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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善福白史册》逻辑推理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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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主要研究《十善福白史册》的逻辑推理思想，包括传统三段论、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辩证推理与论证等。文中

通过多个三段论实例阐述佛法与世间之政等多方面关系，归纳推理从具体事例得出普遍观点，类比推理则帮助理解不

同领域的相似性。辩证推理贯穿全书，展示对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全面思考，论证推理通过事例论证两教并行的重要

性。该书逻辑思想根植于哲学体系，对逻辑概念等进行系统梳理，运用命题逻辑探讨道德和人生命题，通过判断逻辑

界定善恶对错，推理分析揭示事物本质及因果报应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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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the logical reasoning thought of "Ten good Fu White History", including 

traditional syllogism, inductive reasoning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dialectical reasoning and 

argumentation. In this paper, multiple syllogism examples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harma and world politics. Inductive reasoning can draw general views from specific cases, and 

analogical reasoning can help understand the similarities in different fields. Dialectical reasoning runs 

through the book, demonstrating the comprehensive thinking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other aspects, 

and demonstr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two religions in parallel through examples. The book's 

logical thought is rooted in the philosophical system, systematically combs logical concepts, uses 

propositional logic to discuss moral and life propositions, defines good, evil and right through judgment 

logic, and reveals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the importance of karma through reasoning and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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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善福白史册》（以下简称《白史》）是一部蒙文撰著的蒙古族历史名著。成书于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约有一万余字。

《白史》是蒙古帝国时期编纂的重要史书，其核心内容结合了政治与宗教制度，以“十善福”理念为基础，强调政教合一的思想。书中的

各种推理形式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其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体系。它们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古人对于佛法、世间之政、治国理政等多方面的

思考与洞察。接下来，将进一步探讨这些推理形式在《白史》中的具体作用以及它们对我们理解古代思想和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乌达巴拉其其格（1982.02-  ），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逻辑思维及其应用研究 。

 一、三段论

传统三段论由三个性质判断组成，其中两个性质判断是前

提，另一个性质判断是由两个前提推出的结论。传统三段论的

主项和谓项包含而且只包含三个不同的概念，每个概念在其中

的两个性质判断中各出现一次。结论的大项所在的前提为大前

提，结论的小项所在的前提为小前提，中项作为大项和小项的

中介将大前提和小前提连接起来。“根据三段论的前提和结论

中所涉及的性质判断的量 (全称、特称 )和质 (肯定、否定 ),三

段论分为不同的式。”[1]E.斯达普 (Edward Stupple)和 E.沃特

豪 斯 (Eleanor Waterhouse)将 已 有 的 三 段 论 推 理 模 型 大 致 分

为“ 表 层 特 征 理 论”(surface feature theories)和“ 分 析 型 理

论”(analytic theories)两 种。 表 层 特 征 理 论： 这 种 理 论 可 能

关注三段论推理的表面特征，比如推理的形式结构、符号表示

等。分析型理论（analytic theories）：这种理论可能更深入

地分析三段论推理的内在逻辑和推理过程，探讨推理的必然性

和有效性。“按照从亚里士多德延续下来的传统 ,证明的推理

是从真前提出发 ,并且必然达到真结论 ,由此与或然的推理相

区别。”[2]证明的推理是从真前提出发，通过逻辑规则推导出

必然为真的结论的推理形式。它与或然的推理的区别在于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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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性、结论的必然性、逻辑结构的严格性和应用范围的不

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证明的推理是知识获取和理论构建的

基础，而或然的推理则是在缺乏充分证据时的一种合理推断。 

     在《白史》中关于佛法与世间之政的三段论大前提：佛法真

谛之治犹如称心如意的护符彩结密不可解，崇尊皇帝之治恰似

黄金铸就的衡轭牢不可破，二者不可混淆互不干扰。小前提：

无佛法之治，国家、部族会分裂；无僧侣等，世间生众各归其

界。结论：应修习法治咒语、经卷，遵奉喇嘛法师等，使佛法

与世间之政并行不悖，以保国家安宁、众生得福。这一段强调

了佛法与世间之政相互依存、不可偏废的关系。佛法的真谛如

同紧密的彩结，皇帝之治如同坚固的衡轭，只有两者并行，才能

实现国家的稳定与众生的福祉。如果缺失其中一方，就会导致国

家的分裂和众生的混乱；关于治国理政与贤能的三段论大前提：

山岳大川的结合处要安置岗哨等，为应对各种情况做准备，民众

能安享福祉；国家、朝政等需要各种保障和应对措施，如甄别贤

能等。小前提：治国理政需要做好各种准备和应对，如甄别贤能

等能使国家朝政安稳。结论：做好各种准备和应对，如甄别贤

能、安置岗哨等，能使国家朝政安稳，民众得福。此段表明在治

国理政过程中，如同在地理环境的关键处设置岗哨一样，需要对

各种情况进行预判和应对，而甄别贤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措

施。只有善于甄别贤能，将贤能之人置于重要职位，才能实现国

家朝政的安稳，让民众受益；关于佛法传承与僧众行为的三段论

大前提：僧人勿行违背戒律之事，否则将受重罚并逐出法界；对

说谎、偷盗、谗言等行为有严厉惩罚。小前提：存在一些僧人有

违背戒律等行为。结论：对这些有违戒律的僧人要进行惩罚，以

维护佛法的纯净和尊严。这里强调了佛法传承中对僧众行为的严

格要求，通过设定明确的戒律和惩罚措施，确保僧众遵守佛法，

保持佛法的正统性和权威性。如果僧众违背戒律，就必须受到相

应的制裁；关于帝王与治国的三段论大前提：天帝转世会有赦免

和抓捕，终无以言解脱；四类刑事犯在两界都不可获得解脱。小

前提：帝王治国需要公正执法，防止刑事犯罪。结论：帝王治国

要遵循谛法，公正执法，避免让刑事犯在两界获得解脱，以维护

国家的法治和秩序。此段体现了帝王在治国过程中应遵循天理和

法律，不能纵容犯罪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通过这些三段论的表述，文章深刻地阐述了佛法与世间之政、

治国理政与贤能、佛法传承与僧众行为、帝王与治国等多方面的

关系，强调了各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重要性，为构建一

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

二、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

“归纳推理在逻辑学、心理学和数学领域都有研究且各自

关注点不尽相同，如，关注归纳推理形成过程所体现的形式共

性”[3]。归纳推理在信息加工过程、任务表现和归纳推理的逻辑性

都是理解和评估人类认知和决策过程的关键概念。它们在研究人

类行为、设计教育方案、开发人工智能系统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

义。“归纳推理是一类重要的推理形式，与演绎推理不同，演绎推

理可以得到必然的结论。”[4]具体来说，演绎推理可以从以下形式

的前提中得出必然的结论：

“所有 A都是 B，C是 A，因此 C是 B。”

“如果 P，则 Q，P成立，因此 Q成立。”

在这个例子中，如果前提“所有 A都是 B”和“C是 A”都是

真的，那么根据逻辑规则，结论“C是 B”也必然是真的。因此，

与归纳推理不同，演绎推理可以得到必然的结论，这是因为它基

于逻辑规则和已知的前提，而不依赖于经验或观察。这种必然性

使得演绎推理在数学、逻辑学等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

归纳推理的本质是前提与结论的或然性联系，那么类比推理也属

于归纳推理”[5]，从已有研究可见，结论的或然性和推理过程的逻

辑性是归纳推理的特点。因此，归纳推理在逻辑学、心理学和数

学领域都有研究，并且每个领域关注的重点不同。逻辑学关注归

纳推理形成过程中的形式共性，心理学关注信息加工过程，而数

学关注任务表现中的逻辑性。

《白史》对佛法与世间之政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阐述。从

具体的描述如“佛法真谛之治犹如称心如意的护符彩结密不可

解，崇尊皇帝之治恰似黄金铸就的衡轭牢不可破”等个别事例出

发，归纳出佛法与世间之政相互依存、不可混淆且应并行不悖的

普遍观点。通过对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下宗教与政治互动的具体

情况的观察，如无佛法之治可能导致国家、部族分裂，无恰当政

治治理则佛法传承可能受影响等，归纳出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

能实现国家安宁、众生得福的一般性结论。这体现了归纳推理在

宗教与社会治理关系层面的应用，从具体的宗教与政治行为现象

中，归纳出关于两者和谐共处以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的普遍规律；

再看治国理政方面，从“山岳大川的结合处要安置岗哨等，为应

对各种情况做准备，民众能安享福祉”以及“国家、朝政等需要

各种保障和应对措施，如甄别贤能等”等个别事例，归纳出治国

理政需要做好全面准备和应对，包括甄别贤能等一系列措施，以

实现国家朝政安稳、民众得福的一般性结论。[6]通过对不同历史

阶段和不同治理情境下各种具体治理行为和措施的观察与总结，

归纳出治国理政的普遍原则和方法，即要全方位、多层面地进行

谋划和行动，以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保障国家和民众的利

益；在佛法传承与僧众行为的关系中，从“僧人勿行违背戒律之

事，否则将受重罚并逐出法界；对说谎、偷盗、谗言等行为有严

厉惩罚”等个别规定和事例，归纳出佛法传承中对僧众行为的严

格要求以及维护佛法纯净和尊严的重要性这一普遍结论。通过对

具体僧众行为及其后果的观察与归纳，形成了关于佛法传承中行

为规范的一般性认知，引导僧众遵守戒律，维护佛法的正统性。[7]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推出

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方法。在社会文化领域，

类比推理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它能帮助我们从熟悉的现象

中推导出陌生的现象，从已知的规律中推测未知的规律。《白史》

将佛法真谛之治比作称心如意的护符彩结，崇尊皇帝之治比作黄

金铸就的衡轭，二者不可混淆又需并行不悖，这就是一种类比推

理。通过将宗教治理与世俗政治治理进行类比，让我们看到它们

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民众福祉方面具有相似的功能和价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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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教义和规范如同法律的条文和准则，都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

束和引导作用；宗教的传承和发展如同国家的治理和运作，都需

要有稳定的秩序和有效的管理。这种类比使我们明白，在社会治

理中，不能忽视宗教的作用，也不能让宗教过度干预政治，而应

找到两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平衡点，就如同护符彩结与衡轭

的结合，共同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服务。

三、辩证推理与论证

希腊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编著《工具论》的论辩篇中，他

给“推理”下了定义：“推理是一种论证，其中有些被设定为前

提，另外的判断则必然地由它们发生。”[8]对于跟推理有关的辩

证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工具论》中明确指出：“在推理方面有

冲突的种种疑问也属于辩证的问题（因为涉及到某物是否确实如

此时，双方都有强有力的论证）”。这种辩证推理贯穿《白史》

全书，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展示了对各种事物、现象以及行为的全

面而深入的思考，既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也意识到可能出现的问

题和消极后果，旨在引导人们在复杂的治理和生活情境中保持清

醒的认识，遵循正确的原则和行为准则，以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它体现了古人对治理、宗教、道德等多方面

关系的深刻洞察和智慧把握，对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的治理理念

和价值观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9]从社会层面来看，《白史》提

到佛法真谛之治和崇尊皇帝之治的并行，反映了社会治理中不同

力量和理念的交织。佛法真谛代表着精神和道德的层面，皇帝之

治则代表着世俗的权力和秩序。这两者看似不同甚至可能存在冲

突，但又必须相互协调和融合，才能维持社会的稳定。一方面，

佛法可以起到教化民众、规范行为、安抚心灵的作用；另一方

面，皇帝的统治则提供了政治架构和秩序保障。如果只强调其中

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就会导致社会的失衡和混乱。这种对社会不

同治理力量的辩证认识，体现了古人对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深

刻理解，也为我们思考现代社会的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要

注重各种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而不是片面地强调某一种力量。

论证推理是指通过运用逻辑、证据和合理的思考方式来确立

或反驳某个观点、主张或结论的过程。在《白史》中两教并行重

要性论证：通过讲述不同历史时期两教并行的情况，如吐蕃、蒙

古等，说明两教并行能带来社会的和平安宁、国家的繁荣昌盛，

如吞米参布达推行两教四界政治体制后，吐蕃四方境域声誉鹊

起；成吉思可汗推行两教后名声远扬等，从而论证两教并行的重

要性。[10]《白史》这部著作的逻辑思想深刻地根植于佛教的哲学

体系之中。首先，逻辑思想在《白史》中体现为对逻辑概念的系

统梳理。佛教哲学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因缘和合而成，因此在

逻辑上强调因果律的重要性。书中通过对“界”“善”“业”等概

念的分析，揭示了政、教治理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其次，在世界

观方面，《白史》运用命题逻辑，探讨了道德（社会道德、佛法）

命题和人生命题。例如，关于道德命题，书中提出了“十善”作

为道德行为的准则，书中阐述了佛教的无常、苦、无我，人们应

当认识到这一点，从而放下执着，追求解脱等命题思想。在人生

命题上，“轮回”和“涅槃”的概念思想。

总之，《白史》的逻辑思想是建立在佛教哲学体系之上的，

它通过对逻辑概念、命题、判断、推理分析和因果关系的深入探

讨，阐述了当时道德观、世界观和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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