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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中国学派”日渐兴起的见证
———评《当代逻辑的多向度研究》

潘 忠 伟
(四川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066)

  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今天,
那些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各门社会科学(包括逻辑

学),如何在中国本土问题意识语境下实现学术更新

和创造,一直是我国学者探讨的课题。《当代逻辑的

多向度研究》(林胜强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代表

了现当代无数中国学者努力前进的一种方向。通览

此书,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这可能是他的很多同

行学者没有意识到的,也是众多“逻辑学”之外的人文

和社会科学学者应该重视的。所谓本土问题意识语

境下的学术创新,是指如何在融合西方学术理论与中

国问题、中国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这门学科的整体移

植和独立发展。《当代逻辑的多向度研究》孜孜追求

这一目标的用心,是我阅读此书体会最为深刻的一

点。
中西学术融合下的学科体系创新和创造,是一个

经久不衰的老话题。我大致将这些中西融合的形式

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旧瓶旧酒换新签”,意即传

统的学术内容、方法和研究方式均没有显著变化而为

了学科的近代化或方便所谓的国际交流,匆忙中只是

变换了学科名称。例如清末京师大学堂将原来的五

经科,改头换面为近代学科新名词,《诗经》改为中文,
《春秋》改为历史等等。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学术现象,
背后往往有极强的本土文化情怀,因而始终是未曾消

失,相反,倒时时有各种回归过去的所谓“新潮”涌现。
例如目前国内对于经学研究的重视,有类似于恢复清

代朴学传统的趋向,我们也可将其归为此类。
第二种是以外来的“新瓶新签”来改造、容纳本土

“旧酒”。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即为典型,他承袭了

蒙太葛哲学分类法的框架,并将其作为其哲学史研究

甚至成为其一生哲学思考的基点[1]4。这一方法自有

优点,即方便了熟稔西方学术传统的学者研究和了解

相关学说,但也有缺点,即往往将新瓶视为主而将旧

酒视为供新瓶塑造的一堆材料罢了。当下留意于中

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众多著述,在学术价值判断

上,往往不能脱离冯氏窠臼,实际上是不能忘怀西方

学术长期形成的权威压力而难以自成一说。
第三种是注重“旧酒新酿”而不甚留意新瓶是否

时髦和西式的独立发展阶段。《当代逻辑的多向度研

究》也是如此:它的形式是简朴的,可谓是没有“新瓶”
包装的学术著作。鉴于当下有越来越多的学术著作

脱离了对“新瓶”的附着感而充满着质朴的学术气息,
有的学者将这一趋势概括为中国学派的崛起,我以为

非常恰当。如果按照这样的提法,那么《当代逻辑的

多向度研究》也可称为逻辑学“中国学派”日渐崛起的

一道风景。
中国学派有什么渊源呢? 简单地说,中国学派所

继承的学术传统不仅仅是西方的原生理论,而且更要

接纳中国近现代学人对西方学说整理、介绍和本土化

应用的研究成果,它所背负的学术传统是深厚的,而
绝没有第一种那样只是改头换面罔顾外来世界的保

守气息;中国学派所要推陈出新的,不仅仅是要通过

发现新方法来解决老问题,更要以此种新方法来发

现、解决中国特有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西方

同行学者未曾涉猎的或根本不曾有机会接触的,从这

点来说,中国学派是应该而且必然产生的。
《当代逻辑的多向度研究》分为四部分,这四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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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恰好与中国学派的四个面相一一对应:第一部分是

“普通逻辑教学研究”,它代表了任何一位中国社会科

学所必须承担的学术普及职责;第二部分是“语言逻

辑研究”,它体现的是当代中国任何一位有学术尊严

的学者作为立身之本的专业学术研究工作;第三部分

是“先秦逻辑语义学思想研究”,它反映了中西合流下

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型探讨态度;第四部分是

“邓小平审辩式思维研究”,它生动地诠释了在中国特

定的话语环境下学术对于社会与现实应有的积极关

注精神。
自从逻辑学来到中国之后,学术巨擘的成果往往

只限于小圈子流传,而该书作者面对的是众多普通大

学生,在30余年的逻辑学教育、教学实践中深感该门

课程的重要性,因而他的“普通逻辑教学研究”更接地

气,更符合中国国情,与那些仅从英文翻译教材的做

法相比,这正是中国学派的自然彰显。该书的“语言

逻辑研究”包括广义量词的命题和推理、自然语言的

形式化以及基于计算机处理的语篇推理和动态谓词

逻辑研究,既有前沿理论的探讨,又有实际运用的关

注,充分体现出当代逻辑的应用价值,是作者对逻辑

学前沿领域研究相关成果的总结和概括,充分展示了

中国学者对于世界学术共同体的积极参与,也无声地

表达了中国学派不仅仅是中国本土的学术探讨,它同

时也具有世界视野。该书“先秦逻辑语义学思想研

究”对先秦诸子语义学思想的形成和流衍的娓娓道

来:从孔子到公孙龙,从墨子到荀子,从《墨经》到《吕
氏春秋》,让并非逻辑学专业的读者也能对先秦诸子

逻辑学思想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和了解,这是百年来中

国逻辑学人“以西格中”众多成果的一个侧影和总结。
同样地,该书的第四部分也让人感受到中国学派结合

当代逻辑对于中国本土问题,包括中国社会阶段性问

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民主与法制建设问

题以及祖国统一大业等问题的深刻而专业的探索精

神。可以说,这一部分与第三部分均让读者感知到了

中国学派的学术深度。
长期以来,逻辑学被视为象牙塔中的纯粹学问,

在中国众所周知的逻辑学大家,例如沈有鼎、金岳霖、
汪奠基诸人,学术圈内往往流传的是他们各自忽于人

情的各种佳语妙言[2],而称赞者也以此将他们视为学

者的典范。这实际上是一个误解:若没有对学生思想

状况的长期关注,如何能够成为一名普及专业知识的

研究型教师? 若没有对学术动态和现实需要的敏锐

把握,又如何能实现此种学科在中国的“落籍生根”和
日渐壮大? 若学者没有对历史和社会的深切关怀,它
的学术工作又如何能够避免小圈子内自娱自乐的尴

尬境况? 有的学者出于个人性情,不喜人事交往,这
是值得尊重的,但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没有经过

社会风雨的洗礼和考验,学术研究成果就很难发挥出

其应有的社会价值,其学术思想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也

很难为人所揭示并改正。笔者所知,林胜强教授是一

位能够积极融入社会、能与各个阶层人士谈笑风生的

学者,他的著作可谓“书如其人”:自信、从容地将专业

成果以通俗易懂地语言向大众普及。这种春风扑面

般的学术风格是他能够代表当下中国学派日渐崛起

的魅力基础。
《当代逻辑的多向度研究》所代表的逻辑学中国

学派的最终指向又何在呢? 一言以蔽之,问题意识高

于纯粹的理论建构。学术因问题而起,也应该以解决

问题而告一段落。许多学者以为宏大的理论建构和

历史叙述应是一流学者的典型做派,这在学术的发轫

期当然是恰当的,对于一些学术经典问题的阐释,这
种做派也是值得赞赏的,但处于中西文化融合情境下

的当代中国逻辑学,更需要该书所标示的学术之道:
解决学生、普通读者乃是学者的学术之惑,并从中提

升逻辑学的学术品质和现实魅力。
当下的中国,对于学术创新和学术成果的评价,

有各种各样的标准和衡量体系。人们常常说,公道自

在人心。学术成果的好与坏,最终离不开“人心”的支

持与否,这一“人心”可以是同行专家的认可,也可以

是读者的共鸣,更可以是作者的默默耕耘之心。在

《当代逻辑的多向度研究》这本书里,我找到了“人
心”。仅以此语与读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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