承认光既具有
粒子性，又具有波动性，它的本质才会是粒子与
波两者矛盾的统一。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量
子力学的创立本身就是对辩证思维的证认。这
恰好启示人们：现代科学的发展，迫切需要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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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作者在阐述自己的逻辑观时，不是将形
式逻辑、科学逻辑、辩证逻辑这三种不同类型的
逻辑机械地罗列出来，而是通过对逻辑历史发
展的考察，来阐明自己综合的大逻辑观，这就使
得他的逻辑观具有深厚的历史感。

　　三、“大逻辑观”的价值意蕴

（一）通四方之论，成一家之言
在对推理、辩证逻辑、科学逻辑等基本概念

的认识上，不同学者都有各自的观点，该书重视
梳理这些争论，并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评判
和想法，既纵观百家，又非人云亦云。

在对一些相似概念进行系统对比的过程
中，读者可以对不同的概念和方法有更清晰地
认识，从而更精确地使用它们。如类比与对比，
两者都是基于比较，但类比重在“识同”，对比则
是“辨异”。这些界定和阐释清晰明了，还频频
具有启发性的创见。其中的很多思想与现代逻
辑重点关注的问题不谋而合，如在探讨推理形
式和推理内容的关系时，作者认为推理形式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归根结底是要作为真实内
容的形式，即正确的推理形式与客观现实是一
致的。这一论断实际上是在说明形式系统和语
义的关系，与要求一个逻辑可靠完全有着内在
一致性。而辩证逻辑中的辩证，体现在突破了
形式逻辑“是非”二分、范畴固定、对象静态的局
限，关注“是否”之间的流动范畴。这也正是诸
多非经典逻辑如多值逻辑、动态逻辑等着力研
究的对象。

（二）来源于科学，服务于科学
逻辑学的研究对象是思维方式，思想来源

于实践，并对实践有着指导作用。该书一方面
通过实例来解释逻辑思维，指出逻辑规律同样
来源于客观现实；另一方面真正做到了让逻辑
研究服务于正确思维方式的引导，并通过阐释
这些思维方式在实际的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应
用，让科学工作者重新审视研究路径，自觉反思
研究中的科学思维方法论，进而从本质上推动
科学研究的良性发展。

该书指出，对于科学逻辑来说非形式的指
导原则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有成效的。在假说
判定的推理中：

如果 Ｈ，那么ｅ１，ｅ２，ｅ３，…，ｅｎ
ｅ１，ｅ２，ｅ３，…，ｅｎ

所以，Ｈ

这一推理形式是无效的，显然实际上也不
能由此推出 Ｈ 为真。这与形式逻辑一致。而
如下这一推理：

如果 Ｈ，那么Ｅ
并非Ｅ（即“Ｅ”假）

所以，非 Ｈ（即“Ｈ”假）

从形式上看它是有效的，但作者认为，同样
不能由此判定 Ｈ 为假。因为科学假说有其特
殊性，一个理论假说刚提出时，往往还存在许多
它尚不能解释的相关事实（异例），或存在排斥
它的事实（反例），如果简单按照上述推论方式
进行证伪，那么很多新的进步的理论假说，从一
开始提出，就被抛弃了。

这其中固然涉及异例和反例是否确实为真
的问题，若这种例子为假，实际上是给了一个错
误前提而导致推理结果错误，不能就此否定推
理形式。但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更切近科学
假说验证实际的解释效果，一些科学理论本身
允许包容一定的特例，而特例也可能随着历史
演进和科学探究而变为非特例。这种不以逻辑
规则为唯一准则的研究，本质上体现的是对普
遍性与特殊性、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关注。

当然，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的思想和逻辑
的严格性、确定性并非天然契合，如何协调二者
关系，使之真正为正确思维提供指导，仍是辩证
逻辑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也会持续地为科学逻辑带来（下转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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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前大环境来看，公共事业领域的公共服务

将成为今后长期的公共治理研究的热门话题。

　　四、结语

在国家治理的重要性不断凸显的情况下，

公共管理视域下的公共治理研究也得到了更加

广泛的关注。本文的研究从治理情境中国家和

政府的主导作用入手，关注公共治理四大研究

议题，即国家治理与行政改革；社会治理与精准

扶贫；政府管理与网络治理；政府职能与环境治

理。伴随着我国治理改革与创新的逐步深入，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公共治理关注的议题主

要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公共

治理理论与实践研究；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逐渐融入公共

治理实践中，催生了公共治理的创新；与民众日

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亟待提高行政效率并

改善公共服务。新时期，我国的公共治理研究

必将进一步繁荣发展，同时也为解决我国治理

改革与创新的“大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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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议题，比如有学者指出的，计算机科学和人
工智能将至少是２１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
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２１世纪逻辑学的新
面貌［９］。该研究集中收录的论文截至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末，当下的问题已发生了很大改变，因
此需要更多学者站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下，用新
的逻辑思想和逻辑工具来回应、观照现实，为人
类的科学研究和社会生活提供新的思维方法论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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