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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链条的严谨性 

这里边的关键词是”缜密”，也就是在从在逻辑推理链上必须要完整，不能有断层。在整个的逻

辑链上一定要足够具体，足够细致。在研究生会上与 lw 的对话，很多他都是用语言，好，很好，测

过了，做过了，来回答你的问题，这是本科生的说话习惯，不应该是研究生的说话习惯，比如说这

个结果这个数据好或是不好，应该这样做，有结果的我要看到细节，有难关和难题的，我要看到你

们的思路。通常的来讲，我是说大的层面来讲，研究生比本科生的逻辑要缜密，这个意思指的什么

呢？ 

举个例子说啊，我让你从北京到上海，逻辑缜密的人呢，会把每一步都想清楚。比如说第一，

他先上网去查;第二，他知道哪里买票;第三，要做好提前两天取票。因为本科生没有做事情的训练，

所以不知道中间要经过这样的步骤，你给他一个指令，他没办法把中间的过程想清楚，中间的逻辑

关系理清楚，让这个逻辑变得严密，一步一步非常清晰，或者他是根本没有步骤。还有就是格物致

知的本领，没有鸡蛋里面能挑出骨头的本领，没有见缝插针的本领，总觉得这个事情就做到这样子

了，不能再往下做了，做事情要格物致知。 

关于逻辑链条，这里边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做了如下的结论：我们研发出了一种可以

测到 1200 摄氏度的高温传感器，这句话就是我们的论点，那么论据呢？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当

我们做这个结论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逻辑链条做支持。如果这个逻辑链条仅仅是基于以下

一个事实作为论据：把高温温度升到 1200℃，然后测了一组传感器的数据，做了如下一条曲线，然

后我们就得出结论：我们的薄膜温度传感器可以测到 1200℃的高温。 

 
 
这个结论就是存在逻辑断层的，原因是：如果我们说可以测到高温，那就不光是这一次的数

据，而需要多次的数据。事实上由于高温热应力的影响，在温度从 1200℃下降到室温过程当中，薄

膜会从表面脱落，所以我们实际上不能重复第 1 次实验的结果。要发现这种逻辑断层，必须先做出

数据，然后写下来分析才可以体查到，所以这里面要强调“汇报”的重要性，汇报是一种即时的反

馈，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和及时发现逻辑断层。我们不能拿着一条曲线的结果·来判断“我们研发的传

感器可以测量到 1200℃的高温，因为”可测性“代表可以多次经历 1200℃的高温，并且得到可靠的

信号才行。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高温测量误差，最模糊的说法就是我们的测量误差很小，再具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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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我们的测量误差小于 3%，但实际上这个逻辑判断还是有漏洞，这 3%从哪里来的？是在哪一个

温度点上？1000 度还是 800 度？应该是以右边的这条曲线，多次重复的数据来论证传感器的可靠性

及其重复性，并估算误差，来支撑整个逻辑的判断链，这才是比较完整的 1。总之，这些都是逻辑

链条的完整性。建立严谨的逻辑链条是研究生的最基本的功力，从本科生过渡到研究生，这是一个

基本功。这个基本功与专业无关，文科理科都适用。当你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必须要有一定的数据

或者论据做支撑，要具备严谨的逻辑推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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