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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真理的本质特性看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

喻朝阳

（西昌学院，四川 西昌 "#$%#&）

【摘 要】本文通过真理本质特性的认识来分析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实质内涵，阐述逻辑真理与事

实真理之间区分的相对性和对客观事物规律反映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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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界和逻辑学界一直就真理的唯一性和

二 元 性 问 题 进 行 着 激 烈 的 争 论 。 真 理 唯 一 论 认

为：真理是必然规律，真理就是逻辑。以莱布尼

茨为代表的真理二元论从思维形式及其与经验世

界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两种真理的学说，即逻

辑真理和事实真理。认为一种是推理的真理，一

种 是 事 实 的 真 理 ， 二 者 是 绝 对 对 立 、 不 可 逾 越

的。我们认为：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具有辨证统

一性。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分在一定范围内

是存在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是

相 对 的 ， 而 不 是 绝 对 的 ， 从 真 理 的 本 质 特 性 分

析，它们又具有一致性，都是对客观事物规律性

的反映。

! 真理的本质特性是对客观事物规律

性的主观正确反映

真理的本质是什么？对真理本质特性的正确

认识是我们正确分析真理问题的关键。从认识论

标准和价值论标准分析真理的本质特性问题，有

两种不同的真理本质认识：一种认为真理属于价

值范畴，就是能够产生正向价值的认识；一种认

为真理具有唯一性，不变性，甚至是绝对的，它

将不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认为真理

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真理的本质特性是对

客观事物规律性的主观正确反映。

!" ! “有用”就是真理的错误认识

一些观点认为真理是一个价值范畴，只能从

价值论的角度来定义真理。真理的本质特性就是它

对于实践指导过程中所产生的正向价值效应，也就

是说，能够产生正向价值的认识就是真理。他们的

观点是（#）真理的价值内容直接地回答了人们想

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真理，优先发展什么样的真理，

哪些真理最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真

理的逻辑内容则直接地回答了人们应该怎样遵循客

观规律，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

任何事物的价值都是以主体需要为尺度，而任何事

物本身的客观内容都是以客观规律性为尺度，因此

真理的客观内容是以客观规律性为尺度，但真理的

价值仍然是以主体的需要为尺度的，因此任何真理

也都存在一个主体需要的尺度，人们正是依靠这个

尺度来确定真理总体的发展方向；（&）虽然真理

所反映的客观内容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但真理本身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真

理的价值也并不是一个常量，它不仅会随着主体状

态与素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还会随着环境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

按照“能够产生正向价值”，即“有用”才是

真理的本质特性的观点，很显然，不能够产生正向

价值，即“没有用”就不是真理了。那么，在许多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基础理论研究，可能无

法或者马上体现他们的研究价值，难道就失去了研

究的必要，就不是追求真理/由于真理的本质特性

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则完全可以说明这些基

础理论研究，就是追求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

是追求真理。真理是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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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所以，真理不是人们发明的，更不是想出来

的，因此，更谈不上人们想得到的是什么样的真

理，优先发展什么样的真理的道理。因为无论什么

真理都应该是人们所追求的，更不能讲依靠什么尺

度来确定真理总体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了。

!" # 绝对真理的错误认识

一些观点认为真理既然是反映客观事物的必然

规律，具有必然性，那么，真理就是客观的，唯一

的，甚至是绝对的。认为任何真理都包含有不依赖

于人和人类的客观内容，都同谬误有原则的界限，

都不能被推翻，否则，就不称之为真理，这一点是

绝对的，无条件的。因此，承认了真理的客观性也

就是承认了真理的绝对性。

这些观点，忽视了真理虽然具有客观性，是对

客观事物规律性的主观正确反映，但对客观事物必

然规律的反映是靠人们的思维过程，而思维规律是

对客观存在的主观认识，具有主观性。由于认识的

主观性，决定了人们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程度要受到

时空、环境和知识水平影响，造成对客观事物的必

然规律的认识往往具有局限性，对客观事物的必然

规律的反映缺乏正确性。我们认识的真理都是在一

定条件下成立的真理，无条件的真理即绝对真理是

人们无法认识的。我们认识的相对真理脱离了它成

立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谬误。比如，非欧几何的

理论到了欧氏几何中就有可能不正确。所以说，真

理脱离了一定的条件，就有可能被推翻。因此，真

理本身也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过程之中，没有绝

对意义上的真理，具有真理的相对性。如何判定和

检验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的反映是否正确，是通过

实践作为标准来不断检验，从而达到客观性与主观

性的完美统一，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 $ 真理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

真理的本质特性是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主观

正确反映。真理具有客观性，因此也可以说任何

真理都是客观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真理

是客观性是指：第一，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即

真理中包含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

第二，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即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真理的反映形式又具有

主观性，反映的客观事物必然规律的方式具有主

观特点，要靠实践加以不断的检验，从而达到客

观与主观的统一。因此，真理应该是客观与主观

的相符合。

! 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

在逻辑史上，从思维形式及其与经验世界的关

系的角度，把真理分成两类：逻辑真理和事实真

理。即推理的真理和事实的真理。为了分析和判断

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别和联系，首先要从真理

的本质特性来明确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内涵。

#" ! 逻辑是一种发现，是关于真理的科学

逻辑是一种发现还是发明，是关于真理的科学

还是只是关于推理的科学，一直是逻辑界争论的焦

点问题。通过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和揭示的问题，结

合真理的本质特性，我们可以认为，逻辑也是反映

客观事物规律性的一门科学，是关于推理真理的科

学。

逻辑学研究的是推理的有效性和论证的正确

性，以及推理有效性和论证正确性的根据。而推理

是否有效，是由推理的形式决定的，与推理的内容

无关，即只与命题和推理表达所具有特定的语言结

构有关，与命题和推理所具体表述的内容无关。客

观世界有着独立于反映它的知识和经验的特征，具

有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它不会因为我们是否知

道而发生转移。无论思维的形式或规律，还是概

念、公理、方法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

头脑中固有的，都是现实世界中各种关系联系的客

观反映。真理的客观实在性既包括了各种物质性对

象，也包括了概念、关系等抽象的实体。逻辑学所

涉及的推理关系和根据，也具有上述的客观实在

性，不会因为是否被认识而发生转移。因此，逻辑

是发现不是发明。另外，逻辑根源于实在性的某些

特征，但毕竟逻辑学研究的主体是人，与经验有着

间接的联系，植根于我们的思维实践和语言实践，

无论是对推理的有效性和论证的正确性研究，都是

对客观规律的主观间接反映。从逻辑学发展史看，

也是不断通过实践修正和完善的过程。因此，逻辑

学也是一门关于推理真理的科学。

我们将由逻辑形式决定为真的命题称为逻辑真

理。如果说科学理论的目的是研究和探索真理，那

么，逻辑学关注的真理就是逻辑真理，所有有效的

推理形式都表现为一个逻辑真理。所以，逻辑真理

也应该属于真理的范畴。只是逻辑真理的“真”只

与推理是否有效和论证是否正确有关，而与推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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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指称内容和推理前提的基本命题内容是否是

“真”无关。

!" ! 对事实真理的理解

“事实”和“真理”这两个术语都有广义和狭

义之分，广义“真理”指一切真的事物和关系，狭

义“真理”指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的事物和关

系；广义“事实”相当于广义“真理”，指被实知

的一切，狭义“事实”指被实知的所知的一部分。

如果它们都是广义的，不过是“一切真理都是事

实，一切事实都是真理”的不恰当表述，那么“事

实真理”就不是真理的一种，而是一切真理，凡是

真理都是事实真理。如果它们都是狭义的，显然也

是不恰当的。

我们认为，事实真理属于经验的范畴，事实真

理是获得经验证实的经验命题或事实命题，是通过

经验命题或事实命题来表述的，如果经验命题被实

践中给以证实，它就表述为事实真理。这类真理不

具有必然性，只具有或然性。事实真理同样也是追

求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根据充足理由

律，借助经验方法确定的有条件的相对的真理，只

是对一个事实为什么如此充足理由的陈述，是偶然

的，其反面是可能的，主要包括对一个事实的逻辑

判断及自然科学的命题。

! 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辨证统一性

许多逻辑学家，对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从形式

和经验的角度上给予了严格的区分。我们认为逻辑

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分在一定范围内是可以成立

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是相对的，

而不是绝对的。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这种区分仅

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从真理的本质特性分析，逻辑

真理与事实真理是有许多共同点和一致性的，都是

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反映。

#" $ 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

逻辑真理是纯形式的真理，它反映客观事物间

或命题间最一般方面的关系，是人类认识活动抽象

化、理想化的产物，具有可修正性。逻辑的“真”

依赖于符号的意义及其排列形式，撇开了事实的具

体内容，与经验世界保持着相对独立性。逻辑真理

是撇开事实的具体内容而只是具有抽象的逻辑形

式，适用于较广阔的领域。

事实真理则与此相反，其真实性依赖于客观世

界的经验事实，需要经过经验证实才能确定其真

假，是“偶然真理”。事实真理都是有关一定的事

实，它包括了这样或那样有关事实的内容。由于前

者抽去了事实内容，因而具有较高的抽象程度，覆

盖面较广，可靠程度亦高；而后者只适用于相应的

事实领域。两类真理的区分恰好体现了形式科学和

经验科学的不同特征。

#" ! 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一致性

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区分在一定范围内是可

以成立的，但是，逻辑真理与事实真理的区别是相

对的，而不是绝对的。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的这种

区分仅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从根本上讲，真理只能

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现实正确反映，逻辑真理和事

实真理一样有着客观的基础，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

都是客观事物规律性的反映，尽管逻辑真理包含的

客观内容并不是直接的经验内容。逻辑真理和事实

真理在这里是重合的。逻辑真理和事实真理只不过

是对不同领域的客观现实的正确反映，它们在根本

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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