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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逻辑必备公式

一、直言命题

1. 直言命题的种类

(1)全称肯定命题(即所有的 S都是 P )

例：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

(2) 全称否定命题(即所有的 S都不是 P )

例：所有的人都不是会死的。

(3) 特称肯定命题(即有些 S是 P)

例：有些人是会死的。

(4) 特称否定命题(即有些 S不是 P)

例：有些人不会死。

(5) 单称肯定命题(即某个 S是 P)

例：亚里士多德会死。

(6 )单称否定命题(即某个 S不是 P)

例：亚里士多德不会死。

2. 直言命题之间的关系

(1) 矛盾关系：必有一真一假。

即：不可同时为真，不可同时为假，一定为一真一假。

直言中的矛盾：

“所有的 S都是 P”与“有些 S不是 P”。

“所有的 S都不是 P”与“有些 S是 P”。

“某个 S是 P”与“某个 S不是 P”

(2) 上反对关系：至少一假，可以全假。

即：不可能同时都是真的，但有可能同时都是假的。所以，如果已知其中的一个命题为真，则

另一个命题一定为假；如果已知其中的一个命题为假，则另一个命题不能确定真假，除非有别

的条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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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言中的上反对：“所有的 S都是 P”与“所有的 S都不是 P”。

(3) 下反对关系：至少一真，可以全真。

即：下反对关系的命题不可能同时都是假的，至少有一个是真的。但也有可能同时都是真的。

所以，如果已知其中的一个命题为真，则另一个命题不能确定真假；如果其中的一个命题为假，

则另一个命题一定为真。

直言中的下反对：“有些 S是 P”与“有些 S不是 P”。

(4) 推出关系：A的存在必然导致 B的存在（有 A必有 B），则 A能推出 B。

直言中的推出：

所有是→有些是 所有是→某个是 某个是→有些是

所有非→有些非 所有非→某个非 某个非→有些非

3. 真假话问题

(1)题型特征：题干几个人说了几句话或给出几个条件，并已知几真几假。

(2)解题方法：“一找二绕三回”。

①如果题目中三句话，只有一句真话。先找出矛盾关系，结合矛盾命题必然满足“一真一假”

的特性，锁定这唯一一句真话的位置（找矛盾或反对）

②由于只有一句为真，绕开矛盾，可确定另外一句话为假。（绕开矛盾或反对）

③有已知确定信息，可回矛盾，确定矛盾关系中的两个命题，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回矛

盾或反对确定真假）

4. 拓展公式：并非 P = P 的矛盾

如：并非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简化：并非所有是 = 所有是的矛盾 = 有些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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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二、选言命题

1. 相容选言命题

（1）语言形式：“或者 p,或者 q”“或许……或许……”“……或……”“不是……就是……”，

等等。

（2）含义：相容选言命题就是断定其选言支至少有一真，也可以都真的选言命题。

例如：“今天吃火锅或吃湘菜。”

这句话所表达的就是今天可以吃火锅，也可以吃湘菜，土豪的话两个都吃也是没问题的。

(3)一般推理规则：全假才假，一真即真。

特殊推理规则：当 A或 B为真时，若其中一个支命题为假，另一个支命题必然为真。（否一

推一）

(4)矛盾命题：p或者 q 与 非 p且非 q 互为矛盾。

(5)拓展公式：

A.p 或 q = 如果非 p，则 q。

B.并非(p 或者 q) = 非 p 且非 q。

2. 不相容选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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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言形式：一般用“要么……要么……”表示，“不是 a，就是 b，只能取其一”“或者 a，

或者 b，a、b二者不可兼得” 等词语来表示。

(2) 含义：断定有且只有一个选言支为真的选言命题。

(3)性质：必有一真一假

(4)矛盾命题：“要么 A，要么 B”的矛盾是“(非 A且非 B)或(A 且 B)”。

(5)拓展公式：

“并非(要么 p，要么 q)”= “p、q 全真”或者“p、q全假”。

三、联言命题

(1)语言形式：“不仅 p，而且 q” “虽然 p，但是 q” “既 p，又 q” “一边 p,—边 q”“p，

q (并列关系)”等。

(2) 含义：表示若干判断同时存在的命题。

(3) 性质：一般推理规则：全真才真，一假即假。

特殊推理规则：当 A且 B为假时，若其中一个支命题为真，另一个支命题必然为假。

(4)矛盾命题：“A且 B”的矛盾是“非 A或非 B”。

(5)拓展公式：

“并非(p 且 q )” = “非 p或者非 q” = “如果 p，则非 q” = “p、q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

说明：当“p且 q是假的”，意味着“p、q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那也意味着“或者 p 是假

的，或者 q是假的”。

四、假言命题

1. 充分条件假言命题

(1) 翻译（前推后）

例：如果服兵役了，那么一定满了 18 岁。

其中,“如果……那么……”是联结词，服兵役成为前件，满了 18 岁成为后件。翻译为：服兵

役→满了 18 岁。

(2) 常见联结词有:

如果……那么……

若……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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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就……

所有……都……

2. 必要条件假言命题

(1) 翻译（后推前）

例：只有满了 18 岁，才能服兵役。

其中，“只有……才……”是联结词，满了 18 岁成为前件，服兵役成为后件 。翻译为：服兵

役→满了 18 岁。

(2) 常见联结词有:

只有……才……

不……不……

……是……前提/基础/必不可少的

除非……否则不……

拓展：除非天气晴朗，否则不放风筝。

除非天气晴朗，否则游泳。

3. 充要条件假言命题

(1) 翻译

例：一个整数是偶数当且仅当它能被 2整除。

其中，“当且仅当……才……”是联结词，一个整数是偶数成为前件，能被 2整除成为后件。

翻译为：一个整数是偶数↔能被 2整除。

(2) 常见联结词有：当且仅当

4. 逆否命题

推理规则：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即已知 A→B，那么 A真推 B真，B假推 A假，其他情况

都不确定。

原命题：A→B

逆否命题：非 B→非 A

应用：以真求真找逆否，原命题只与逆否命题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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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矛盾命题：“A→B”的矛盾是“A且非 B”。

6. 等价命题：由原命题与其矛盾命题的矛盾命题为等价命题。“A→B”的矛盾命题为“A 且非

B”,而“A且非 B”的矛盾命题为“非 A或 B”。故“A→B”等价于“非 A或 B”。

应用：以真求真及判定假言命题真假性。

7. 二难推理

常考两种形式

①当互为矛盾的两个前提推出了同一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恒成立。

A→B，非 A→B；推出：B恒成立。

②当同一个前提推出了两个互为矛盾的结论，那么这个前提必然不存在。

A→B，A→非 B；推出：A恒不成立。

五、模态命题:

模态命题一般分为四种：必然 P、必然非 P、可能 P、可能非 P。这四种模态命题也具有类似于

直言判断之间所具有的对当关系。具体如下：

1. 矛盾关系

具有矛盾关系的命题有两对：必然 P与可能非 P，必然非 P与可能 P。矛盾关系的命题之间不

可同真，不可同假；矛盾关系的两个命题之间必为一真一假。

2. 反对关系

具有反对关系的命题：必然 P和必然非 P。反对关系的两个命题之间不可同真，但可能同假。

即：如果“必然 P”这个命题已知为真，则“必然非 P”这个命题一定为假；如果“必然 P”

已知为假，则“必然非 P”真假不定。

3. 下反对关系

具有下反对关系的命题：可能 P和可能非 P。下反对关系的命题之间不可同假，但可能同真。

如果已知两个命题中一个为真，则另一个命题真假不能确定；但如果已知两个命题中一个为假，

则另一个命题必定为真。

4. 推出关系

具有推出关系的命题有两对：必然 P→可能 P，必然非 P→可能非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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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否定等值

(1)比较常用的等值式（并非=不）

并非必然 P=可能非 P 并非可能 P=必然非 P

并非必然非 P=可能 P 并非可能非 P=必然 P

(2)转换技巧：否定法

① 命题模态词前加上或者去掉否定词（有就去，无就加，加上的否定词尽量紧挨着模态词）

② 从加上或者去掉的否定词开始往后，将“可能”与“必然”、“所有”与“有些”、“是”与

“非”的进行转换。（注意：“是”与“非”指的是对命题的判断）

(3)应用

以真求真题型。（常见问法：以下哪项意思与上述命题意思相同/接近？）

六、概念间关系

1. 种类：全同、全异、交叉、包含和包含于。

2. 概念的划分：

(1)子项之间不相容：不相容即无交集，不重复。

(2)各子项外延之和与母项的外延相同。

3. 命题的文氏图表示：

(1)画文氏图原则：

所有画圈，有些画点；

先画所有，后画有些。

(2)常见命题的文氏图表示：

①所有 A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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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圆圈可放大，但里边的圆圈最大等同于外边的圆圈。

②所有 A不是 B

注意：两圆圈可无限放大，但无论如何放大，两圆圈不会有相交。

③有些 A是 B

注意：点表示“有”，“有些”的含义是不确定的，点可无限放大。

④有些 A不是 B

注意：点表示“有”，“有些”的含 义是不确定的，点可无限放大。

4. 必记三条定理

①所有 A不是 B = 所有 B不是 A

②有些 A是 B = 有些 B是 A

③没有 A是 B = 所有 A不是 B

A B

B
A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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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段论

1. 含义

由两个含有共同项的性质判断作为前提而得出一个新的性质判断作为结论的演绎推理。

2. 结构

三段论由三个性质命题构成，即两个前提与一个结论。

3. 四种标准形式

① 所有 A是 B，所有 B是 C，所有 A是 C。

② 有些 A是 B，所有 B是 C，有些 A是 C。

③ 所有 A是 B，所有 B不是 C，所有 A不是 C。

④ 有些 A是 B，所有 B不是 C，有些 A不是 C。

4. 三段论传递规则

① 一特得特，不可全特。

② 一否得否，不可全否。

③ 每个词项均出现两次，中项不出现在结论中。

5. 题型分类及解题方法：三段论题目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两点：（1）题干和选项出现“所有”、

“有些”；（2）题干至少出现三个概念，并且概念重复出现。根据题目问法的不同,将三段论的

题目分为两类，即前提假设型和推出结论型。

(1)结论型

①题型特征

题干一般会给出两个或多个前提，问可以得到什么结论。

问法为：可以推出以下哪项一定为真?

②解题方法：文氏图法

(2)前提假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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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题型特征

题干一般会给出一个前提，以及一个结论，问想要得到结论需要补充哪项作为前提。

问法为：为使上述论证成立，以下哪项必须为真？

以下哪项陈述是上述推理必须假设的。

②解题方法：利用三段论传递规则的特点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