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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契对辩证逻辑有独特的研究。冯契对辩证逻辑的主要贡献有：第一，明确了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

从而科学地区分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第二，提出了具体概念学说，从而确定了辩证逻辑主题是研究具

体概念的学说；第三，构建了富有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范畴体系，从而展现了独特的辩证逻辑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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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对辩证逻辑有独特的研究。《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一书集中记录了他对辩证逻辑的

研究成果。笔者作为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冯先生招收的首届辩证逻辑研究生，亲聆

了冯先生的辩证逻辑原理课程，深感他对辩证逻辑发展的重要贡献。下面，根据笔者的体会，

就冯契对辩证逻辑的主要贡献作一梳理。 

一、明确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科学区分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 

冯契指出：“从逻辑思维的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而言，有两种逻辑。人们要通过概念、判

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来把握世界，概念必须与对象相对应，所以思维形式有相对静止状态。

在相对静止状态中，撇开具体内容而对思维形式进行考察，这就有了形式逻辑的科学。为了

把握现实的变化发展，把握具体真理，概念必须是对立统一的、灵活的、能动的。而密切结

合认识的辩证法和现实的辩证法来考察概念的辩证法，就有了辩证逻辑的科学。这是我们对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基本看法。”
[1]p227

 

在此，冯契从不同的研究对象及不同的研究方法上区分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就辩证

逻辑而言，其对象是“现实的变化发展”，即客观辩证法；其研究方法是以“对立统一的、

灵活的、能动的”概念去“把握具体真理”。冯契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概念越来

越丰富、精确，越来越符合客观现实的具体事物及其变化发展法则。因此，人们能够达到一

定条件下的辩证的认识，或者说达到一定条件下的辩证思维……在这时，使用的概念、判断

和推理，就具有了辩证逻辑的形式。” 
[2]p12-13 

 

冯契不仅明确地把辩证逻辑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辩证思维，而且明确地区分了“辩证思维”



 

 

和“思维辩证法”。他指出：“人们在研究逻辑学之前就已经用逻辑进行思维。人的思维由于

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发展的，所以，也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人的思维形式及其规律

也是‘自在之物’。……人们在研究逻辑学之前，就已经是自发地遵循着逻辑来思维”，“逻辑

学是对人的思维中固有的逻辑的自觉掌握。” 
[3]p13-14 

 

众所周知，辩证法的规律是宇宙间普遍而客观存在的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思维

领域，都要受辩证法规律的制约。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即客观辩证法）在人们的思维领域中

往往通过两条途径发生作用：客观的途径和主观的途径。所谓客观的途径是指，在作为自然

过程的人类思维运动中，以不依人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的必然性而强制地表现出来的辩证规

律性。例如，任何人的思维，不管是正确的思维还是不正确的思维，都内在地固有着概念、

判断和推理的辩证法：任何概念都是内涵与外延的对立统一；任何判断都是主词与宾词的对

立统一；任何推理都是前提与结论的对立统一等。这种情况如列宁所说：“从任何一个命题

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 

[4]p713
思维形式所固有的辩证法在一切人的思维中强制地起着作用。对于这种以客观途径表现

出来的辩证规律性，我们只能认识它、运用它为自己服务，而不能取消它。它客观存在着，

对人类思维起着强制性的支配作用，而不管思维主体自觉或不自觉、懂或不懂辩证法。相应

于客观辩证法在自然领域中的表现被称为“自然辩证法”，在历史领域中的表现被称为“历

史辩证法”；我们把在思维领域中具有客观意义的辩证规律称为“思维辩证法”。 

所谓主观的途径是指，人类思维运动中受到思维主体的意识支配的、服从于思维主体意

志的思维辩证规律性。辩证思维的实质在于对思维辩证法的认识和运用。它与思维辩证法的

根本区别在于：思维辩证法是客观的、强制性的；辩证思维是主观的、非强制性的；思维辩

证法是客观辩证法，辩证思维是主观辩证法。说辩证思维是非强制性的，是因为，辩证思维

作为对思维辩证法的认识和运用，在思维中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也就是说，不是任何

人都能进行辩证的思维，能否辩证地思维取决于思维主体的思维水平和思维能力，在一定程

度上也取决于思维主体的主观意愿（当然，也不是随心所欲，而势必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违反辩证法规律要求的形而上学思维存在。说辩证思维是主观的，

是因为，辩证思维的进行和得以实现，必须通过人的主观意识的领域，依赖于作为思维主体

的人对客观辩证法的认识方式和自觉程度。思维主体在未充分认识和掌握客观辩证法的情况

下，虽然有时也能不自觉地进行辩证思维（这反映出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的一致性和相通

性），但真正自觉的、高水平的辩证思维，只能以对客观辩证法的充分认识和自觉掌握为前

提。这是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了客观辩证法，并按客观辩证法的要求去思维，才能自觉地克



 

 

服形而上学，在思维中正确地再现对象的辩证规律。 

在此，我们涉及客观辩证法、思维辩证法和辩证思维三个层次：首先是普遍存在于宇宙

各领域的客观辩证法；其次是客观辩证法在思维领域中的表现——思维辩证法；最后是对思

维辩证法的认识和运用——辩证思维。其中，客观辩证法是辩证思维的客观基础和客观原型，

思维辩证法是辩证思维直接的思想基础，客观辩证法以思维辩证法为“中介”，经过思维主

体的主观意识领域，转化为辩证思维。思维辩证法与思维同存。而辩证思维“只对于较高发

展阶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腊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发展还要晚得多，再现代哲学中

才达到。虽然如此，早在希腊人中间就有了预示着后来研究工作的巨大成果！” 
[5]p 54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区分思维辩证法与辩证思维的焦点在于思维主体的自觉

程度及思维水平高低，而不在于思维内容与形式本身。一定的思维，只有对那些自觉到包含

在思维对象中的思维辩证法的思维主体而言，才构成辩证思维。从普通思维到辩证思维，并

不意味着思维本身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只是意味着思维主体水平的提高，而从思维对象中揭

示出丰富的辩证法。黑格尔曾经举过“文法”一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说，文法本是一个具

体概念（作为辩证思维形式的概念），它反映的是文法这一对象的具体同一性。但对于初学

语言者而言，文法乃是一种脱离了特殊性的普遍性，脱离了多样性的统一性，亦即脱离了具

体内容的结论和原则。因为他还未学具体的语言，文法对于他还是一个抽象概念，是僵死的、

空洞的骨骼。但等到学习了这种语言之后，如果再回过头来温习一下初学时接触的文法，就

会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就会觉得这些文法很具体，换言之，文法对于他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

而是一个具体概念了。这说明，同样一个概念，对于具有不同认识水平的人来说，可以是反

映脱离了特殊性的普遍性，即抽象概念；也可以是反映了包含了特殊性在内的普遍性的，即

具体概念。这就是说，同样的思维对象，可以在一部分人头脑中表现为普通思维水平；在一

部分人的头脑中表现为辩证思维水平，区别就在于思维主体是否自觉到该思维对象中的思维

辩证法。 

对于辩证思维与思维辩证法的科学区分，对于确定辩证逻辑的学科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在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任何逻辑都要撇开内容去研究思维形式，“辩证逻辑自然也要研究

辩证思维形式的逻辑结构”，并提出辩证逻辑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即确实存在着的“与

普通概念、普通命题、普通推理等不同的辩证概念、辩证命题、辩证推理等”。
[6]p44

对这一

观点，值得仔细推敲。 

首先，由上所述，从普通思维到辩证思维，并不意味着思维本身内容和形式的变化，只

是意味着思维主体水平的提高，因而，客观上并不存在着独立于普通思维形式的辩证思维形



 

 

式。区别辩证思维形式与普通思维形式的标准在于思维主体的认识水平，而不在于思维形式

的结构。同样结构的思维形式，在一些未自觉到其中思维辩证法的人的头脑中可以表现为普

通思维形式；在另一些自觉到其中思维辩证法的人的头脑中可以表现为辩证思维形式。 

其次，衡量思维形式是否辩证，关键在于看思维形式所包含的实际内容是否如实反映了

客观辩证法，而不能仅仅从思维形式的外在结构上考察。实际上，思维形式是否如实地反映

了客观辩证法，同思维形式的外在结构无必然联系。有两种情况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第一种情况：思维形式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如实反映了客观辩证法，但却并未以所谓“辩

证形式结构”表现出来。例如，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时间”、“空间”等范畴，表面上

并无对立结构“S 是非 S”等，但实际内容却包含着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有限性与无限性、

绝对性与相对性等的对立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命题“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认识的非理性

具有二重性”、“人的认识不是直线，而是近似于螺旋的曲线”、“任何事物都在运动变化，

或处于量变状态，或处于质变状态”等也同样，含有辩证的内容却无辩证结构“S与非 S 是

P”、“S是 P 又是非 P”等。 

第二种情况：思维形式虽具所谓辩证结构，实际内容却并未如实反映客观辩证法，甚至

是形而上学思维。形而上学的思维是绝对不相容的对立思维，在他们看来，“是就是，不是

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话”。他们认为，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表面

看来，这种思维方式不可能采用“S 是 P 又是非 P”的形式。可实际上，由于思维形式的内

容与其外在结构并无必然联系，形而上学思维完全可以利用这种形式。如相对主义诡辩论（其

实质也是形而上学）主观运用辩证法，否定思维的确定性，无条件宣称“A 同时又是非 A”，

就是明证。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美就是丑”、“方就

是圆”等命题，看似辩证，实际上却否认了绝对运动中的相对静止，割裂了绝对与相对的辩

证关系，是一种形而上学。 

总之，辩证逻辑虽然有自己特有的研究对象——辩证思维形式，但这种辩证思维形式并

非独立于普通思维形式，并非一定具有所谓辩证矛盾结构，而是与一般思维形式融为一体的，

它与普通思维形式的区别就在于思维主体的认识境界。同样一种思维形式，在辩证论者看来

是辩证思维形式，而在非辩证论者看来就可能是非辩证思维形式。我们不能人为地以结构式

为标准去划分思维形式的辩证与非辩证。 

二、提出具体概念学说，确定辩证逻辑主题 

冯契指出：“逻辑思维是能把握具体真理的。何以能够把握？在于运用具体概念。而运



 

 

用具体概念的思维就是辩证法思维。” 
[7]p113

在此，冯契明确地把确定了具体概念学说在辩证

逻辑学科中的地位，把具体概念学说作为辩证逻辑的主题。 

什么是具体概念？冯契的界定是：“具体概念，是科学发展的高级阶段的概念，亦即黑

格尔所讲的理性逻辑的概念。具体概念把握了一定领域中的知性概念的有机联系，把握了对

象本质的矛盾，揭示了对象的有机联系。”
 [8]p111

这就是说，具体概念作为与理性思维阶段水

平相适应的思维形式，是辩证思维的基本形式。 

冯契对具体概念的许多精辟论述对于辩证逻辑科学体系的确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可以

说，正是具体概念学说的确立凸现了冯契辩证逻辑思想的独创性。 

第一，具体概念学说凸现了“辩证逻辑是认识史的总结和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的反映”

的思想。冯契从客观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的统一出发，明确地提出，辩证逻辑是认识史的

总结和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的反映。而总结认识史和客观现实的辩证运动的思维形式就是具

体概念。辩证逻辑意义上的具体概念是从整体上反映对象多种规定性的统一，反映对象具体

普遍性和具体同一性的概念。具体概念是抽象概念逻辑发展的必然，是认识由浅入深，向理

性思维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 

自然界和社会生活是复杂多样的，任何认识客体都是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为了全面地认

识客体，人们的思维必须进入理性具体阶段，达到对客体多种规定性的综合把握。随着认识

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发展，概念也必然由低级向高级转化、发展。这是概念矛盾运动

的规律。因为，概念的发展和认识运动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概念是人们的认识成果，又是人

们用以认识事物的工具，以抽象普遍性、抽象同一性和单一规定性为特征的抽象概念，不能

反映客观对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无法把握纷繁复杂、生动活泼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自

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本身是普遍与特殊的统一，是多种规定性的统一，是发展变化着的。要准

确把握这样的客观对象，就必须有一种能从整体上把握对象丰富多样性的思维形式，这就是

具体概念。只有具体概念才能真正揭示对象多样性的统一，揭示对象的内在矛盾，揭示对象

的整体本质和规律性。人类的思维一旦达到具体概念水平，也就达到了对一定历史条件下、

一定范围内的具体真理的把握。在思维水平上，具体概念是辩证思维成熟程度的标志。 

从逻辑特征分析：其一，具体概念是认识客体活生生内容所固有的概念。具体概念以事

物的矛盾内容为反映对象，而事物作为一个具体矛盾总体，必然具有多方面的质和量的规定

性，必然是一错综复杂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具体概念注重在多样性的统一中把握事物的活生

生的矛盾运动，其内容必然能丰富而深刻、全面而准确地揭示出事物的多方面属性，达到比

抽象概念更高的境界。具体概念的形成标志着辩证思维的全面性。 



 

 

其二，具体概念是处于辩证运动中的概念。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运动、变化、发展

的，概念要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其内容就必须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发展。从认识发展

进程看，概念、范畴只是认识具体现实事物的一些小阶段、环节，而客观世界是永恒发展的，

任何概念总是把客观事物分割开来把握；所以概念总是不完全的、片面的。不过，随着实践

的发展，人们分别从不同方面对现实事物作了考察，不同方面的认识互相补充，逐步克服片

面性，人们的概念就越来越丰富、具体。具体概念是一种认识史的总结，它把人们对客体的

不同阶段的认识成果作为一个个内在环节包含于自身，反映了人们在一定阶段上的辩证思维

水平。具体概念又标志着辩证思维的历史阶段性。 

总之，由于具体概念是把握了对象多样性统一的概念，是对人类认识史的总结，因而，

它就能成为反映辩证思维水平的主要思维形式。具体概念的成熟程度，体现着辩证思维的成

熟程度。诚然，在人类的认识史中，具体概念不可能尽善尽美，具体概念所把握的具体真理，

只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客观事物的发展是无止境的，具体概念的发展也是

无止境的；在真理的长河中，具体概念总是历史的、相对的、不完全的；具体概念的日益具

体化的过程也是永远不会终止的。如恩格斯所说：“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

渐进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 
[9]p 515

 

第二，具体概念学说凸现了辩证逻辑“以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思想。“以

客观现实之道还治客观现实之身”是体现冯契方法论思想的基本命题。其具体概念学说为这

一方法论命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冯契指出：“相对于对象来说，一切概念都具有双重作

用：一方面摹写现实，另一方面规范现实。” 
[10]p62

这里所说的“摹写”，即反映“客观现实

之道”；所谓“规范”，即“还治客观现实之身”。“从摹写现实来说，概念的认识总有被动的

一面”“从规范现实来说，概念的认识又有能动的一面。”
 [11]p 62

 

正是依据概念双重作用的思想，冯契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逻辑基本规律以及分析与综合

相结合是辩证思维基本方法的思想。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不

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因而，作为一个思维对象，不管是属于哪

个领域的事物，都是矛盾对立面的统一。辩证思维作为对客观辩证法（包括思维辩证法）的

把握，必须把客观对象的对立面暴露出来，在“对立面的统一”中反映客观矛盾。为此，不

但要在对象的整体性质上，即各种矛盾及矛盾各方面的相互联结上把握客观事物；而且要从

各种矛盾、矛盾的各方面及各阶段的区分着手研究，了解它们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

种具体形式和他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分离的关系。辩证思维对客观辩证法的这种研究，就

是分析与综合相结合。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维规律集中体现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思维领



 

 

域中的特殊要求，是作为辩证思维规律的对立统一规律。 

冯契通过总结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历史，根据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论原理，提出了运

用具体概念把握对象具体真理的一般进程：一是“要客观地全面地审查已有的理论，进行观

点的分析批判” 
[12]p24-425

；二是“要把已经获得的思想规定、科学范畴联系起来进行研究，

揭示出所要研究领域里的基本范畴，即这个领域中具有最大统一性的范畴” 
[13]p 425

；三是系

统阐明基本范畴，在思维行程中再现具体。而这一进程正是具体概念的展开过程、分析与综

合相结合的过程，也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思维领域中的自觉体现。 

第三，具体概念学说凸现了“判断和推理是具体概念的展开”的思想。冯契指出：“具

体概念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也即是概念展开为判断、推理的运动。” 
[14]p263 

 

既然具体概念反映的是事物矛盾的整体，是包含有矛盾和差异的具体同一，是处于辩证

运动中的概念，因此，无论从纵向还是从横向看，具体概念都存在于同其他概念的联系中，

或本身就是一个概念体系。我们从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去把握具体概念，从本质上说也就

是把握概念间的逻辑联系；而这一概念体系的展开所展现的，就是概念展开为判断、推理的

思维运行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具体概念所包含的思维内容，正是判断和推理的浓缩。 

首先，从思维本身所固有的辩证法因素分析，包含着内在矛盾诸规定性的具体概念实际

上是判断、推理诸内在环节的浓缩。 

在辩证逻辑看来，任何概念都是活生生的、不断运动着的矛盾体。概念内部矛盾运动的

结果，必然将矛盾展开，区分为各个环节。概念的这种内在的区别和规定性的展开就是判断。

如黑格尔所说：“……由于概念的自身活动而引起的分化作用，把自己区别为它的各环节，

这就是判断。” 
[15]p 339

 “说得明确些，判断就是对概念加以内在的区别和规定。” 
[16]p337

从这

个意义上说，未展开的蕴含着诸矛盾的概念，实际上是潜在的判断。在判断中，概念的各种

内在矛盾都分化为判断的主词与宾词的矛盾。也就是说，判断用主词与宾词的矛盾把概念的

各种内在矛盾具体地显示出来。具体地说，判断是概念内部个性与共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以

及抽象性与具体性等诸矛盾的展开。而当判断还未形成时，个性与共性、主观性与客观性、

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矛盾则以浓缩的形式蕴涵于具体概念中。 

当蕴涵于概念中的矛盾在展开为判断以后，再作进一步分化时，判断主宾词的联系

所展示的概念的内在矛盾就进一步分化和展开为前提与结论的矛盾，这就形成了推理。

概念通过判断进而向推理转化，是概念、判断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思维的进

程是个别、特殊、一般相互转化、推移的过程，推理的基本形式是在两者中间找到一个

中项，通过中项的桥梁作用，把另两项联系起来，得出新判断。 



 

 

任何概念都蕴涵着个别、特殊、一般三个环节，但概念是凝结的、潜藏这些属性于自身

之中，只有用判断的形式才能把它们揭示出来。判断能够揭示对象的个别属性、特殊属性与

一般属性之间的矛盾，然而，由于判断是以主词与宾词两部分揭示对象的，因此一个判断每

次只能直接揭示对象个别、特殊、一般三者中的两个方面。为了使概念中蕴涵的个别、特殊

和一般三方面属性能得以全面揭示，判断就必然要向推理过度。概念、判断的内在矛盾的不

断展开必然导致推理。黑格尔说得好：“由判断进展到推理的步骤，并不单纯通过我们的主

观活动而出现，而是由于那判断自身要确立其自身为推论，并且要在推论里返回到概念的统

一。”只有当概念内在矛盾展开、分化为推理时，概念的内在规定性才最终得以“实现或明

白发挥”。
[17]p 356

因而，从对概念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因素分析，具体概念又是推理的浓缩。 

其次，从具体概念的对立统一矛盾运动进程分析，反映了客体矛盾运动进程的具体概念

实际上是思维主体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辩证思维判断、推理进程的浓缩。 

具体概念作为把握具体真理的思维形式，其根本特征是对立统一。因为任何事物都具有

矛盾关系，只有对立统一的概念，才能准确地摹写现实。具体地说，就是：具体概念对任何

对象都既要指明它固有的某个规定，又要指出它必然具有的相反的规定。在这个对立统一运

动中，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自己的否定，然后在对立中达到统一。 

概念的对立统一作为一个辩证环节的展开过程，表现为判断的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运动，

即表现为肯定论点与否定论点的转化和运动。在辩证逻辑看来，从概念的分化开始，经判断

的肯定否定的矛盾运动的充分展开，直至达到某个结论的整个思维进程就是推理的过程。概

念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是对象客观矛盾在概念中的反映）正是在这种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运

行过程中逐步展开和分化，表现为辩证思维的推理。推理的第一步，是找出反映在概念中的

对象的最初、最简单的关系，即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第二步是以此原始的基本

关系出发，分析各矛盾侧面，又综合进行把握，研究矛盾运动方式；第三步是在矛盾充分展

开的基础上，推出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使矛盾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具体概念正是以体

系的形式把辩证思维的推理内在地包含于自身。 

冯契关于概念展开为判断、推理的思想体现了对辩证逻辑的独到见解。 

三、构建富有中国传统哲学特色的范畴体系 

展现独特的辩证逻辑研究方法 

冯契在总结中外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对逻辑范畴及其体系得研究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的有关思想，遵循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三者一致的原则，借鉴中国传统哲学有



 

 

关思想，构建了一个按类、故、理三组范畴的逻辑顺序展开的、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辩证逻

辑范畴体系，充分展现了其独特的辩证逻辑研究方法。 

冯契认为，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察类、明故、达理是认识过程的必经环节。察类就是知

其然，明故就是知其所以然，达理就是知其必然（与当然）。由“然”到“所以然”，再到“必

然”与“当然”，是一个认识深化扩展的过程。
[18]p 322

 

辩证思维要察类，首先要辨别同异，要考察事物的类属关系，把握普遍与特殊的关系，

还要考察整体与部分、质与量的关系，而要真正从质上把握类，进一步把握类的本质，还必

须从事物类和类的关系来进行考察。这样就有了同一与差异，个别、特殊与一般，整体和部

分，质和量，类和关系等范畴。 

把握了类，也就把握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类”的范畴也就过渡到了“故”

的范畴。“故”的范畴的宗旨在于“以说出故”。为此，就要考察对象间的因果联系，而把握

因果联系的切入口在于从事物间普遍的相互作用；从相互作用出发考察因果联系，就要客观

地全面地分析事物的一切条件：主观的与客观的、内在的与外在的、主要的与次要的等等，

以此来把握所考察的对象的根据。通过把握事物的条件来把握事物的根据，也就是由普遍联

系和变化发展来把握实体。实体自身就是其作用的根据，以实体为根据，也就是以物质运动

的矛盾为内容。辩证思维要求以物质的内在矛盾即内容为根据来解释形式的演变，从内容与

形式的相互作用来考察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在考察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客观过程后，还必须

从人和事物的关系入手，把事物发展的客观根据与人的要求、目的联系起来，以此作为行动

的根据。这样就有了因果关系和相互作用、条件和根据、实体和作用、内容和形式、客观根

据和人的目的邓范畴。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最终是要“达理”，即知道如何办。这就涉及“理”的范畴，包括

“必然之理”和“当然之则”。前者涉及事物发展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后

者涉及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之上形成的目的、手段和当然之则。人们越是把握了客观事

物的必然之理和当然之则，人们就越获得了自由，这样，除了现实、可能和必然，必然与偶

然，目的、手段和当然之则外，必然和自由就成为“理”这组范畴的最后一对范畴。 

冯契所建构的辩证逻辑范畴体系是对中外哲学史上有关逻辑范畴及其体系得研究成果

的批判、总结、继承和发展，体现了逻辑范畴体系与认识辩证运动的一致性，体现了逻辑的

与历史的统一。因而，逻辑范畴的展开过程，也就是辩证思维推理的展开过程。推理的第一

步，旨在从对象事物的基本关系出发揭示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这正是在把握事

物基本性质的基础上推事物所以然之故，即察类、明故。推理的第二、三步，旨在从事物的



 

 

基本关系出发，在矛盾运动充分展开的基础上，推出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使矛盾得到一

定程度的解决。这正是“达理”的过程。一旦推出事物的必然，也就为认识客观规律，达到

自由境界创造了条件。辩证思维推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改造客观世界的自由。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分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对中日战争进程的分析，

都包含了察类、明故、达理的过程，都可视作“类”、“故”、“理”三组逻辑范畴体系得推演。

作为自觉的逻辑思维正是通过这些环节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形成概念，并展开为判断、推理

的。正是通过类、故、理的矛盾运动，思维才得以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地揭示出客观事

物的本质。辩证思维推理就是对这些逻辑范畴的驾驭。 

在中国哲学史上，类、故、理是由墨子提出来的。后来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又作了反复

的考察。被考察的方面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深入、越来越丰富。范畴体系不是封闭的，而

是开放的。随着中外哲学家、逻辑学家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范畴的数目不断增加，每个范

畴的内涵，范畴间的联系不断拓展。冯契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借鉴中国传统哲学的类、故、

理范畴，科学概括、总结了中外哲学史、逻辑史成果，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逻辑范畴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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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 scientifically; secondly, raise the theory of concrete concept, and ensure that the subject 
of dialectical logic is the theory of concrete concept; last, construct the category system of 
patented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nd show a special study method of diale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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