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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逻辑的现代性反思 
 

 晋荣东  
 

  ●从量上说，尽管当代中国学习和掌握逻辑科学尤其是传统逻辑的非逻辑专门人才的数量在

世界上首屈一指，但从质上看，无论是个体层面上逻辑知识向思维能力以及思维能力向行动的转

化，还是社会层面上逻辑的社会化程度与社会的理性化程度，都难以令人满意。  
  ●正是当代中国逻辑这种自外于文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造成了当代中国社会对逻辑科学

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逻辑面临的困境。  
  ●这种反思的实质，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从如何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

法治化、如何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如何培育公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诸方面来反思当代中国逻

辑自身存在的问题，借此切实有效地推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开拓出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

新局面和新境界。 
  在 1978 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明确揭示了逻辑科学在当代中国肩负
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自身需要现代化；另一方面，逻辑教学与研究应为现代化

建设服务。  
  就前一方面的任务来说，通过逻辑工作者的积极探索，加上翻译和借鉴具有现代气息的国外

逻辑教材，当代中国逻辑教学的现代化已取得积极进展，一个包括普通逻辑、一阶逻辑、模态逻

辑、逻辑哲学、中外逻辑史等内容的大学逻辑课程体系初步建立。而在逻辑研究的现代化方面，

逻辑工作者在逻辑演算、归纳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哲学、现代逻辑发展史、现代逻辑的应用研

究等分支领域也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个别成果已达到国际水平。此外，中国逻辑史、西

方逻辑史、因明、辩证逻辑等方面的若干重要成果，也从不同侧面推动了逻辑研究的现代化。总

的来看，尽管与国际水平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正如中国逻辑学会会长张家龙所指出的，“从全

局来说，我国逻辑教学与研究的现代化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就后一方面的任务来说，在较

长的一段时间里，逻辑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途径和方式主要表现为通过逻辑教学训练和提高人们

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过，从量上说，尽管当代中国学习和掌握逻辑科学尤其是传统逻辑的非逻辑

专门人才的数量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从质上看，无论是个体层面上逻辑知识向思维能力以及思

维能力向行动的转化，还是社会层面上逻辑的社会化程度与社会的理性化程度，都难以令人满意。

此外，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当代中国逻辑（包括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为目的的各种逻辑教学）
在整体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困境呢？前辈和时贤的分析往往将其归结为：或是市场经

济大潮的冲击，或是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事实上，逻辑学界对逻辑的工具价值（把逻辑当作

“器”，视其为现代科学各学科的共同基础）的偏爱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关，逻辑为

现代化服务便更多地指向了为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服务，如或者把与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

结合视作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或者强调人工智能的逻辑和认知逻辑代表着逻辑的发展趋

势。当然，这一做法本身的确是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问题的进一步展开，就

涉及到了工具价值是否是逻辑的唯一价值和功能？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否涵盖了现代化的全部

维度？就后者说，当代中国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逻辑学界对现代化、现代

性等概念的片面理解也难辞其咎。  
  现代化是一个在器物、制度、文化诸不同领域及层面上展开的社会历史变迁，由此市场经济

便不是现代化的唯一内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即便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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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也并未涵盖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另一方

面，现代性偏重的是现代化过程所体现的一般趋向和原则，而其中首先指向的便是合理化（理性

化）。在器物层面，工具的变革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既需要逻辑分析、运演

等理性能力，又涉及为知识而知识、如实地面向对象等广义的理性精神。在制度层面，市场经济

的运作往往以效益的严格计算来担保，其所体现的则是一种目的——手段意义上的理性。在社会

政治体制方面，民主化、法治化以及科层制所追求的，首先是程序意义上的合法性、有效性，理

性在其中依然具有主导的作用。而在文化的维度上，理性原则不仅在广义上具有价值观的意义，

而且与主体性、人道、自由、平等、民主、创造等观念相互融合，展示了现代性的具体内涵。  
  或许正是注意到逻辑学界对逻辑的工具价值的偏爱，以及对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的片面理

解，已有学者明确指出当代中国逻辑学界对社会关怀不够，而对社会关怀不够所代表的正是逻辑

对社会的一种疏远。可以说，正是当代中国逻辑这种自外于文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造成了当代

中国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而这种轻视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逻辑面临的困境。就此而言，那

种把逻辑遭遇困境归结为社会对逻辑科学的轻视的观点，无疑是因果颠倒，本末倒置。以此为前

提，联系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来反思当代中国逻辑在自身现代化与为现代化服务两方面存在的问

题，实乃逻辑学界的当务之急。这种反思的实质，就是着眼于充分发挥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从

如何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如何提升社会的合理化程度、如何培育公民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诸方面来反思当代中国逻辑自身存在的问题，借此切实有效地推进逻辑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化，开

拓出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局面和新境界。  
  首先，应该高度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充分肯定逻辑之工具价值无疑是必要的，但作为

一个系统工程，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包括促进政治民主化和实行法治，发展文化教育和提高人民

素质等等，因此还必须高度重视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即逻辑在现代性的构建与批判方面所具有

的启发民智、转换观念、确立价值导向等社会作用。唯其如此，才能造成有利于逻辑科学蓬勃发

展的社会文化氛围，使风格各不相同的学者和学术共同体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振兴逻辑事

业，从而使逻辑工作者能够积极投身于我国现代化事业和社会的理性化发展。  
  其次，应该深入反思逻辑科学在合理性、规范性等基本问题上的所见与所蔽，为逻辑发挥其

社会文化功能扫除理论障碍。比如，逻辑是一门理性的科学，为了确保对推理和论证的分析与评

估能够中立、客观、普遍而必然，现代逻辑实际上对合理性做了非情景化、无人身化的理解，即

要求逻辑学家超越于一切个人、族群的局限，以一个完全理智的观察者身份，在实际思维过程之

外，以不涉及具体内容的方式对推理或论证进行分析，给予评估。这种理解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和多元现代性的现实格格不入，因此，为了有效地参与现代性的构建和批判，包括现代逻辑在内

的逻辑科学就应该对合理性做全面而辩证的理解，在理性的内在性与先验性、普遍性与情景性之

间保持一种平衡，并进而在新的合理性观的基础上构建出新的推理理论和论证理论。  
  最后，应该积极探索逻辑为现代化服务的新途径。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不仅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

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还要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在这种情况下，

逻辑学界必须勇于同自外于现代化建设的孤立主义倾向决裂。由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

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意味着事关公共事务的决策应通过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

话、论辩来进行，可参与对话和论辩的能力并非天生，因此就有必要通过一定的教育途径对社会

成员进行训练，使其成为合格的民主社会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对社会成员的这种训练又以对对

话和论辩的理论研究为前提。如果当代中国逻辑打算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就应该着眼于充分发挥

逻辑的社会文化功能，在深入反思逻辑的合理性、规范性的基础上，积极开展相关的各项应用研

究，把对话和论辩纳入关注范围，对其类型、结构、规则等加以全面的研究，从而为社会交往和

事务决策中的平等对话、合理论辩和公共讨论提供更为恰当的规范性框架。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