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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导论》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专著性教材，讨论了逻辑哲学的10个重要问题：意义理论和逻辑类型；推理、后承关系和
蕴涵；“是”的逻辑哲学分析；形式化方法的哲学考察；模态的形而上学；逻辑真理的性质；逻辑悖
论的反思；逻辑的本体论承诺；归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逻辑究竟是什么。上述问题在国际逻辑学界
备受注目但尚无定论，作者对其提出了有理有据的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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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导论》

作者简介

　　陈波，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金岳霖学术奖”获得者。主要研究方向为逻辑
哲学。主要代表作有：《逻辑哲学引论》、《奎因哲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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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导论》

书籍目录

目录
绪论 什么是逻辑哲学
一 逻辑哲学的兴起
二 逻辑哲学与哲学逻辑
三 逻辑哲学与语言哲学
四 逻辑哲学与数学哲学
五 逻辑哲学的主要论题
第一章 意义理论和逻辑类型
一 观念论和逻辑中的心理主义
二 指称论、真值条件论和外延逻辑
三 精致的指称论和内涵逻辑
四 使用论和自然语言逻辑
五 关于摹状词的理论
六 名称的摹状词理论
七 名称的因果历史理论
八 名称的新摹状词理论
第二章 “是”的逻辑哲学分析
一 存在理论
二 外延理论
三 内涵理论
四 同一理论
五 扩大理论
六 相似理论
七 语用理论
八 实体―属性理论
九 概要性评论
第三章 推理、后乘关系和蕴涵
一 推理的有效性和蕴涵
二 实质蕴涵和形式蕴涵
三 严格蕴涵
四 相干蕴涵和衍推
五 直觉主义蕴涵
六 反事实蕴涵
七 白然语言中的推论
八 应用特例：语义蕴涵
九 结语 为实质蕴涵辩护
第四章 形式化方法的哲学考察
一 形式化的一般程序及其本质
二 模型：从现实世界到可能世界
三 希尔伯特规划和形式主义
四 形式化方法的作用与限度
第五章 模态的形而上学
一 模态逻辑简述
二 指称的晦暗性：同一替换和存在概括
三 对象的增殖：内涵对象和可能个体
四 dere模态和本质主义
五 有关可能世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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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导论》

六 跨界同一性和跨界识别
七 道义悖论及其解决方案
第六章 逻辑真理的性质
一 真理论的逻辑构造
二 经典逻辑中的逻辑真
三 哲学逻辑中的逻辑真
四 分析性和逻辑真理
五 必然性和逻辑真理
六 先验性和逻辑真理
七 逻辑真理的可修正性
八 关于“思维基本规律”
第七章 逻辑悖论的反思
一 悖论的定义和类型
二 悖论产生的原因
三 主要的悖论解决方案
四 关于悖论的一些思考
第八章 归纳问题及其解决方案
一 归纳推理和归纳问题
二 演绎主义和先验论的辩护
三 归纳主义辩护和概率逻辑
四 归纳的实践必然性
第九章 逻辑中的本体论承诺
一 量词和本体论承诺
二 逻辑中的唯名论和柏拉图主义
三 存在的三个层次或类型
第十章 逻辑究竟是什么
一 关于逻辑的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观点
二 思维、语言、实在和逻辑
三 逻辑和非逻辑的划界标准
四 逻辑的一元论、多元论和工具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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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导论》

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对于逻辑的哲学反思几乎是和逻辑同步产生的，因为任何逻辑学家都不能不思考和回答下述问题
：什么是逻辑？逻辑和非逻辑的区别何在？逻辑规律和实在的规律、思维的规律、语言的规律关系如
何？什么样的推理是有效的推理？区别有效推理与非有效推理的标准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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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哲学导论》

精彩短评

1、这书摘了不少其他的书
2、作为一个非哲学，非逻辑专业的人看来，本书中很多基本概念似乎应该交代的清楚点，某些章节
写的应该更详细点。但是，基本内容还是可以理解的。
3、很经典的逻辑哲学参考书，陈波的，很好，是逻辑哲学的参考书、入门书
4、内容很潮，陈波太能写了。
5、书还凑活吧
6、不能当入门看啊，前面还好，后面满脑袋浆糊，不知道字母读音和阅读规则所以不能读出声的公
式完全阅读障碍。导论和概论的区别就是导论的个人风格很重吧。
7、这本书是作为教材买的 印刷质量一般 希望印刷更好一点
8、说来惭愧，是去年春天就买好的，初试的逻辑哲学部分找的是拼凑的知识点，没办法，没有个一
年的底子看不懂啊。不满打满算的说是用十天看完了，悖论和归纳问题两章不是考试范围，也一视同
仁细读了。看不懂的书不是好书，但很多时候，是看不懂的自己没有打好基础。明天把里头标记的英
文专业名词整理下，然后看05版的，陈波老师，抱歉不识庐山真面目，写起来也很花精力啊。
9、越读疑问越多，比如先验命题与分析命题的区分，比如逻辑真理的性质问题等等。陈波先生的有
些见解并不太令我信服。我不得不阅读更多的书去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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