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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刘奋荣教授来我院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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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5日，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阿姆斯特丹大学逻辑学联合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刘奋荣教授做了题为“社会维度能给认知逻辑带来什么”的学术讲座。报告由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执行院长张燕京教授主持，赵贤副院

长以及哲学与社会学学院近一百多位师生共同聆听。

刘奋荣教授从“关于认知的表征”“从个体到群体”“主体性：从静态到动态”“社会影响”以及“两种理性概念”出发，着重介绍了如何在认知逻辑中

引入对社会关系的考量，研究其跟认知推理的互动。主要内容包括：对社会关系的表征，即在逻辑语言和模型中以何种方式引入社会关系；根据对社会关系和

社会影响的不同表征方式，探讨社会关系和认知推理之间的关系如何在逻辑系统中体现；引入进化理性和审思理性两种理性概念，并探讨在不同理性概念指导

下如何看待和研究社会影响。整个讲座过程，刘奋荣教授娓娓道来，让广大师生循序渐进地理解和思考在认知逻辑基础上添加“社会”维度这一新研究领域中

大量有趣的研究成果。在学术报告的交流环节，与会师生踊跃提问，刘奋荣教授给予认真细致的回应和解答。最后，刘奋荣教授还结合自身学习研究经历，与

哲学本科生、逻辑学硕士、博士生分享了个人成长和研究的宝贵经验，表达了对河北大学哲学学科发展的良好祝愿。

张燕京教授对报告做了总结。他指出，刘奋荣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认知逻辑领域中的前沿问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学术报告，对于广大师生逻辑

观念的培养、逻辑学应用的理解、学术视野的扩展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本次活动系张燕京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新文科背景

下哲学专业改革提升研究与实践》的系列活动之一。

上一篇：浙江大学熊明辉教授主讲“坤舆哲学讲坛”第110讲  下一篇：浙江大学金立教授主讲“逻辑思维与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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