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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士的逻辑人生

张留华
(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

.

上海 2田135)

摘 要 :皮尔士早年曾受严格的逻辑训练
,

坚持以逻辑学为学术 目标
,

一 生热情地追求逻辑学的改进和应用
。

他的逻

辑思想共有广阔的视好
,

对于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

然而
,

他作为一位伟大逻辑学家
,

长期不被人理解
,

只是在近

几年才t 新得到发现和 t 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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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就像众多清贫学者一样
,

酷爱阅读和科学实

验
,

却性情乖僻
,

不普交际 ; 思想深刻独到
,

却因其

道德生活而不能为世俗环境所容纳
。

密友詹姆士

曾经称他为
“

古怪人
”。

事实上
,

甚至皮尔士本人也

感到他在遗传上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

强调自己是

个左撇子
,

能够一支手写下问题
,

另一支手同时写

下答案
。

激情生活与哲理思想
,

通常为伟人本身这一指

号的两个侧面
。

同他的悲剧人生相比
,

皮尔士也是

美国思想史上谜一样的人物
。

他曾直接影响了詹

姆士
、

杜威
、

罗伊斯
、

C
·

卜路易斯
、

施罗德
、

拉姆塞等

人
,

也深刻影响了阿佩尔
、

哈贝马斯
、

普特南
、

希尔

皮南
、

莱歇尔
、

奎因
、

苏珊
·

哈克等人
,

而知识界却似

乎一直在忽略他的地位
。

他在许多领域均有着实

质性的贡献
,

但他所使用的奇特术语使得其大量作

品难以得到评价
。

随着世界各地出版其著作集的

工程相继展开
,

现在才有可能而且正在对这位多面

思想家作出公平对待
。

值得庆幸的是
,

今天美国乃

至国际学术界已得到共识
:

皮尔士是整个美洲思想

界迄今产生的最具独创性又最为多才多艺的一位
“

伟人
” ,

其贡献堪与亚里士多德
、

莱布尼兹相比
,

是
“

美国的亚里士多德
” 。

他的思想活动
,

广泛涉及天

文学
、

物理学
、

度童衡学
、

测地学
、

数学
、

逻辑学和逻

辑史
、

哲学
、

科学理论和科学史
、

指号学
、

语言学
、

经

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
。

即使在今天的学术

文献中
,

除了实用主义
,

他的名字还常同指号理论
、

符号逻辑
、

逻辑哲学
、

语言哲学
、

科学哲学
、

认知理

论等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
。

本文希望提请读者注意的是
,

在所有思想活动

领域
,

皮尔士首先和主要的是一位逻辑学家
,

他本

人最大的热情也只在于逻辑研究
。

追寻皮尔士并

审视其丰富思想
,

我们能明显看到
,

皮尔士的一生

是追求逻辑学的一生(A u fe for l硒
c
)

,

按他自己的

话说
,

他是自中世纪以来全部献身于逻辑事业的唯

一的一个人
。

著名皮尔士学者 M
.

墨菲早在 1954

年就曾根据皮尔士的逻辑贡献来划分其思想阶段
。

而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美国哲学教授 R
.

R
.

迪

博特甚至指出
, “

或许皮尔士的每一卷作品都应包

含这样的警言
: ‘

不懂逻辑学
、

数学和科学史者
,

请

勿进来
。”

’

川特别地
, “

逻辑学很可能是理解皮尔士

思想和影响的唯一的一把最为重要的钥匙
”

[2J ’龙 。

作为一位伟大的逻辑学家
,

皮尔士在优越的学

术环境中成长
,

并在早年经受了严格的逻辑训练
。

当时的美国
,

正是科学不断挑战传统宗教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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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
,

也正是美国科学开始在全球产生重要影响

的年代
。

父亲本杰明
·

皮尔士
,

是哈佛大学天文学

和数学教授
,

也是全美最有影响的数学家 ; 姑母和

叔父对于数学和化学也都有很深的造诣
。

可以说
,

皮尔士家族
,

无论在哈佛还是在整个美国都处于思

想文化界的中心
,

尤其在科学和数学领域
,

他的家

庭经常成为文人学者们聚会的
“

沙龙
” 。

生子这种

优越的科学氛围下
,

皮尔士 自小就接触美国科学界

最有才华的人物
,

尤其深得父亲喜爱和专门指导
。

正如思想史上传诵的穆勒父子故事一样
,

皮尔

士父子之间也有着紧密的学术关系
。

五个子女中
,

父亲格外喜欢小皮尔士
,

皮尔士从小显露的才华更

是得到了父亲的偏爱
。

父亲善于激励人且不传统
,

悉心指导着这个儿子的学习
,

指引他培养广泛的兴

趣
,

并宽容对待他的个性
。

父亲亲 自传授他代数
、

几何
、

化学
、

天文
、

侦探术等多种技能
,

并经常将 自

己研究工作中的好奇心同皮尔士一同分享
,

他们在

房间里踱来踱去
,

只为讨论和思索某个问题
。

特别

是
,

父亲训练他培养集中注意力的艺术
,

他们经常

在一起玩快速的双明手游戏
,

从晚上十点一直到次

日清晨
,

父亲尖锐地批评每一处错误
。

然而父亲更

主要是在数学教育上对于皮尔士引导和激励
。

他

很少直接告诉儿子任何一般原理或定理
,

相反
,

他

给儿子提供问题
、

图表或例子
,

鼓励他独立得出那

些原理
。

受此影响
,

儿子对谜题
、

数学化的纸牌游

戏
、

象棋问题和密码语言有着强烈的兴趣
,

并自己

发明出来了一些来供玩伴娱乐之用
。

小皮尔士十

一岁就写出了化学史
,

十二岁就有了自己的实验

室
。

对于儿子的学术天赋
,

父亲非常乐观
,

认为儿

子注定会成为一位超越 自己的数学家
。

儿子也从

小崇拜父亲
,

并深感父亲的严谨精神对于 自己思想

的持续影响
。

’

最为显著的是
,

儿子继承了父亲
“

数

学是得出必然结论的科学
”

这一观点
,

并亲自编辑

了父亲注释版的《线性结合代数》
。

皮尔士在晚年

曾谈到
:
他教育了我

,

如果我做了什么事情的话那

也是他的工作业绩
。

但是
,

或许父亲的教育更为根本的作用是
,

使

皮尔士意识到了批判方法 和严格推理的重要性
。

因此
,

皮尔士并未如他父亲以及周围其他人所设想

的那样
,

去成为一位职业数学家
。

据他自己多次回

忆
,

12 岁那年
,

偶然看到哥哥的大学课本—
英国

人瓦特利的《逻辑原理)(1826 )
,

问起哥哥什么是逻

辑
,

由于不满意哥哥的回答
,

便当即伏地埋头苦读

此书
,

连续几天
,

直到能全部熟记
。

还特别地说
,

自

那以后
,

除非为了逻辑训练
,

他再也没有别的追求

38

了
。

大约 16 岁时
,

皮尔士开始不断诵读康德的《纯

粹理性批判》
,

每天两小时
,

直到后来能够按照父亲

要求
,

对于书中每一部分都提出自己批判性的考

察
。

康德
、

黑格尔等德国古典哲学家的著作
,

尤其

他们对于逻辑学的强调
,

对于皮尔士曾有着重要影

响
,

但他认为它们虽然富有哲学上的启发
,

却在论
’

证性方面价值不大
。

反之
,

英国哲学则具有更为可

靠的方法和更为精确的逻辑
。

布尔《逻辑的数学分

析》和《思想律研究》两书的相继出版
,

带来了逻辑

学研究的新气象
。

这更使得他相信
,

康德哲学体系

的失败主要在于其平庸的逻辑根基
,

而要想对于康

德哲学真正有所超越
,

必须致力于发展一种崭新

的
、

更为有效的逻辑
。

为此
,

皮尔士长期关注于数

学
、

物理学
、

化学等最严格科学的方法
,

并同当时最

伟大的思想家进行通信交流
。

他努力阅读逻辑学

相关的每一重要论题
,

尤其是中世纪丰富的逻辑史

料
。

他在家中建立的自己的逻辑史图书馆
,

比当时

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还要全面
。

另外需要提到
,

皮尔士从小非常注重辨别各种

事物
,

并研究区分好坏的方法
,

以培养自己对于事

物和概念的敏感性
。

为了发展自己感官上的辨别

力
,

他曾自己花钱请一位斟酒服务员来为自己指

导
,

后来竟然成为了一位葡萄酒的鉴赏家
。

早年还

曾跟随哈佛著名生物学家 L
.

阿加西专门学习分类

学
,

以帮助训练 自己的精确区分能力
。

在他看来
,

逻辑学
、

化学
、

生物学等都属于分类科学 (
CI幽ifi ca-

to 汀 sc ie二e
)
。

精确地区分概念和术语
,

是分类科学

的一个基本特征
。

皮尔士的这种辨别力训练
,

对他

整个一生的思想活动都产生着持续影响
。

他认为
,

逻辑学作为一门规范科学
,

其核心功能就是区分好

坏 (g 众」and ba d)
,

分辨出何为有效(或强的)推理或

论证
、

何为无效(或弱的)推理或论证
。

,
「

、

“

无疑
,

我们基本上是逻辑动物
,

但我们在这方
面并非精通

。 ”【’158 因此
, “

一个人所具有的逻辑方

法的天才应如他从全世界选出的新娘一样被热爱

和敬重
。 ”

[a1 肠或许
,

皮尔士较早明白了这些道理
,

并自觉地使自己充分接受逻辑方面的训练
。

令人遗憾的是
, “

逻辑学是一门惨遭滥用的科

学 , ”

L4J 挑皮尔士怀着惊人的热情
,

终生致力于逻辑

学的改进和写作
,

并试图以逻辑学作为一种谋生职

业
,

顽固地追求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

哈佛大学毕业后
,

皮尔士在父亲本杰明的推荐

下于 186 1 年进人海岸与地质测量局
,

直到 18 91



年
,

在此工作长达 30 年之久
,

主要从事大地测量
、

重力实验等科学工作
。

从 18麟 年开始
,

他同时在

哈佛和洛厄尔学院多次作关于哲学
、

逻辑学的系列

讲演
。

作为美国文理学院成员
,

他从 1867 年开始

也在大会上发表逻辑代数的论文
,

进一步改进和拓

展布尔代数体系
。

其间
,

还同詹姆士等人一起成立

了形而上学俱乐部
,

经常讨论哲学
、

科学
、

逻辑学问

题
。

对待科学职业和逻辑学追求
,

皮尔士 的想法

是
:
逻辑学家需要从严格科学的成功实践中不断吸

取逻辑学上的教训
,

将科学包括数学领域的成功方

法运用于逻辑学的改进和发展
。

在皮尔士的科学职业生涯中
,

有两件与探案有

关的轶事表明
,

他非常相信逻辑学以及自己的逻辑

本领必定有着真正的价值
。

首先一件是关于美国

19 世纪最著名的审判
: s. 霍兰德遗嘱案

。
】867 年

,

皮尔士父子参与了此案一份遗嘱签名真伪的专家

鉴定
。

皮尔士在父亲的指导下研究了 42 个真迹签

名的放大照片
,

检查其中 32 条下书(do wn st ro ke
)笔

划位置的相符性
。

在对下书笔划的 25 830 次的比

较中
,

发现有 5 325 次相符
,

也就是说相符性的相

对频率大约为五分之一
。

皮尔士父子应用概率论

等方法计算出
,

遗嘱中作出的两个签名之间所有三

十条下书笔划全部相符的几率只有 2 666 仪X) (Xx)

《XX) O以) 《X刃 《XX) 分之一
。

虽然法官最终并未根据

他们的概率推理断案
,

但皮尔士父子却因此声名大

噪阁
’63 一 ’76 。

另一件事是 18 79 年皮尔士设法找回

丢失表的经历
。

皮尔士乘船从波士顿去纽约参加

一个会议
。

第二天船到达时
,

皮尔士匆忙离开
,

却

将外套和一块珍贵的表丢在船舱里
,

等他回去寻找

时已经不见
。

皮尔士认为如果他不能根据线索找

回失物那将是他
“

职业的不光彩
” 。

于是
,

皮尔士通

过仔细 调查找出了自己所认为的嫌疑犯
,

但他并不

能说服嫌疑犯交出物品
。

皮尔士无奈去找侦探社
,

可侦探社起初并未按照皮尔士的猜测去调查嫌疑

犯
。

在皮尔士的不断提示下侦探社找回了失物
,

但

结果偷表的贼却不是侦探社的判断
,

而正是皮尔士

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嫌疑犯
。

在此调查过程中
,

皮

尔士后来指出他主要是运用了关于选择最佳假设

的理论
,

即他所谓的假设逻辑(川记
u c tion )[

6 ]283
。

不

难推想
,

正像柯南道尔侦探小说中的福尔摩斯一

样
,

皮尔士经常将逻辑推理艺术应用到了生活实际

之中
。

”

然而
,

皮尔士的逻辑学追求并不 限
’

于此
,

他试

图在测量局之外有一份大学教职 可以让他将 自己

的逻辑理论同更多的人进行交流和分享
, ;

也希望在

一个逻辑学共同体¹ 中推进自己的逻辑研究
。 : 本

来皮尔士已受邀在哈佛大学进行了多次讲演
,

但由

于学术以外的原因
,

皮尔士在哈佛大学谋求耿位的

道路一直遭到阻碍
。

自 18姑 军婿犷詹姆士
;

和本
1

杰

明开始向约翰
·

霍普金斯大李稚荐汝尔生
;

做教授
、

皮尔士以 自己的逻辑系统向霍替金瓣黄学
,
币请物

理学系教授
,

声明自己是裤杨理李作无边城l拼封的
组成部分来学习和研究的 ;于,出牛对幽玲甲翱破内
极大兴趣

,

1879 年 6 月他在侧较i栖幢澎斌夜伪情
况下

,

接受了作为霍普金斯大学兼职遭辑攀讲姗心
邀请

。

对于当时的逻辑教学
,

他
.

有著产肃的怠考
,

提出主要有两件事要做
: 一是沟通百常翅辑( th。

崛
c 。 。

ten
s )

,

使学生能擅长推理
,

而明
晰观念

,

避

免谬误
,

并且知道在什么地方寻找证据扩二是使
.

学
生熟悉渗透于我们所有语言和常识之币的迫喊观

州
.

念
,

并指出其意义和价值
。

此外
,

他说
,

在特别情形

下当然也可教授逻辑学的特殊分支
,

如逻辑代数
、

逻辑史等等
。

187 9 一 18 料 年
,

皮尔士辛苦往返于巴尔的摩的

霍普金斯大学和华盛顿的海岸与地质测量局之间
,

对于逻辑教学工作倾注了满腔热情
。

当时的霍普

金斯大学可谓美国最高级的研究生学习机构» ,

但

由于皮尔士坚持逻辑上的精确和使用高度技术化

的术语
,

因此并不能吸引要求通俗的大多数学生
。

或许
,

我们只能说他的课程过于高级
,

注定只适应

于少数的非凡之才
,

甚至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杜

威也因为他的逻辑课过于枯涩而半途放弃听课
。

但皮尔士带领的这些少数学生
,

当时却几乎集中了

全美国的逻辑研究人才
,

由皮尔士编辑
、

皮尔士及

其学生共同撰写的《逻辑学研究》在世界范围赢得

了声誉
。 0

·

H
·

米歇尔
、

克丽斯汀
·

莱德
·

富兰克林

等人都是皮尔士此时最出名的学生
。

这些
,

多少可

以使人联想起亚里士多德的学园
。

然而
,

皮尔士
“

难以相处
”

的性格和不守传统的婚姻生活» ,

似乎

必然造就他的悲 剧人生
。 18 84 年 9 月

,

皮尔士被

突然辞退
。

此后再也没有机会获得其它任何大学

¹ J七l司体
,

是皮尔士忍想中rj勺一个核心概念
。

他种特别创造术 i爵
“ e .

~
n , ”

或
“。 : 。 n in d ”

来特指为交往行为所必需的共!
.

小自灵或共l司

理解
。

º

»

皮尔士在为《世纪词典》撰写的
“

大学
”

词条
,

就是以霍普金斯大学为理想大学组织的
。

更多关于皮尔七的生平故事
,

可参见拙文
“

皮尔士
: ‘

臭名昭著的实用主义
’

奔祖
”

(《社会科学报) 2以” 年 4 月 29 1】人物版 ) 。



职位
。

没有了大学兼职
,

皮尔士一方面打算继续传授

自己的研究成果
,

另一方面也特别希望能直接以逻

辑学来维持自己体面的生活
。

皮尔士坚信逻辑推

理术对于改善公民生活的重要意义
,

大胆地尝试将

逻辑学职业化
,

以专门的逻辑教学来谋生
。

通过种

种努力
,

他做广告
,

印制宣传单
,

提出了关于推理技

巧的逻辑函授课程计划
。

原本设想会有 1 500 名

学生付费报名
,

并计划每天发送 5加 封信
。

由于资

金等方面的困难
,

结果并不令皮尔士满意
,

前来咨

询报名的人并不多
。

但皮尔士的热情持续不减
,

他

认真地对待着每一位函授学生
,

并将 自己的逻辑思

想不断发展
。

关于课程内容
,

他曾写道
, “

我认为
,

推理是对于关系的观察
,

主要是通过图表之类的东

西
,

它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
。

这就是我开展推理术

教学时的观点
。

我查出并纠正学生的不良思维习

惯 ;我教育他们推理不是由大脑独立进行的
,

而需

要眼睛和手的协作
。

我使他们明白
,

推理就是一种

实验
,

在实验过程中
,

我们不依赖明白的外部 自然

规律来得出结果
,

而是依靠同样但却潜藏的内在联

系规律
。

我引导他们认识这种实验的艺术
。

我使

他们熟练运用各种辅助展开想象的图表和工具
。 ”

可以想象
,

这是一场艰难的职业化尝试 ¹ 。

皮尔士一生逻辑著述颇多
,

但在生前极少被发

表
,

除了上文提到的《逻辑学研究》
,

其它多为《哲学

心理学词典》和《世纪词典》等撰写的辞条
。

他曾计

划像中世纪的 Pau l of v en ic e
出版《大逻辑 ( I磅ca

M
卿)) 和《小逻辑 ( 1力g ica parV

a )》一样
,

写下逻辑

巨著 c二d l婚
。
和 Mi nu te Ij匆

c ,

但苦于找不到出

版商
,

只留下大量的手稿
。

关于皮尔士研究成果难

以出版的原因
,

或许有点无奈但却比较合理的解释

是
:
他在当时的美国过分追求了逻辑学

。 1885 年
,

《美国数学杂志》曾发表皮尔士的著名论文
“

论逻辑

代数
”

第一部分
“

一种对于记法哲学的贡献
” 。

待皮

尔士将 1885 年论文第二部分递交给杂志主编 5
.

纽

库姆时
,

由于皮尔士坚持认为文章属于逻辑
,

而非

数学
,

最终遭拒绝发表
。 1898 年

,

詹姆士为皮尔士

在坎布里奇安排系列讲演时
,

也曾多次要求将其原

讲稿中的逻辑技术部分予 以删除
,

致使皮尔士整个

讲演险些被扼杀
。 19() 2 年

,

皮尔士 申请卡耐基学

院基金
,

希望通过此资助能将自己的逻辑思想集中

发表
。

他认真撰写了长达 45 页的申请书
,

提出要

完成 36 篇的论文集
,

每一篇相对完整
,

但所有部分

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
。

虽然这一申请得到了

许多重要人物的推荐
,

但最终也被驳回
。

被给出的

理由是
,

皮尔士的申请属于逻辑学
,

超出了
“

自然科

学
”

范围
。

皮尔士曾向詹姆士坦言
, “

我的哲学⋯⋯是一

种严肃的研究
,

通向它没有捷径可走⋯⋯不能进行

严格推理 (只有这是推理 (

~
ng ) )的人完全不能

理解我的哲学
,

—
包括过程

、

方法和结果
。

⋯ ⋯

我的哲学以及所有值得关注的哲学
,

都完全建立于

逻辑学之上
。 ”

川26 尽管周围众人对于逻辑学普遍

兴趣不大
,

但皮尔士一直以严肃的态度将逻辑学研

究坚持到最后
。

在临死前的几个月
,

皮尔士没有追

随者
,

没有金钱
,

没有外界联系
,

仍在孤独地进行着

自己未竟的逻辑学事业
。

死后
,

曾陪伴他度过穷困

晚年的妻子朱丽叶
,

在谈到他对于逻辑学的特别兴

趣时
,

曾这样强调
: “

他热爱逻辑学 ( H e lor ed l嗯
-

ie )
。 ’, [82

皮尔士的逻辑人生
,

导致了思想史上的一幕悲

剧
,

同时造就了逻辑史上的一支奇葩
。

可以不夸张地说
,

从亚里士多德到中世纪到近

代的整个逻辑发展在他那里得到汇集和升华
,

形成

了丰富无 比的思想宝藏
。

作为一位终生的逻辑追

求者
,

皮尔士将逻辑学思索建立于广泛而深人的逻

辑史研究的基础上
,

他总是尽力将自己的思想与过

去的思潮相联系
,

并通过吸取思 想史上的教训

( l~
s )

,

不断拓宽研究视野
,

深化逻辑研究的相

关性
。

与此同时
,

作为逻辑学家
,

他相信存在着实

在之物
,

没有什么是不可解释的
,

探究之路永远开

放
。

皮尔士将逻辑学视为所有思想的根基
,

无限加

以应用
,

用来解释许许多多的问题
,

他就像是瓶中

的一只黄蜂 ( 。 w 班币 in a }劝le )
,

永不满足地进行自

我批判
,

不断地开拓新领域
。

我们在定义理论
,

逻

辑学研究目的
,

逻辑学与数学
、

科学的关系
,

逻辑学

与伦理学
、

美学的关系
,

逻辑与经验
,

逻辑与哲学

(形而上学 )
,

逻辑学与指号学
,

逻辑与图表
,

逻辑记

法
,

推理的安全性与多产性
,

逻辑的人文社会功能
,

逻辑学与宗教等问题上
,

都能看到他创造性的思考

和启发性的建议
。

皮尔士丰富的思想宝藏
,

是现当代逻辑学发展

¹ 皮尔士是《朴
. , ’。 确h’) 划 ,

将自己职业描述为逻辑学家的第一人
。

他热情致力于这一逻辑函授课程
,

不禁使人联想起我国
“

逻大
”

的

丰上会愈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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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不尽的思想宝库
。

今天
,

越来越多严肃学者开

始认识到
:

皮尔士对于逻辑史特别是经院逻辑有着

专门和深人的研究
,

并在逻辑学的各个分支都有着

丰富的独创性见解
,

他是把作为研究学科的逻辑学

引人美国的人
,

无愧于现代逻辑的莫基人之一
。

譬

如
,

他区分了逻辑特征的运算和算术运算
,

独立于

耶芳斯
,

在逻辑代数中引人了相容意义下的逻辑

加 ; 主张宜把论域
“
1
”

视为有限域
,

从而与弗雷格
、

罗素以及奎因等人的无限全体域观点区别开来
。

把
“

推断
” 、“

包含于
” 、 “

蕴涵
”

等观念引人了符号逻

辑之中 ;将逻辑代数与关系逻辑紧密结合起来
,

使

得关系逻辑更具有精致性和可演算性 ;不仅明确表

述了实质蕴涵
,

并较早引人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

值法
,

并将它们作为命题演算的判定程序 ;指明了

化归命题公式为合取范式和析取范式的一般程序
,

并运用了前束范式等方法 ;在弗雷格《概念语言》仅

仅六年后
,

独立地发明了完整的现代意义上的量词

和约束变元概念 ;较早区分了一阶逻辑(他所谓
“

第

一意念关系逻辑
”

)和二阶逻辑(
“

第二意念关系逻

辑
”

)
,

陈述了对于等词的现代二阶定义
.

还把有限

集定义为不能同其真子集建立起一一对应关系的

集合 ;所发明的一套精致代数形式的逻辑记法
,

影

响了后来成为标准记法的皮阿诺
一
罗素记法

,

并主

要被施罗德所采用和推广
,

成为知名的皮尔士
一
施

罗德记法 ;最早区分了代数记法和图表记法
,

并同

时以两种记法形式表现出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
,

较早使用了自然推理系统 ;基于对欧拉图和文恩图

的改进所创立的存在图表等图表系统¹
,

在逻辑图

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也直接在认知科学

领域引起了多形态推理或可视化推理的研究倾向 ;

早于美国逻辑学家谢弗 30 多年
,

以单一逻辑联结

词即皮尔士箭头构造出了命题演算系统 ;使假设成

为一种独立的推理形式
,

在传统演绎逻辑和归纳逻

辑之外
,

创立了假设逻辑这一独立类型 ;提出了著

名的逻辑规律即皮尔士律 ;较早表述了模态逻辑
、

三值逻辑
、

模糊逻辑等思想 ; 在中世纪和近代洛克

等人基础上
,

系统阐述了
“

指号学是广泛意义上的

逻辑学
”

这一观念 ;是博弈论语义学的先驱 ;等等
。

但即使考虑上述所有这些
,

或许仍远未能穷尽

皮尔士的实际贡献
。

因为
,

正如著名皮尔士学者 M
·

费奇所指出的那样
, “

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很快会存

在对于皮尔士逻辑工作的全面说明或评价
,

因为每

一位逻辑学家在接近他时大都带有一个比他本人

要狭隘的逻辑观念
,

从而忽略或不能理解超越其狭

隘观念之物的相关性
。 ” [0] 初皮尔士的贡献

,

永远超

乎逻辑学家们的想象 !

四

无论如何
,

须知学术界
“

发现
”

皮尔士这些杰出

贡献
,

实非容易
。

皮尔士逻辑的埋没和重显经历了

一个长期的重估过程
。

早在 19 世纪这个重要的现代逻辑诞生时期
,

不同逻辑学家对于 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主的传统

逻辑不断提出怀疑和改进
,

存在着两条基本研究路

线
:
一是布尔学派的逻辑代数传统

,

他们试图将代

数拓展至逻辑学以扩展逻辑学视野 ;二是弗雷格等

人的逻辑主义方案
,

他们试图以经过重新构造的逻

辑学为基础推导出整个数学
。

前者强调抽象代数

思想
,

尝试以代数方法研究逻辑学
,

目的在于改进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逻辑学 ;而后者强调数学基础

研究和公理化思想
,

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几乎持完

全否定态度
,

目的在于为数学奠定可靠的基础
。

按

照路易斯的说法
,

前者主要是继承了莱布尼兹的
“

普遍语言
”

设想
,

可以用
“

符号逻辑
”

一词来强调其

特征 ;后者主要是继承了莱布尼兹的
“

理性演算
”

设

想
,

可以
“

数理逻辑
”

或
“

逻辑斯蒂
”

一词来强调其特

征
。

另外
,

由于前者以布尔
、

皮尔士
、

施罗德为主要

代表
,

后者以弗雷格
、

皮阿诺
、

罗素为主要代表
,

所

以有时也可以 B玲 vs
.

FPR 来表示这种对峙
。

有意思的是
,

历史的发展往往同某些偶然事件

联系在一起
。 19 世纪中后期

,

布尔的逻辑代数方

法在逻辑研究中占据着支配地位
。

皮尔士和施罗

德在欧洲
、

美洲的逻辑学界有着重要形响
。

18 77

年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克里福特评价皮尔士为最

伟大的在世逻辑学家
,

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已经为

这一学科增加实质内容的第二人 (第一人是布尔 )
。

施罗德直接继承皮尔士思想而写成的《逻辑代数讲

义》
,

成为那时的标准逻辑教材
。

施罗德对于 1879

年《概念语言》的书评
,

指责弗雷格完全偏离布尔传

统
,

导致弗雷格及其著作长期无人注惫
。

但进人

20 世纪
,

在科学
、

哲学界有着重要声望的罗素却将

弗雷格推崇备至
,

并通过《数学原理》直接继承和发

展了弗雷格的传统
。

然后
,

罗素的逻辑观又影响了

早期维特根斯坦
、

早期卡尔纳普
、

奎因
。

正像罗素

一样
,

奎因是现代逻辑史另一个具有异常号召力的

¹ 皮尔士在手稿中提到
:
他的图表化思想

.

可能跟自己的左擞子习惯以及脑部言语功能笨拙与空间功能强化的生理特点有关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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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家
。

众所周知
,

奎因¹ 非常崇拜弗雷格
,

弗

雷格照片曾经是奎因办公室的唯一画像
。

但对于

皮尔士
,

奎因似乎并不感兴趣
,

他在评论《皮尔士文

集)第三卷和第四卷逻辑作品时将皮尔士的贡献视

为无关紧要的
。

奎因凭借其显赫的大学教职
,

并通

过大量作品和大批弟子进一步凸显了弗雷格的逻

辑方法
。

从此
,

弗雷格几乎毫无异议地占据主导地

位
,

而皮尔士则近乎完全退出了主流逻辑学研究的

视野
。

在涅尔夫妇的《逻辑学的发展》
、

伯亨斯基的

《形式逻辑史》等所谓标准逻辑史著作º 中
,

皮尔

士的逻辑贡献仅仅被泛泛提到 ; 而冯
·

海耶奴特在

其主编的现代逻辑权威文献《从弗雷格到哥德尔
:

数理逻辑的来源)一书中
,

更是把 B玲传统完全排

除在外
,

认为布尔
、

皮尔士的代数传统只具有历史

上的兴趣
,

同弗雷格
、

皮阿诺的开创逻辑史新纪元

的贡献相比微不足道
。

如此以来
,

所谓的皮尔士逻

辑贡献似乎已经以多数票得以最后定论了
。

然而
,

随着各类研究的深人
,

我们的认识总是

越来越全面
。

更重要的是
,

当我们的研究视角变得

更加宽广时
,

认识结果往往大不一样
,

特别是不再

走向绝对化
。

192 2年
,

波兰著名逻辑学家卢卡西维茨在一

次讲演中
,

在把莱布尼兹和布尔分别视为现代逻辑

的第一
、

第二莫基人之后
,

指出
“

德国的弗雷格
、

美

国的皮尔士和英国的罗素是我们时代数理逻辑的

最杰出代表人物
。 ” 193 7 年

,

K. 门格尔在《新逻辑》
一文中

,

将逻辑代数的发展归功于布尔
、

皮尔士与

施罗德
,

将命题演算的发展归功于皮尔士与施罗

德
,

将 量化理论 的发展 归功于皮尔士 与弗 雷

格〔’0]5
。

即使是罗素
,

到了 195 9 年出版《西方的智

惫》一书时
,

也指出
:
虽然不大容易清楚地了解皮尔

士立场
,

但他无疑是 19 世纪后期最具独创思想的

探索者之一
,

而且肯定是迄今最伟大的美国思想

家
。

在逻辑学上
,

罗素说
,

他完成了许多重大发现
,

特别是发明了后来逻辑学家们广泛运用的真值表

方法以及一种新的关系逻辑
。

他还特别提到了皮

尔士假设逻辑和图表逻辑
。

1982年
,

普特南的《皮尔士这个逻辑学家》一

文注惫到了奎因
、

冯
·

海耶努特对于布尔
、

皮尔士等

逻辑学家的
“

无礼
” ,

他极力反驳
“

逻辑学是一门古

老学科
,

而自 187 9 年以来已成为一门伟大学科
”

以

及
“

逻辑学由弗雷格发明
”

等偏激论断
。

他惊奇地

发现
,

许许多多在现代逻辑中耳熟能详的东西
,

实

际上竟是通过皮尔士及其学生们的努力才为逻辑

学界所知晓的
。

甚至
“

一阶逻辑
”

一词也应归功于

皮尔士
。

他指出
,

在拥有合法的优先主张权意义

上
,

弗雷格的确是早于皮尔士
“

发现
”

了量词
,

但皮

尔士及其学生是在有效的意义上发现了它
,

因此现

代量化理论的真正起源应该是皮尔士的工作
。

怀

特海就是通过皮尔士才了解到量化理论的
。

除了

弗雷格之外没人曾以弗雷格记法发表一篇论文
,

而

许多著名逻辑学家如洛文海
、

司寇伦
、

策梅勒等人

采用了皮尔士
一
施罗德记法»

,

并且许多著名结果

和系统也是以这种记法发表的
。

他在无意贬低的

情况下得出结论
:
没有弗雷格

,

一阶逻辑 (及其元数
学研究 )也会存在的〔刻

。

19 85 年
,

对于皮尔士一向持轻视态度的奎因
,

在一篇书评《麦黑尔论布尔》中
,

似乎也改变了原有

看法
。

他开始承认皮尔士的确在弗雷格发现一般

量化理论后独立地达到了现代逻辑中的这一特征

性成果
。

他称
, “

逻辑学变成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

只是等到一般量化理论在弗雷格和皮尔士手中出

现时才开始的
。”

199 5 年
,

迪博特在《皮尔士与当代思想
:
哲学

探究》一书中发表对于奎因的回应文章《皮尔士在

逻辑史上被轻视的地位》
。

他一开始就提出
,

就
“

能

耐(abi li ty )
”

来说
,

皮尔士同亚里士多德
、

布尔
、

弗雷

格一样
,

完全属于第一流的逻辑学家
,

而且皮尔士

在现代数理逻辑的影响要远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加

巨大而且实际上超越了弗雷格 (虽然这一大胆断定

需要许多限制性解释 )
。

他同时指出
,

精确刻画皮

尔士的逻辑史地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

因为我们需

要将皮尔士放置在他生活的那个 19 世纪逻辑学背

景下
,

因此同时需要考察同时代的弗雷格
、

德摩根
、

H
·

格拉斯曼
、

特伦德伦伯格以及其他许多我们今

天仍不能熟知的逻辑学家
。

199 7 年
,

欣迪卡的( C
·

s. 皮尔士在逻辑理论史

上的地位》一文呼应了冯
·

海耶奴特曾经提出的
“

作

¹ 在俩像化弗雷格的人中
,

还必须提到 M
.

达米特
。

虽然他对于弗雷格的颂扬主要是在哲学方面
,

但这对于从而引起人们对于弗雷

格逻辑的重视
,

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
。

º 约翰
·

巴斯康尔的《哲学百年》利用较多篇幅谈到了 B玲 传统的逻辑思想
,

可以算是一个例外
。

» 实际上
.

除了普特南提到的这些人物
,

皮阿诺
、

希尔伯特
、

塔斯墓等都基本上继承了皮尔士
一
施罗德记法

。

有关皮尔士逻辑贡献的形响的更详细论述
,

可参看 G . 司d i倪 B浏,
, F~ %。 to 压d . : 人恢刁州曰 。叫‘ in ‘ 伟目口, ‘ ,菊

c ,

日鱿丽
-

er
,

么艾刀
。

值得注惫
.

本书的标肠与冯
·

海耶奴特一书的标题
“F加m F鸣, to 公浅I

”

形成对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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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语言的逻辑与作为演算的逻辑
”

区分
,

进一步提

出
:
弗雷格同早中期罗素

、

早期维特根斯坦
、

维也纳

学派
、

奎因
、

海德格尔等同属于一个传统
,

在他们眼

中
,

只有大而全的一个世界即现实世界
,

现实世界

是我们语言的唯一解释
,

不存在多数可能的世界
,

因而从根本上否定模态逻辑的合法性
,

否认真理的

可判定性 ;而皮尔士同历史上的布尔
、

施罗德
、

洛文

海
、

塔斯基
、

歌德尔
、

后期卡尔纳普等则属于相对的

另一个传统
,

他们支持包括可能世界理论 (模态逻

辑)
、

模型论
、

逻辑语义学和元逻辑理论等在内的一

系列理论
。

因此
,

皮尔士逻辑工作长期遭受低估的

主要原因在于
:

皮尔士以及其身后的几十年正处于

普遍主义传统的压制下
,

很少有人会对其思想感兴

趣 ;而只有逻辑学家和哲学家们普遍接受模型论传

统之时
,

皮尔士思想的价值才能逐步得到揭示
。

与此同时
,

广大皮尔士研究者对皮尔士逻辑的

另一重要方面即皮尔士所谓的
“

名曲
”

即存在图表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

研究表明
,

皮尔士存在图

表系统的 Al 如
。
部分在表达和演绎能力上相应于

我们常用的命题逻辑
,

而 Be ta 部分相应于我们常

用的一阶逻辑不
~

部分虽然尚未完成他就去世

了
,

但已包含丰富的今天所谓模态逻辑
、

高阶逻辑

的思想
。

存在图表作为逻辑推导的一种形式推理

技术
,

与常见的代数的
、

线形记法相比
,

不仅具有简

单精致的推理规则
,

也可直接转换为 自然语言
,

是

逻辑上第一个完美的形式的图表推理系统
。

今天
,

现代逻辑的研究已经从单一化走向多元

化
,

特别是近现代逻辑史的研究逐步使人们感受到

逻辑学论题的丰富性
。

虽然我们很难达到像皮尔

士那样百科全书式的逻辑史知识并拥有他那样宽

广的逻辑视界
,

但随着当代学者对于早期现代逻辑

研究的更加全面深人
,

也随着皮尔士庞大而散乱的

逻辑手稿得以整理出版
,

皮尔士的逻辑贡献及其在

逻辑史上的地位也将进一步得到公平对待
。

我们可以充分肯定
,

对于皮尔士的逻辑作品
,

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启示和建议 (fo 币le su黔
-

tiv en es s
)

,

这是他作为一位伟大逻辑学家所留给今

日学人的最珍贵礼物
。

广大皮尔士学者的实践已

经告诉我们
:

任何肯对于皮尔士作品进行认真研

读
、

刻苦探求之人
,

都不会空手而归
。

开展皮尔士

的研究
,

必将能有力推动整个逻辑学的丰富和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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