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理入门
大青花鱼

人天生会思考，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有效地思考。有些人想问题很
快，一下就能抓住重点；有些人想问题很慢，总是抓不住重点。这是因为思考的
方式不同。

在漫长的历史中，人类逐渐总结出一些思考的经验和方法。这些经验和方法
对所有人适用，它们针对的不是思考的具体对象，而是思考的形式。我们把这些
经验和方法称为思理。下面就来谈谈其中最基本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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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属性和概念

世界上有种种事物，事物有各种各样的性质，事物之间有各种各样的联系。
事物的性质和关系，都叫做事物的属性。

事物总有属性。属性相同的事物形成一类，属性不同的事物分别形成不同的
类。

某类事物都有而其他类没有的属性，称为该类事物的特性。其中，决定这类
事物和其他事物不同的，称为本性。

我们通过看、听、闻、尝、触摸等方式认知事物。我们用感官从外部世界得
到的感觉，形成了对单个事物的印象和记忆。随着印象和记忆不断增多，我们会
对它们进行归纳、总结、分类。

从印象和记忆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抽离出事物的属性，概括出一类事物的特
有属性，并用语言来表记这类事物。于是，通过使用语言，我们形成了反映事物
的概念。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

举例来说，人们在认识各种动物的时候，看见一只又一只兔子，形成了各种
印象。经过思考，人们认识到各种各样的兔子可以归为一类。

人们从对不同形状、大小、年龄、毛色的兔子的印象中，抽离出特有的属性，
认为有这样特性的动物属于一类，并创造专门的词“兔子”，来命名这类动物。这
样，我们就形成了“兔子”的概念。

“兔子”的概念脱离了具体的印象。“兔子”并不就是具体的这只或那只兔子。
我们说概念是抽象的。

“兔子”的概念建立后，就适用于所有的兔子。我们再看到新的兔子的时候，
就会用“兔子”的概念来考虑它、理解它。我们说概念是普遍的。

要注意的是：概念并不一定正确反映一类事物的真实属性。概念的特性只是
我们主观概括得到的。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是有局限的，很多概念都不一定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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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事物的真实属性。很多时候，我们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就会发现原有的
认识是错误的，偏颇的，片面的。

很多时候，我们认识中的概念，客观世界里并不一定存在对应的事物。比
如：古人认为月亮上有月宫，海中有龙王，人死了变成鬼，等等。“月宫”、“龙
王”、“鬼”这些概念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中，但并不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事物。

这种概念称为虚假概念。虚假概念可能来自错误的感知，错误的印象，错误
的抽象，错误的思考，错误的归纳概括，自由的想象等等。

人类不断探索、研究世界，就是不断修正虚假概念，形成新概念的过程。

想一想

你觉得以下哪些是虚假概念？

孙悟空 黑洞 比 3 大比 4 小的自然数

最大的恒星 蓝色的苹果 一块谁也看不见的石头

人们使用词语来表记概念。词语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词语的思想内容。

同一个概念可能用不同的词语及其组合表记，同一个词语也可能表记多个不
同的概念。

日常语言不是完美的，语言使用中的混乱经常导致概念的混乱，而概念的混
乱又会导致语言的混乱。因此，我们希望创造更好的语言形式，减少概念的混乱，
方便思考。

数学语言、计算机语言等，都是为了更好地表达和讨论复杂的概念而发明的
语言。我们把这样的语言称为人工语言或人造语言，把人类历史中自然形成的语
言称为自然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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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含义和范围

概念的含义，就是概念的特性，也叫概念的内涵。简单来说，就是“是什么”。

概念的范围，就是具有概念特性的事物，也叫概念的外延。简单来说，就是
“有哪些”。

比如：“人”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人的特性，比如能够制造和使用生产工
具、有智慧、能用语言交流、两足直立的灵长类动物。而“人”的范围，就是张
三、李四等一个个具体的人。“资本主义国家”的含义，就是由资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就是美国、日本、德国等一个个具体的资本
主义国家。

有些概念的范围是独一无二的，称为单独概念或个别概念。有些概念的外延
是可以有很多的，称为普遍概念或群体概念。比如，“李白”、“马克思”是单独
概念，“国家”、“三角形”是群体概念。

想一想

以下哪些概念是单独概念，哪些是普遍概念？

工人 苹果 骆驼

张三 班长 一辆救护车

2.1 概念的关系

不同的概念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

两个概念：甲、乙的范围如果完全相同，就说甲等同于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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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狂人日记》的作者”和“鲁迅”都指同一个人，范围完全相同。因此“《狂
人日记》的作者”等同于“鲁迅”。

如果甲等同于乙，那么乙也等同于甲。反之亦然。因此也可以说甲乙相等或
相同。这种关系叫等同关系。

如果所有的甲都是乙，那么就说甲从属于乙，乙包含甲。这种关系叫从属关
系或包含关系。

例子

所有的兔子都是动物，因此“兔子”从属于“动物”，“动物”包含“兔子”。

如果有些甲是乙，也有一些甲不是乙，就说甲、乙交叉。这种关系叫交叉关
系。

例子

有些面包是甜的，也有些面包不是甜的。于是“面包”和“甜的”是交叉
关系。

如果任何甲都不是乙，任何乙也不是甲，就说甲、乙全异，或甲、乙互斥。
这种关系叫全异关系或互斥关系。

例子

任何兔子都不是荷花，任何荷花也不是兔子。我们说“兔子”和“荷花”全
异或互斥。

全异关系中，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叫做矛盾关系。如果甲、乙是互斥的概念，
并且都从属于另一个概念丙，而任何的丙要么是甲，要么是乙，就说甲、乙是矛
盾的。这种关系叫矛盾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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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种子植物分为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两类。“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都从
属于“种子植物”，并且互斥。因此，“被子植物”和“裸子植物”是矛盾
关系。

想一想

以下这些概念之间有什么关系？

灌木和乔木 汽车和公交车 妇女和工人

玉米和苞米 生铁和钢 豆干和豆皮

2.2 定义

定义是确定概念的含义的方法。

怎样定义呢？我们可以直接用自然语言描述概念的含义。

例子

姨妈就是妈妈的姐妹。

这里要定义的概念是“姨妈”，“妈妈的姐妹”是概念的含义，“就是”这个
词把两者等同起来。

例子

月球就是地球唯一的卫星。

这里要定义的概念是“月球”，“地球唯一的卫星”是概念的含义，“就是”这
个词把两者等同起来。

此外，我们可以通过列举概念的范围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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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夏季大三角就是织女星、河鼓二和天津四。

这里要定义的概念是“夏季大三角”，“织女星、河鼓二和天津四”是概念的
范围，“就是”把两者等同起来。

例子

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

这里要定义的概念是“五行”，“金、木、水、火、土”是概念的范围，“就
是”把两者等同起来。

定义的方法有很多，还有一种常见的方法是“属加种差”。假设我们要定义
甲，那么可以首先描述甲从属于某个更大的概念乙，表示它是乙的一种，然后描
述它和其他从属于乙的概念的差别。

例子

偶数就是能被 2 整除的数。

这里要定义的概念是“偶数”，“偶数”从属于“数”，是“数”的一种，“能
被 2 整除”描述了“偶数”和其他数的差别。

描述概念和其他事物的差别时，我们通常使用概念的属性，这些属性一般是
概念的特性，也可以是很多个接近特有的属性。

例子

丹顶鹤是一种鹤，体长通常在 1.2 至 1.6 米之间，大多通体白色，头顶鲜
红色，喉和颈黑色，耳至头枕白色，脚黑色。

这里要定义的概念是“丹顶鹤”。通过描述丹顶鹤的大小、形态特征来区别
于其他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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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

找一找，以下这些概念是怎么定义的？使用了怎样的定义方法？

灌木 沸点 软钎焊

领事裁判权 乌托邦 分子生物学

3 判断和命题

判断，是对事物、情况表达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我们在生活中说的每一句话，
大多都是判断。有些判断中还包含了其他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叫做复合判断。如
果判断中不包含其他的判断，就叫做简单判断。

表示判断的语句叫做命题。不严格地说，每个陈述句，都可以看作是命题。
简单判断对应的命题叫做简单命题。

表达肯定态度的简单判断（命题），称为肯定判断（命题）；表达否定态度
的简单判断（命题），称为否定判断（命题）。否定命题一般带有否定词，比如
“不”、“没有”、“并非”等等。

判断（命题）可以是真的，也可以是假的。是真是假，要看它是否符合客观
世界的实际情况。

例子

1.“地球绕着太阳转”是真的。
2.“鱼能飞”是假的。
3.“人不能说话”是假的。

我们约定，命题是可以讨论真假的语句。命题表示的判断，要么是真的，符
合客观世界的真实情况，要么是假的。到底是真是假，也许由于我们的认知能力
有限，无法确定，但两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既真又假，也不可能非真非假。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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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语句，就不是命题。

我们可以发现，判断（命题）之间在真假方面是有联系的。如果掌握了其中
的规律，就可以通过已经知道是真的判断（命题），得知另一些判断（命题）的
真假。我们把这种思考称为推理。

思理不是研究判断本身真假的学问，而是研究这些判断（命题）之间的联系，
探索其中规律的学问。不同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我们会发现，研究不同
的对象时，所用到的思考规律和方法是共通的。掌握了这些规律和方法，可以用
在各种各样的地方。

因此，通过不断总结正确、有效的推理方式，我们就能更好更快地理解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想一想

1. 假命题和虚假概念是一样的吗？
2. 以下的句子是肯定命题还是否定命题？
2.1. 有的树叶是红的。
2.2. 他慢慢把窗帘拉上。
2.3. 只要明天不刮台风，公园就照常开放。
2.4. 他的姐姐不比他高。

3.1 真值表

为了方便、清楚地讨论命题之间的真假关系，我们常常使用叫做真值表的小
工具，列举命题的真假。

一个判断（命题）的真值，表示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比如，我们说“地
球绕着太阳转”的真值是“真”，“鱼能飞”的真值是“假”。

假设我们要研究一些命题之间的关系，比如从其中一些命题的真假出发，是
否能推断出另一些命题的真假。那么，我们可以列举作为出发点的命题的所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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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真假情况，然后在每一种情况下，调查另一些命题的真假，把这些真值排列
成一个表，就是真值表。

例子

用字母 p 表示命题：“地球绕着太阳转”，q 表示命题：“地球不绕着太阳
转”。
我们想知道 p 的真假和 q 的关系。因此，我们从 p 出发，列举 p 所有可能
的真假情况。考虑每一种情况下，q 的真假。最后把结果排列成下表：

p q

真 假

假 真

从例子里的真值表可知，命题 p 的真假，总和 q 的真假相反。p 为真，q 就
为假，反之亦然。

想一想

我们想要研究以下命题 p 和 q 的关系，请你画出真值表。
1. p：有的树叶是红的。q：所有的树叶都是红的。
2. p：他不是小明的哥哥。q：他是小明的弟弟。
3. p：天马上要亮了。q：天还没亮。
4. p：他谁也不认识。q：他认识老张。

4 简单判断

我们首先来看简单判断（命题）。简单判断是不包含其他判断的判断。简单
判断有两种，一种是性质判断，一种是关系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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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性质判断和关系判断

性质判断就是断定某个事物是否具有某种属性的判断。对应的命题称为性质
命题。性质判断一般只有一个概念作为主语，作为要判断的对象，以及一个谓语，
作为要判断的内容。

例子

鸟能飞。
1. 主语是“鸟”，就是要判断的对象;
2. 谓语是“能飞”，就是要判断的内容。

关系判断就是断定事物之间是否具有某种关系的判断。对应的命题称为关系
命题。关系判断可以有多个主语或宾语，但只有一个述语，作为要判断的关系。
作为主语和宾语的概念都是关系涉及的对象，称为关系的元。

一个关系如果涉及两个元，就称为二元关系，对应的命题称为二元关系命题；
如果涉及三个元，就称为三元关系，对应的命题称为三元关系命题，依此类推。

例子

他比我高。
1. 要判断的关系是“比……高”，它涉及两个元，是二元关系;
2. 两个元分别是“他”和“我”。

4.2 全判断和有判断

例子

鸟能飞。
所有鸟都能飞。
有的鸟能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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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这三句话，它们有什么不同？

思考“鸟能飞”的时候，我们可以给“鸟”这个概念加上两种描述。一种让
我们思考“鸟”这个概念范围里的全体，一种让我们思考这个概念范围里的部分。

“所有鸟都能飞”里，“所有鸟”表示“鸟”这个概念范围里的全体，我们称
为“全称”。讨论全称的判断（命题），叫做全判断（全命题）。指示全称的修饰
语有：“所有”、“全部”、“任何”、“一切”、“每个”、“总”、“都”等。

“所有鸟都能飞”里，“有的鸟”表示“鸟”这个概念范围里的全体，我们称
为“有称”。讨论有称的判断（命题），叫做有判断（有命题）。指示有称的修饰
语有：“有的”、“有些”、“某些”、“存在”、“至少有一个”等。

要注意的是，有称也可能指概念范围的全体。比如，某个学校一共有六个年
级，当我们说“有的年级今天放假”的时候，可能有 1、2、3、4、5、6 个年级今
天放假，其中就包括了“所有六个年级今天都放假”的情形。

当概念的范围是独一无二（也就是单独概念）的时候，有称和全称没区别，
我们称为“单称”，把讨论它的判断（命题）叫做单判断（单命题）。

全判断、有判断、单判断，每个都可以表达肯定和否定的态度，因此性质判
断一共六类：全肯定判断、全否定判断、有肯定判断、有否定判断、单肯定判断、
单否定判断。对应的命题分别叫：全肯定命题、全否定命题、有肯定命题、有否
定命题、单肯定命题、单否定命题。

想一想

说一说，以下的简单命题是哪种命题？
1. 有的树叶是红的。
2. 所有的树叶都是红的。
3. 他不是小明的哥哥。
4. 我有两个足球。
5. 无法在陆地生活的哺乳动物，也是有的。
6. 他至少有五十岁了。

14



7. 没有人能从那个摊主手里赢钱。
8. 他谁也不认识。

4.3 简单命题的反命题

简单命题的反命题，是形式上表达的态度和它相反的命题。

性质命题的反命题，就是否定性质判断的谓语。关系命题的反命题，就是否
定关系判断的述语。

单肯定命题的反命题，一般就是它对应的否定句；单否定命题的反命题，一
般就是它对应的肯定句。

例子

1.“小明是小红的哥哥”的反命题是“小明不是小红的哥哥”。
2.“他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的反命题是“他读过《三国演义》”。
3.“他每天至少刷两次牙”的反命题是“他每天至多刷一次牙”。
4.“他比我高”的反命题是“他不比我高”。
5.“有些蛇不吃青蛙”的反命题是“有些蛇吃青蛙”。

性质命题的主语可以是全称和有称，它的反命题也可以分别是全称和有称。
我们把它们分别称为全反命题和有反命题。

全命题可以对应全反命题和有反命题。

例子

“所有的鱼都能飞”对应的全反命题是“任何鱼都不能飞”，有反命题是“有
的鱼不能飞”。

同样地，有命题也可以对应全反命题和有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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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有的鱼能飞”对应的全反命题是“任何鱼都不能飞”，有反命题是“有的
鱼不能飞”。

关系命题的每个元都可以是全称和有称，因此，二元关系命题就对应四个命
题和四个反命题，三元关系命题对应八个，依此类推。我们现在不研究关系命题
的反命题。

假设性质命题的内容相同，只有全称、有称和肯定否定的部分不同，对应的
全命题、有命题、全反命题、有反命题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已知其中一个的真假，
能不能推断其他命题的真假？

想一想

请写出以下命题的反命题。
1. 有的树叶是绿的。
2. 所有的树叶都是红的。
3. 他不是小明的哥哥。
4. 他家至少有两个孩子。
5. 这种产品是否有防皱纹的效果，还有待研究。
6. 过了这座山，就能看到五彩湖了。
7. 天马上要亮了。
8. 他谁也不认识。

4.4 简单命题的否定

简单命题的否定，是一个真假和原来的命题恰好相反的命题。只要原来的命
题是真的，它就是假的。只要原来的命题是假的，它就是真的。

比如，命题“他至多有三支笔”的否定是“他至少有四只笔”。

对自然语言中具体的命题来说，它的否定可能有多种形式，和语言的种类、
文体、措辞都有关系。数学上，如果把某个命题记作 p，那么为了方便，把 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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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记为“非 p”。

命题的否定是相互的，假设命题 p 是 q 的否定，那么 q 也是 p 的否定。

想一想

相互矛盾的概念，和相互否定的命题，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
有什么联系？

对简单命题来说，命题的否定取决于全称、有称还是单称。现在我们只讨论
性质命题的否定，不讨论关系命题的否定。

单命题的否定就是它的反命题。

例子

1.“小明是小红的哥哥”的否定是“小明不是小红的哥哥”。
2.“他没有读过《三国演义》”的否定是“他读过《三国演义》”。
3.“他每天至少刷两次牙”的否定是“他每天至多刷一次牙”。

全命题和有命题的否定，则要复杂一点。

例子

用字母 p表示命题：“四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校运会”，q 表示命题：“四
年级有些学生没有参加校运会”，r 表示命题：“四年级所有的学生都没有
参加校运会”。
考虑 p 的真假和 q、r 的关系，结果为下表：

p q r

真 假 假

假 真 –

我们发现，当“四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校运会”为真的时候，“四年级所
有的学生都没有参加校运会”为假；但“四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校运会”为
假的时候，“四年级所有的学生都没有参加校运会”的真假无法判断。比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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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四年级大部分学生参加了校运会，但少数学生没有参加，这时候“四年级所
有的学生都没有参加校运会”为假。但也有可能四年级确实没有任何学生参加校
运会。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四年级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校运会”和“四年级
有些学生没有参加校运会”的真假恰好相反。

一般来说，全命题的否定是它对应的有反命题。比如，“所有的甲是乙”的
否定，是“有些甲不是乙”；“所有的甲都不是乙”的否定，是“有些甲是乙”。

另一方面，有命题的否定是它对应的全反命题。比如，“有些甲是乙”的否
定，是“所有的甲都不是乙”；“有些甲不是乙”的否定，是“所有的甲都是乙”。

例子

“有的树秋天会落叶”的否定是“所有的树秋天都不会落叶”，“有的树秋天
不会落叶”的否定是“所有的树秋天都会落叶”。

想一想

请写出以下命题的否定。
1. 有的树叶是红的。
2. 所有的树叶都是红的。
3. 他不是小明的哥哥。
4. 有些蚊子不咬人。
5. 无法在陆地生活的哺乳动物，也是有的。
6.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4.5 二元关系

关系判断涉及的概念比性质判断多，因此更加复杂。这里我们只讨论最简单
的二元关系。如果把二元关系记作 ▲，两个元记为“甲”、“乙”，那么二元关系
命题可以记作“甲 ▲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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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种。关系也有各种性质。

如果甲 ▲ 乙和乙 ▲ 甲同时为真，同时为假，就说 ▲ 是对称的，叫做对称关
系。如果只有甲就是乙的时候，甲 ▲ 乙和乙 ▲ 甲才同时为真，否则甲 ▲ 乙和乙
▲ 甲不同时为真，就说 ▲ 是反称的，叫做反称关系。如果甲 ▲ 乙和乙 ▲ 甲总是
一真一假，就说 ▲ 是逆称的，叫做逆称关系。

例子

“等于”是一种对称关系。甲等于乙，那么乙也等于甲。反之亦然。“大于等
于”是一种反称关系。只有甲等于乙的时候，才有甲大于等于乙并且乙大
于等于甲。“大于”是一种逆称关系。甲大于乙，那么乙必定不大于甲。反
之亦然。

如果甲 ▲ 甲总是真的，就说 ▲ 是自返的，是自返关系。

例子

“等于”是一种自返关系。甲等于甲总是真的。

如果任何情况下，甲 ▲ 乙和乙 ▲ 甲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就说 ▲ 是完全的，
叫做完全关系。

例子

自然数的“大于等于”是一种完全关系。任取两个自然数甲和乙，要么甲
大于等于乙，要么乙大于等于甲。

如果甲 ▲ 乙和乙 ▲ 丙都是真的时候，甲 ▲ 丙也总是真的，就说 ▲ 是传递
的，是传递关系。

例子

“等于”和“大于”都是传递关系。甲等于乙、乙等于丙的时候，甲也等于
丙。甲大于乙、乙大于丙的时候，甲也大于丙。

同时满足对称、自返、传递的二元关系，称为等价关系。比如“等于”就是
等价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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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满足反称、自返、传递的二元关系，称为偏序关系。比如“大于等于”
就是偏序关系。

既是偏序关系，又是完全关系，叫做全序关系。比如自然数的“大于等于”
就是全序关系。

想一想

1. 你还知道哪些对称关系、反称关系？
2. 你还知道哪些自返关系？
3. 你还知道哪些传递关系？
4. 你还知道哪些等价关系？
4. 你还知道哪些偏序关系？

5 复合判断

复合判断（命题）就是包含了别的判断的判断（命题）。复合判断的真假，取
决于它包含的判断的真假。

常见的复合判断有假言判断、或言判断、选言判断和联言判断。

5.1 联言判断

联言判断是关于多个判断的全判断，它表示多个判断全是真的。对应的命题
叫做联言命题。

例子

这辆车不仅动力充足，外观也大气。

这句话提到了两个判断：“这辆车动力充足”和“这辆车外观大气”，它表
达的意思是：这两个判断都是真的。联言命题一般使用“既……又……”，“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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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样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把各个判断连起来。每个判断称为它
的分支判断。

联言判断的真值表为：

甲 乙 甲，并且乙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假

假 假 假

5.2 或言判断

或言判断是关于多个判断的有判断，它表示多个判断里至少有一个是真的。
对应的命题叫做或言命题。

例子

或许是你说错了，或许是我听错了。

这句话提到了两个判断：“你说错了”和“我听错了”，它表达的意思是：这
两个判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或言命题一般使用“也许……也许……”，“……或
者……”这样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把各个判断连起来。每个判断称为它的分支
判断。

或言判断的真值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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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甲，或者乙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5.3 选言判断

选言判断也是关于多个判断的判断，它表示多个判断里恰有一个是真的。对
应的命题叫做选言命题。

例子

要么是你不对，要么是我不对。

这句话提到了两个判断：“你不对”和“我不对”，它表达的意思是：这两个
判断恰有一个是真的。选言命题一般使用“要么……要么……”，“或者……或者
……”这样表示并列关系的连词，把各个判断连起来。每个判断称为它的分支判
断。为了强调只有一个是真的，经常加上“两者不可得兼”、“两者必居其一”等
说法。

选言判断的真值表为：

甲 乙 要么甲，要么乙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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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假言判断

假言判断是关于条件的判断，它涉及两个称为前件和后件的判断，并判断前
件是后件成立的条件。假言判断并不对前件或后件做判断，只对两者的条件关系
做判断，而条件关系又分为两种：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

充分条件假言判断想说的是：前件为真的时候，后件也为真。

例子

人只要不吃东西，就会饿。

这个例子里，前件是“人不吃东西”，后件是“人会饿”。它表达的意思是：
前件真的时候，后件一定也是真的。我们说，前件是后件的充分条件。这个例子
里，“人不吃东西”是“人会饿”的充分条件。我们一般使用“如果……那么……
”，“只要……就……”等连词表达充分条件假言判断。

想一想

读这句话：“你要是考了满分，太阳要从西边升上来了！”
1. 这句话里，“你考了满分”和“太阳要从西边升上来”是什么关系？
2. “你”如果没考满分，这个关系还成立吗？这时“太阳要从西边升上来”
和“太阳不会从西边升上来”对这个判断有什么影响？

充分条件判断的真值表为：

甲 乙 如果甲，那么乙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假 真 真

假 假 真

必要条件假言判断想说的是：前件为假的时候，后件也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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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人只有识字了，才能读书。

这个例子里，前件是“人识字”，后件是“人能读书”。不识字的人，不能读
书。前件假的时候，后件也是假的，这说明必要条件关系是真的。我们说，前件
是后件的必要条件。这个例子里，“识字”是“能读书”的必要条件。汉语里，我
们一般使用“只有……才……”，“仅当……时，有……”等连词表达必要条件假
言判断。

想一想

读这句话：“只有到了晚上，才能看见满天的星星。”
1. 这句话里，“到了晚上”和“看见星星”是什么关系？
2. 有时，到了晚上也看不见星星。是否说明这个判断不成立呢？

必要条件判断的真值表为：

甲 乙 只有甲，才有乙

真 真 真

真 假 真

假 真 假

假 假 真

如果前件既是后件的充分条件，也是后件的必要条件，就说前件是后件的充
要条件。

充要条件一般用“当且仅当”句式来表达。比如：“李四年纪比张三大，当且
仅当张三年纪比李四小。”

充要条件假言判断可以看成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和必要条件假言判断的联言
判断。因此，充要条件判断的真值，可以通过充分条件判断的真值和必要条件判
断的真值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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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乙 如果甲，那么乙 只有甲，才有乙 甲，当且仅当乙

真 真 真 真 真

真 假 假 真 假

假 真 真 假 假

假 假 真 真 真

可以看到，前件和后件都为真、都为假的时候，充要条件判断为真。前件和后件
一真一假的时候，充要条件判断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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