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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年度出版顾问 

本书是牟宗三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出版后相当长时期内一直作为台湾高校逻辑课程的首选教材。全书共分
三部：第一部传统逻辑，第二部符号逻辑，第三部方法学。按逻辑学的发展脉络对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都
作了详尽而系统的论述。同时，在此基础上，作者在最后对“归纳”这一常用方法的理论基础、具体过程
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等作了精妙分析，这也是本书区别于其他逻辑教材的特别之处。 

  http://www.gobook.cn/su-de/show.asp?n=36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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