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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性理论图示法及其作用

石 开 贵

A、 E、 I、 0四种直言判断主、谓项 周

I延性理论是形式逻辑的基本理论之一。它渗

透在形式逻辑的许多理论之中,在逻辑理论

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对变形推理

I的 换位法和三段论的有关理论、规则的理解

和把握情况,取决于周延性理论熟练把握程

度。所以,研究和完善周延性理论的表述方

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国内外一

般形式逻辑教科书对该理论的总结性表述都

采用列表法,固然不失其许多优点。但却有

呆板,繁琐,不够条理之感,不易记忆、掌

握,运用起来也不方便。笔者认为采用图示

怯就可克服列表法的不足。直 言 判 断 A、

￡、I、 0主、谓项周延性情况图示如下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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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延性图具有简便、苴观、全面、灵活

等优点,便于从不同角度掌握周延性理论。

其简便、直观性表现在文字少,易于阅读和

记忆;其全面、灵活性体现在多种读法,包

括四类正确读法,32种错误读法。

其正确读法有 :

(一 )从量的角度看主项 :

1.全称判断主项周延 ;

2.特称判晰主项不周延。

(二 )从质的角度看谓项 :

1。 肯定判断谓项不周延 ;

?.否 定判断谓项周延。

(三 )从质与量的结合看主、:谓项 :

1。 全称否定判断主项周延,谓顼周延 ;

2.特称肯定判断主顼不周延,谓项也不

周延 ;

3.全 称肯定判断主项周 延,谓 项 不 周

J廷匡:

在。特称否定判断主顼不 周 延,谓 项 周

主项不月延

∶我们把它叫周延性图。

必须首先注意 A、 E、

i概念相联系 :

为了正确阅读该图,

I、 04个 符号与 8个



延。     ∷

(四 )从主、谓项的周延性情况看判断

的种类 :

1。 主项周延的判断是 A、 E;

2。 主项不周延的判断是 I、 o;

3.谓项不周延的判:断是 At I;

4.谓 项周延的判断是 E、 0。

沿顺时针方向 (也可沿反时针方向 )的

以下读法都是错误的。

1.全称判断的谓项都周延 ;

2.全称判断的谓项都不周延 ;

8.全称判断的主项都不周延 ;

在·否定判断的谓项都不周延 ;

5.否 定判断的主项都周延 ;

6.否定判断的主项都不周延 ;

7特称判断的谓项都周延 ;

8.特称判断的谓项都不周延 ;

9.特称判断的主项都周延 ;

10.肯 定判断的谓项都周延 ;

11.肯定判断的主项都周延 ;

12.肯 定判断的主项都不周延 ;

13.全称判断的主、谓项都周延 ;

“。全称判断的主、谓项都不周延 ;

15.否 定判断附亡、谓项都周延 :

16.否 定判断的主、谓项都不周延 ;

17.特称判断的主、谓项都周延 ;

18.特称判断的主、谓项都不周延 ;

19.肯定判断的主、谓项都周延 ;

⒛。肯定判断的主、谓项都不周延 j

21。 全称肯定判断主、谓项都周延 ;

22ρ 全称肯定判断主项不周延、谓 项 周

延 ;

23。 全称肯定判断主、谓项都不周延 ;

24。 全称否定判断主项不周延,谓 项 周

jlt∶
:∶ ;

25.全称否定判断主、谓项都不周延 ;

26.全称否定判断主顼周延,谓项 不 周

j;t∶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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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特称否定判断主、谓项都不周延 ;

28.特称否定判断主项周延,谓项 不 厨:

延 ;

29.特称否定判断主、谓项都周延 ;

30.特称肯定判断主项周延,谓项 不周 :

J辽三;

31.特称肯定判断主、谓项都周延 ;

32.特称肯定判断主项不周延,谓 项 月∵

项。
′

由此可见,图示法对周延性理论的表述 :

更周密。掌握了周延性图,对于理解形式逻辑∴

的有关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会带来莫大的方

便,便思维明快、简洁、敏捷。大致体现在

以下 5个方面。

首先,它可以指导变形推理的换位法。

周延性图直观地展示了 E判断和 I判断主、

谓项周延性情况完全相反:E判断主、谓项

都周延;I判 断主、谓项都不周延。我们把

E判断主、谓项换 位;I判 断 主、谓 项 换

位,都遵守了前提中不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不

得周延的规则,分别得到一个新 的 正 确 判 :

断。所以叫简单换位。A判断一定要换成 I

判断。因为A判断主项圊延,谓 项不周延。

换位后必须把全称量项变为特称量项,才能

保证前提中不周延的谓项位换到主项位置后

也不周延。o判断不能换位:因 0判 断 主

项不周延,谓项周延。换位不能换质,其主

项换到谓项位置后就变为周延的了,违背了

换位规则。

这些理论和方法,把它们置于周延性图

中看就十分简单。除了 A判断换位要 变 为

I判断外,E判断和 I判断换位都 不 与 其

它判断发生联系,我们可以把它们叫做
“
原'

地换位。
”

其次,它可帮助我们迅速、准确地把握 ~

三段论的有关词项的规则。一个三段论是否

遵守
“
中项至少周延一次

”
、 “

前提中不丿訇:

延的小项 S,或不周延的大 项 P,在结论中



堵阝不得周延
”
的规则,依靠周延性图,可熟

练、敏捷地加以鉴别。如果中项在全称判断

的主项位置或否定判断的谓项位置至少出现
∷一次,那么,该三段论就遵守了 中 项 的 规

则。否则违背了该规则,是错误的三段论。

如果 s和 P同时出现在两个肯定判断作前提

的谓项位置,结论是 I判断;或 s和 P分别

在前提中的肯定判断谓项位置,特称判断主

项位置,结论也是 I判断;或 S在前提的肯

定判断谓项位置,或特称判断主项位置,结
论是特称判断;或 P在前提的特称判断主项

位置,或肯定判断谓项位置,结论是肯定判

断,那么,这样的三段论都遵守了关于小项

和大项的规则。否则违背了该规则,是错误

∶的三段论。

第三,它可帮助我们把握三段论格的某

些规贝刂的实质。 “
大 前 提 必 须 是 全 称 判

断
”,这是第一格的规则之一; “

前提中必

须有一个否定判断
”,这是第二格的规则之

一。第一格的中项在大前提的主项位置,第
二格的中项在两个前提的谓项位置。罔延性

图告诉我们 ,全称判断主项周延 ,否定判断谓

项周延。可见,以上两条规则的实质都是为

了保证中项至少周延∵次这一基本规则得到

贯彻。又如,第三格的规则是:小前提是肯

定判断,结论是特殊判断。只要从周延性图

j来考察这些规则,就不难看出,其实质是为

了遵守
“
前提中不同周延的项,在结论中也

不得周延
”

这一关于词项的规则。

第四,在证明三段论有关规则时,它是

行之有效的锐利武器。例如,证明两个特称

判断作前提推不出必然性结论。两个特称判

断作前提有以下三种情况:I和 I;I和o;
o和 o。 除第三种情况用

“
两个否 定 判 断

作前提推不出必然性结论
”

这一规则作出证

明外,其余两种情况,只要调动周延性图,

问题就迎刃而解。第一种情况的 证 明 方 法

是:因为 I判断主、谓项都不周延,没有一

个周延的项作中项,所以推不出必 然 性 结

论。否则违背中项至少周延一次的规则,犯
“
中项不周延

”
的逻辑错误。第三种情况的

证明方法是:前提中唯有0判断盯 谓 项 周

延,用它作中项。根据规则:前提中有-个
否定判断,结论必须是否定判断,而否定判

断谓项周延,就要犯
“
大项不当周延〃的逻

辑错误,也推不出正确结论。此外,在证明
“
前提中有一个特称判断,结论也必须是特

称判断
”
的规则及格的有关规则时,周延性

图会帮助我们抓住本质,使问题得到解决。

第五,它可使我们在判断有关周延性命

题是否正确时,∷ 保持十分清醒的头脑。凡符

合四类正确读法的命题是正确命题;凡属于

32种错误读法的命题是非正确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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