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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第一次全国逻辑讨论会就提出了“逻辑现代化”口号。逻辑现代化有几个方

面：逻辑研究的内容、逻辑研究的方法、逻辑教学等。

    逻辑研究的内容是说：从对传统逻辑的研究转变到对现代逻辑的研究上来。

    逻辑研究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行为，它的管理也属于学者本人所属单位。中国逻辑学

会作为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主要的工作是为逻辑研究的学者提供讨论和交流的场所，

而各专业委员会就是操作这些事情的工作机构。

    只有在特殊的改革开放之初，逻辑学会才有所谓的“领导”、“指导”等作用，如

“逻辑现代化”的口号在一定时期内所起的重要的作用。而在今天，“逻辑现代化”的

实现是因为逻辑研究者的努力，与当年的口号已经没有多大的关系，逻辑学会也没有必

要再去行使所谓的“领导”和“指导”工作。

    这里谈的现代逻辑三十年，主要是指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三十年的工作。现代逻辑

专业委员会所涉及的符号逻辑、西方逻辑史和逻辑哲学，并不是全部的现代逻辑，实际

上现在大多数重要的逻辑研究都属于现代逻辑，如语言逻辑、归纳逻辑等。如果从研究

方法的现代化角度说，就包括更多的逻辑研究。

    专业委员会的前身是二级研究会。1982年 8月，在北京大学召开全国数理逻辑讨论

会，并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数理逻辑研究会。10月，在湖北孝感召开全国第一次西方逻

辑史讨论会，并成立了中国逻辑学会西方逻辑史研究会。

    1991年二级研究会改制成专业委员会，不再是独立的研究会，而是中国逻辑学会的

工作委员会。从1982-1991年，组织了3次符号逻辑讨论会和6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

    1996年 10在中国逻辑学会第五次大会上，符号逻辑和西方逻辑史专业委员会合并

成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合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组织讨论和交流，不同领域的学者的

互相讨论和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的专业委员会范围设置的很狭小，组织的讨论

会参加的人局限在很小的专业圈内，是不利于学术发展的。



    随便说一句，这次会议在中国逻辑学会工作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全国逻辑会议真正

成为以学术讨论为主的会议。

    从 1991改制到1996年合并之间，在1993召开过一次讨论会。

    1996年至今，召开过4次学术讨论会，1998（广东东莞）、2002年（山西太原）、

2005年（北京）、2007年（河北石家庄）。另外在三次全国逻辑大会上，也都有现代

逻辑的学术讨论。

    这些讨论会的内容也可以部分反映出中国逻辑现代化的进程。简单地可以说，十年

一个台阶。头一个十年主要是现代逻辑的介绍和引进，中间十年才开始以研究现代逻辑

为主，但研究的大多数成果水平较低，所以在那个时期又提出了更明确的口号“与国际

逻辑研究接轨”，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停留在国内领先，而应该成为整个世界范围内逻

辑学研究的一部分。新世纪的十年，我们已经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有两个显著的标志，

一是一批青年学者成为逻辑研究的主要骨干力量。他们都受过严格的现代逻辑的训练，

并在成长过程中有广泛的国际交流，他们的研究的课题是整个逻辑学研究的一部分。二

是开展了广泛的国际交流，出国进修、合作研究、国外专家讲学、参加国际会议、召开

国际会议成了经常的事情。

    这批青年学者的成长，是现代逻辑发展的希望所在。现在，我国的现代逻辑研究已

经成了世界逻辑学研究的一部分，但还比较弱势，什么时候我们的现代逻辑研究能够成

为世界逻辑学研究的重要部分？这要靠我们的努力，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