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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概称句推理具有以词项为单位的特征并且词项的涵义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
。

已有的处理用 不表达式表达涵义
,

不够简洁和自然
。

亚里斯多德三段论是一

种词项逻辑
,

但它是外延的和单调的
。

这两方面的情况使得有必要考虑新的词项逻

辑
。

涵义语义的基本观点是
%

语词首先表达的是涵义
,

通过涵义的作用
,

语词有了

指称
,

表达概念
。

概称句三段论是更为常用的推理
,

有两个基本形式 : ; : 和 < = = 。

在涵义语义的基础上建立的系统 : ; : 和 : == 是关于这两种推理的公理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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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概称句的研究中
,

我们建立了概称句的形式语义
,

揭示了概称句的本质和涵

义在其中的作用
,

进而说明了什么是概念以及这个概念理论在解释隐喻方面的作用

( 【! 」
,

〔� Α
,

〔∀ Α
,

【Β 」∗
。

但是
,

在已有的处理中
,

表达涵义用的是肛表达式
,

不

够简洁和自然
。

因为在 自然语言表达中
,

用的是词项
,

并不是肛表达式
,

我们不但明

白词项的意思
,

而且直接用词项进行推理
。

于是产生了新问题
,

在语义方面
,

能否直

接谈涵义 Χ 在语形方面
,

能否直接以词项为基本单位给出概称句推理的形式 Χ

亚里斯多德逻辑以词项作为句子结构的基本单位
,

是一种词项逻辑
。

但是
,

亚里

斯多德的词项逻辑只是在表达形式上使用了词项
,

它的外延语义完全可以使其化归到

一阶逻辑
,

词项式的表达式也可以化归为一阶逻辑中的由个体词
、

谓词
、

量词和联结

词形成的表达式
。

尽管如此
,

词项式的表达与自然语言表达方式更接近
,

还是有意义

的
。

重要的是
,

在 日常推理中
,

许多情况下用的是概称句
,

有关词项的意思不是外延

的
,

不一定都能化归为一阶逻辑式的表达
,

因此有必要考虑新的词项逻辑
,

即基于内

涵意义的词项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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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亚里斯多德三段论与概称句推理

三段论是亚里斯多德逻辑的主要内容
。

亚里斯多德将简单陈述句分为主项 Φ
、

谓

项 尸以及量项和联项四个部分
。

量项有全称和特称
,

联项有肯定和否定
。

根据量项和

联项这四种不同情况的组合
,

共有全称肯定
、

全称否定
、

特称肯定和特称否定 # 种情

况
,

分别用 ;
,

Γ
,

Η
,

口 表示
。

于是
,

像
“

所有的鸟都是动物
”

这样的全称肯定句的

形式
,

在这个处理下可以表示为朋5
。

亚里斯多德三段论主要是关于这四类句子推理

的逻辑
。

经过后来的完善
,

三段论共有 # 个格
,

&# 个式
,

它们所表达的正确推理形式

共有 �# 个
。

根据三段论还原理论
,

第一格的 ;;; 式 (以下记作 ;;;
一

! ∗

Ι;5

Β月Ι

Φ月尸

是 �# 个正确形式中的基本的形式之一 ( 〔# Α
,

第 !& 页 ∗
,

与该形式相应的推理也

是最为常见的推理
,

例如

(3∗ 鸟是动物
,

企鹅是鸟
,

所 以
,

企鹅是动物
。 �

用现代逻辑的方式
, ��� 一  可以表示为

! ∀ # !∃�% 入 &� ∃ # 今 &� %

还有一种推理
∋

! ( # 自然数是有理数
,

∀ 是 自然数
,

所以
,

∀是有理数
。

这样的推理又称为含单称命题的三段论
。

它们与全称命题和特称命题组成的三段论不

同
,

只有 ) 种正确形式
。

! ∗ + ,
,

第  −. 页 #

因为
“ ∀” 表达的是个体

,

记作
/ ,

并且原来的表示全称肯定的词项 � 在此实际

上已失去了全称的意思 ! 在三段论中传统逻辑将单称句当作全称句看待 #
,

只有肯定
,

以下记作
0 ,

所以相应的形式可以表示为

∃�%

/ 拜∃

& 1 %

这里将其称为含单称命题三段论的第一格 � 0 0
式

,

记作 � 0 0 一  ,

与 八�� 一

 类似
,

可以

表示为

! 2 # !∃� 3 八 / 0∃ #分 / 0 尸

考虑到一阶逻辑取消了个体词与谓词之间的联项
“

是
” ,

将
“/
是 %’

’

表示为 尸/ ,

所

以
,

! 2 # 又可以表示为

! 4 # !∃� % 八 ∃ / # 斗 %&

在 日常思维中
,

还有一类常见的推理
,

甚至比亚里斯多德三段论更为常用
。

例如

� 全称量词可以省略
。 “

鸟是动物
”

是
“

所有的鸟都是动物
”

的全称量词省略表达
。

其他两句类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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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鸟会飞
,

乌鸦是鸟
,

所以
,

乌鸦会飞
。

(∋ ∗ 鸟会飞
,

企鹅是鸟
,

所 以
,

企鹅会飞
。

(≅∗ 鸟会飞
,

特威蒂是鸟
,

所 以
,

特威蒂会飞
。

从结构看
,

这些推理与亚里斯多德三段论非常相像
,

(&∗ 和 (∋∗ 类似于 ;; ;
一

!
,

“

特威蒂
”

是专名
,

( ∗ 类似于 ; = =
一

!
,

但是它们与亚里斯多德三段论有根本区别
。

例如
,

如果还按 ;;;
一

! 看待 (& ∗和 (∋ ∗
,

就会出现从真前提得出假结论的情况
,

如

(∋ ∗
,

所以这样的推理不能用 八; ;
一

! 来表达其推理形式
。

( ∗ 是常见用于非单调推

理的例子
。

如果对 ( ∗ 增加前提
“

特威蒂是企鹅
” ,

则应得出
“

特威蒂不会飞
” 5 ,

所以
,

! −# 与 ! (# 不同
。

! (# 是单调推理
,

不会因为前提增加改变结论
。

这些情

况表明
,

尽管这些推理也是
“

三段论
” ,

但是与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有完全不同的性

质
。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
∋

! 6# 这类推理的前提并不都是全称肯定句
,

其中
“

鸟会飞
”

是概称句
。

该句并不

是说
“

所有鸟都会飞
” ,

不能用全称肯定句的 ∃� %形式来表达
。

! 66 # 这些推理中的
“

所以
”

不同于 ! 7# 和 ! ∀# 中的
“

所以
” 。

由于前提中有概

称句
,

前提和结论之间的
“

所以
”

是可修正的所以
,

因此推理表现出非单调性
。

关于 ! 66 #
,

解决的方法之一
,

是用类似于条件句中的蕴涵
“ 8 ”

表达这类推理

中的
“

所以
” ,

而不是用实质蕴涵
“

一
” 。

!参见 【) 」#

关于 ! 6 #
,

在目前的研究中
,

基于对概称句的不同理解
,

出现了对概称句的不

同的形式表达
。

在这里
,

考虑按词项逻辑的方法
,

用表示主
、

谓项之间概称关系的词

项 ‘代替原来的表示全称肯定关系的词项 � ,

于是
, “

鸟会飞
”

这样的概称句可以表

示为 ∃‘%
。

从现代逻辑的观点看
,

在 ∃�% 和 ∃‘尸这样的表达中
, � 和 ‘都是逻辑

常项
,

从语义方面看是某种关系或运算
,

于是
,

可以将 ∃ �3 和 ∃‘尸分别表示为 � !&
,

%#
,

9! & ,

%#
。

按这个方法
,

亚里斯多德三段论 ��� 一 和 � 0 0 一 可以分别表示为
∋

��� !� !∃
, %# 。 � !&

,

∃# # 一 � !&, %#

� 00 !� !∃
, %# , ∃ / # 分 %/

与这两个推理形式相对应
,

关于概称句推理也有两个基本形式
∋

9� 9 !: !∃
, 3 # 、 � !/

,

∃# # 8 9 !/
, 3 # !概称句 ; 全称句 。概称句 #

<0 0 !9 !∃
, 3 # 。 ∃ / # 8 3 / ! 概称句 ; 单称句 睁 单称句 #

与这 2 种形式相应的推理以下分别称为 ���
一 推理

,

�0 0 一

 推理
,

9 � 9 推理和 9 00 推

理
。

后两种推理形式和推理以下又称为概称句三段论或概称句三段论推理
。

9 � 9 和 9 0 0 是以词项为基本单位的形式表达
,

符合我们平时的思维习惯
。

但是
,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什么形式来表达
,

而在于这些形式背后的语义是什么
,

以及关于

这类形式的逻辑又是什么
。

亚里斯多德三段论考虑的是关于 � , = , > ,

口 等这类句子

5 根据常识
,

还会有
“

企鹅不会飞
” ,

因此
,

完整的推理是
∋
鸟会飞

,

特威蒂是鸟
,

但特威蒂是企鹅
,

企鹅不会飞
,

所以
,

特威蒂不会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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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理
,

只能是外延的
,

而含有概称句的推理则是内涵的
。

下面将首先给出这类推理

形式的一种内涵语义解释
。

在这个解释中
,

词项的解释首先是涵义
,

而不是通常的类

和个体
,

因此又可以称其为涵义语义
。

然后
,

在涵义语义的基础上建立关于这两种推

理的逻辑系统
。

二
、

涵义语义的基础

任何一个语义都要涉及三个部分
%
语言

,

语义框架
,

以及这两个部分的联系
。

首

先要有一个语言
,

一个语义总是关于某个语言的语义
。

语义框架是语言所要谈论的对

象世界
。

语言所表达的是这个世界里的东西
。 “

表达
”

是语言和这个对象世界的联系
。

在形式语义学中这个表达联系通过语言表达式的解释
、

赋值或指派这类函数来实现
。

通常将语义框架和有关的解释等称为一个语言的语义
。

如果是逻辑语义
,

要考虑正确

的推理形式
,

还有有效性概念
,

通过在任意解释或框架中都真来定义
。

语义框架提供语言所表达的对象
。

如果是外延语义
,

只需要提供外延对象
。

例如
,

个体是个体词的对象
,

类是通名的对象
。

如果是内涵语义
,

则还要提供各种内涵对象
。

卡尔纳普提出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 ? ,

首先在形式语义学中引人了可能世界
,

用数学的方法表达这一思想下的内涵对象
。

蒙太古首先明确提出可以将形式语义学用

于自然语言
,

将卡尔纳普的这一观点和方法加以推广
,

建立了一种内涵逻辑的语义学
,

即他的类型论
。

卡尔纳普和蒙太古式的语义学是内涵语义学研究的重要方向
。

今天基

于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内涵语义研究
,

大体都属这一方向下的研究
。

「 」
,

∗∀ 」
,

∗ ) 」

等提出的概称句语义也是如此
。

这种语义学首先预设存在非空的可能世界集和个体域
,

分别记作 ≅ 和 Α 。

从集

合论的角度看
,

一旦有了集合 Β 和 Α ,

就存在下面这些集合
∋

Α Β ∋
可能世界集 ≅ 到个体域 Α 的映射的集合 Χ

脚!Α #
∋ Α 的幂集

Χ

和!Α #Β
∋
可能世界集 Β 到 Α 的幂集的映射的集合 Χ

脚伽!Α #≅ # ∋ 脚!Α #Β 的幂集 Χ

脚, !Α #Β# Β ∋ 可能世界集 ≅ 到 脚沪!Α #Β# 的映射的集合 Χ

一般地
,

设 � 是任意的集合
,

一方面可以有以 ≅ 为定义域
,

以 � 为值域的函数

集 � Β
,

另一方面
,

还可以有 � 的幂集 户!� #
, � 的卡氏集 � Δ � 、⋯ Δ � 等等这些集合

。

两方面结合
,

可以无穷进行下去
,

得到许多类型不同的集合
,

也可以理解为得到许多

不同类型的语义对象
。

这样的对象
,

包括这些对象的生成方式
,

构成了蒙太古类型论

的基本架构
。

为便于讨论
,

这里只考虑出现通名和专名的概称句
。

在这个限定下
Ε

关于概称句

? 卡尔纳普本人并没有用
“

可能世界
”

这一术语
,

而用的是
“

状态描述
” !Φ 1/ Γ Η6 Ιϑ6 :Ι 。Κ 。ϑ0ϑ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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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
,

可以主要关心 9 ϑ
,

脚(9 ∗
,

脚(9 ∗Κ
,

脚(脚(9 ∗ϑ ∗
,

脚(脚(9 ∗Κ ∗ϑ 这几种集合
。

Λ 是个体域
,

也是专名的对象域
。

Λ ϑ 是以 Κ 为定义域
、

以 Λ 为值域的所有函

数的集合
。

其中的函数对每一个可能世界指定一个个体
,

相当于确定专名指称的东西
。

根据弗雷格涵义决定指称的思想
,

这样的函数相当于涵义
。

所以
,

Λ ϑ 可以看作在给

定 Κ 和 Λ 的情况下所有可能的专名的涵义的集合
。

浏Λ∗ 中的元素是个体集
,

相当于通名的外延
。

浏Λ∗ ϑ 中的元素是函数
,

这样的

函数对每个可能世界指定一个个体集
。

这相当于
,

例如
,

如果我们知道了
“

鸟
”

意思
,

每到一个地方
,

总能挑出那些被我们称为
“

鸟
”

的那些个体
。

与专名的情况类似
,

这

样的函数相当于通名的涵义
。

从这个角度看
,

脚(Λ∗ ϑ 是在给定 ϑ 和 Λ 的情况下
,

有

可能得到的所有通名的涵义的集合
。 Λ

脚!和!Α #Β #Β 中的元素是这样一类函数 ∋
给定一个可能世界就会得到一个涵义的集

合
。

由于一些涵义的集合能够提供一组性质描述
,

所以这类涵义的集合可以看作内涵
。

例如
,

生蛋
,

有羽毛
,

会飞等等
,

合起来可以看作
“

鸟
”

这个概念的内涵
。

于是
,

脚 !脚!Α #Β#

就是在给定 ≅ 和 Α 的情况下
,

有可能得到的所有内涵的集合
。

从这个角度看
,

脚!和!Α #Β #Β 中的元素是可能世界 ! 集 # 到内涵 !集 # 的映射
。

在实际中
,

这相当于
,

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个概念
,

那么我们就能够根据当下的情况理解和使用它的内涵
。

从

这个意义上说
,

这个映射可以看作直观上的概念在形式语义学中的表达
,

也可以说
,

概念是从可能世界 ! 集 # 到内涵 ! 集 # 的映射
。

在有了脚!Α #Β
,

脚!脚!Α #Β# Β 这两种集合的情况下
,

还可 以定义从 矜!Α# Β 到

脚!脚!Α #Β #Β 的映射
。

按上面的用语
,

这个映射相当于对每个涵义确定一个概念
,

可以

称为概念生成映射
。

在概称句语义中
,

除了提供个体
、

类这些对象外
,

各种函数和函数的集合也可以

作为语言表达的对象
。

它们就是一些内涵对象
。

这里需要对
“

内涵
”

一词作一些说明
。

从实际的使用情况看
, “

内涵
”

一词有狭

义和广义两种意义
。

狭义的内涵指的是某种特定的语义对象
,

例如
, “

概念的内涵是

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
” ! 〔2 〕

,

第 ∀∀ 页 #
。

上面将 脚!脚!Α# Β# 中的元素称

为内涵
,

也是出于这一考虑
。

广义的内涵指的是非外延
,

包括各种非外延的对象
,

如

涵义
、

概念等
,

都是内涵性的语义对象
。

卡尔纳普和蒙太古的
“

内涵
”

是广义的内涵
。

从蒙太古语义学看
,

有无穷多不同类型的从可能世界出发的映射
,

因此有无穷多不同

类型的内涵
。

蒙太古没有说明这些都是什么内涵
。

根据平时对于
“

涵义
” 、 “

概念
”

这些语词的使用
,

我们认为 Α Β 和 脚!Α# Β 中的元素分别是专名和通名的涵义
,

脚!脚!Α #Β #Β 中的元素是概念
。

此外
, “

内涵
”

还可以作为形容词限定
“

语义 !学 # ” 。

Λ 需要说明
∋ ! 7# 弗雷格本人没有用可能世界来解释涵义 Χ ! ∀# 弗雷格用的是

“

概念词
” ! Γ :Ι Γ 1% ϑΒ : ΗΦ #

而不用
“

通名
” ! Γ: Μ Μ :Ι Ι 0Μ 1 #

。

由概念词涵义得到的指称是概念 ! 弗雷格所说的概念 # ,

不是通常所

说的外延
。

这一点与专名的指称是个体 ! 外延 # 并不相同
。



周北海 涵义语义与关于概称句推理的词项逻辑

一个语义 (学 ∗如果还有非外延的对象
,

就称为内涵语义 (学 ∗
。

根据这个意义
,

本

文所说的涵义语义
,

也是一种内涵语义
。

三
、

关于概称句的涵义语义

形式语言 尤

符号 有可数无穷的个体变元
、

个体常项
、

一元谓词符号
,

所有变元的集合记作

Μ 7Ν > 谓词函项 Ο
,

Π > 词句函项 ;
,

: > 命题常项 !> 命题联结词 分
, Θ > 量词符号 Μ>

辅助符号 (
,

∗
。

被定义的符号有 下
,

,
,
八

,

Ρ
,

杆
,

日
,

按通常定义
。

词 (3∗ 个体词
%
个体变元

Ε ,

Σ
,

+> 常项
= ,

/
, Τ 。

Υ 表示任意的个体词
。

(�∗ 谓

词 % 谓词符号 > 若 尸
,

ς 是谓词
,

则 一尸
,

Π( 尸
,

ς∗ 也是谓词
。

Ω5 表示 尸或 Ο 5−

公式 = % % Ξ 一 Ψ1 Ν Ζ。 。刀ΖΜ
Ε 。 Ζ; (1

, Ω

ς∗ Ζ: (1
, Ω ς∗ !Π( 1

, Ω

ς川 =
明Ζ

没有 自由变元的公式是句子
。

在 工的符号中
,

Ο
,

Π
,

特别是 ;
,

:
,

是不同于通

常语言的特有符号
。

其中 Ο 和 Π 是从谓词到谓词的映射
,

; 和 : 是从词项 (谓词 ∗

到句子的映射
,

所以分别称为谓词函项和词句函项
。

框架与结构

以下用 Κ 和 Λ 分别表示可能世界集和个体域
。

脚(Λ∗ ϑ
,

脚沪(Λ ∗ϑ∗ 和 脚, (Λ∗ ϑ ∗ϑ

中的元素分别称为 (关于一元谓词的 ∗涵义
、

内涵和概念
。

Λ ϑ 中的元素称为个体词

涵义
。

定义 , 设 ϑ 是任意非空集
。

函数 Ν ∋
脚!Β # Δ 脚!Β # 峥 和!Β # 称为 Β 上的集选

函数
,

如果 Ν 满足以下条件
∋
若对任意的 Β : Δ 都有 Ν !Ο Β Π

,

Θ# Ρ Σ ,

则 。!Δ
,

Τ# 二Σ 。

Δ , Τ , Σ 是 Β 的任意子集
。

定义 ∀ 设 Β 和 Α 是任意非空集
。

对任意的
/ , / ∋ , /∋ 。脚!Α #Β

,

! 7 # 一
是 和!Α #≅ 上的运算

,

满足
∋

对任意的 Β : Β
, /一!Β # Υ Α 一 / !Β # Χ

! ∀ # 4  二 4 ∀ ,

当且仅当
,

对任意的 Β 任Β
, 4  !Β # 二 4 ∀!Β # Χ

! ( # 4  Υ 4∀ ,

当且仅当
, 4  ς 4 ∀

且
4 ∀ 二 / Χ Χ

! 2 # 对任意的 Β 二≅
,

!/ 7Ω /Ξ# !切# Υ 4  !Β #Ψ / Ξ!Β #
。

定义 ( 设 Β 和 Α 是任意非空集
, & Υ 和!Α# Β:

! 7 # Ρ Ζ ∋ 4 Δ / 。 脚!Β # 是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 对任意的
4  , /∋ 。 / ,

Ρ Ζ !4  
, / ∋ # Υ

ΟΒ ∋ Β ∋ / ∋ 。 / 7Γ !Β # Π
,

称为 Β 和 Α 上的一般概称函数
。

其中
1
是从 / 到 脚!/#≅ 的映

射
。

! ∀# [ ∋ 4 Δ / 分 & 是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
对任意的

∋  , / ∋ 二 & ,

[! / 7 , 4 ∀# 二 4  
且[! /  ,

/Σ# Υ [! / 7 , 4∀勺
,

称为正常个体选择函数
。

! ( # 〔
,

,∋ Α Δ/ 斗 护!Β # 是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

对任意的 Φ = Α , 4 = /
,

∗Φ, / , Υ

笼Β : Β ∋ Φ : / !Β #Π
。

! 2 # Ρ ∋/ ∴ / 分 脚!Β # 是满足以下条件的函数 ∋
对任意的 /7

, 4 ∀. 4
,

仄
/ , , 4 ∀# 一 ΟΒ ∋ ≅ ∋ 对任意的Φ : Α , Ν !ΟΒ Π

,

∗Φ, [! / , , 4 ∀# ,#二∗Φ, / ∋ , Π

称为 ≅ 和 Α 上的正常性概称函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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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 一个 尤 框架 [Κ
,

Λ
,

<
,

从。 ∗ (简称框架 ∗是一个五元组
,

其中 Κ 和 Λ

是任意非空集
,

Τ 是从 脚(功ϑ 到 脚(脚(功ϑ ∗ϑ 的映射
,

称为概念生成映射
,

Π 是 ϑ 和

Λ 上的正常个体选择函数
,

Λ是 ≅ 上的集选函数
。

定义 / 设 莎Υ !Β
, Ι ,

1
,

。8 是任意框架
。

脚!Α #Β
,

脚, !Α #≅ # 和脚, !Α #≅ #≅ 中的

元素分别称为涵义
、

内涵和概念
。

! 7 # 涵义 / , / ‘ 是反对的
,

如果存在 Β
, / !Β # 二 Α 一 / ,

!Β # Χ 否则
,

是相容的
。

! ∀ # 内涵 6Ι ϑ是冲突的
,

如果存在
/ , / ‘。 6Ι ϑ , / , / ,

是反对的 Χ 否则
,

是和谐的
。

! ( # 概念 ‘
是矛盾的

,

如果存在 Β
,

Γ! Β #是冲突的 Χ 否则
,

是一致的
。

! 2# 框架 莎是客观的
,

如果 Γ∗ &] 二 ΟΓ! /#
∋ 4 . 4 Π中的概念都是一致的

。

以后说的框架都是客观的
。

定义 ) 设 窍Υ ⊥Β
, Α ,

Γ
,

Ν 8 是任意框架
。 ∋ 是 沈 常项和谓词在 容上的解释

∋

! 7 # 对任意的常项 Γ ,
￡!1 #。 Ι Β

。
￡!1 # 又记作 。￡。

! ∀# 对任意的谓词 尸
,

减%# 。脚!Α #Β
,
￡! _ %# Υ 战%# 一 。

￡!% # 又记作严
。

定义 + 一个 尤 结构是一个二元组 ⊥窍
, ￡# ! 简称结构 #

,

其中害是一个框架
,

￡是 沈 常项和谓词在窍上的解释
。

指派与模型

定义 − 一个 沈模型是一个二元组 ⊥任
,

。 8 ! 简称模型 #
,

其中 感 是一个 工 结

构
,

。 称为指派
,

是变元集到个体涵义域的映射
,

即 , ∋ ⎯ 1Η 峥Α Β
。

设 害Υ !Β
, Α ,

Γ
,

Ν # 是任意框架
。

结构 感 Υ !莎
, ￡# 又可记作 ⊥Β

,

Α
, Γ ,

Λ
, ￡ # Χ

模型 叭 Υ ⊥任
,

。 # 又可记作 ⊥窍
,
￡

,

。 8 和 !Β
,

Α
,

1
,

。
, ￡,

。 #
。

设 叭 二 !Β
,

Ι
, 1 ,

Ν
,

￡,

司 是任意的模型
,

以下用 Β 叭
, Α 吸 , ∋ 叭

,

。明等表示该模型中的相应部分
,

用 窍眠
,

) 叭表示相应的框架和结构
。

定义 ς 设叭是任意的模型
,

鲡是双 中的指派
,

鲡
!。#是鲡 的 ! 关于变元 Δ 的 #

变体
,

当且仅当
,

鲡泌
# ∋ ⎯ 1

份 Α 叭 ,

并且满足以下条件
∋

、 !ΩαΔ #。# 一 Ο
Φ

,

如果少 Υ Δ

鲡切
,

否则

设叭 Υ ⊥感
,

。8是任意的模型
,

。!朔是 。 的变体
,

模型 ⊥)
,

, !Ζ ## 又记作级。
# 。

定义 , β 设叭 是任意的模型
, ϑ是任意的项

。 ϑ在模型 叭 中的解释 ϑ 叹是满足以

下条件的映射
∋

鲡!Γ #
,

鲡 !Δ #
,

如果 ϑ Υ Γ

如果 Η Υ Δ

定义   设 叭 二 ⊥Β
, Α , Γ , Ν , ￡,

Γχ# 是任意模型
,

厂是任意公式
,

“Η77 叭是满足

如下条件的集合
∋

! 一#   土   双 一 。

! ∀ #   几 δ严
一 笼Β 。Β ∋ Η叭!Β #。严!Β # Π

! ( # Π>[ !&
,

%# ϑ   叭 一 ΟΒ 。Β ∋ Η叭!Β #。[! 梦
,

严# !Β #Π

! 2 #  >� !/, 尸#  明 一 Ο切。Β ∋ , !Β #二严!Β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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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 !Η: (≅
,

5∗ ΗΗ双 一 ∴
Ω

(了
,

严 ∗一 ]ϑ − ϑ %
严

。≅
‘Τ(ϑ ∗Ζ

(&∗ 33= 分 53Η 业 一

(ϑ 一ΗΗ=Η Ζ当 .33 533 明

(∋∗ “=Θ 533 明 一
.] Ε 二ϑ %

刚Ε 川 =33 黔酬酬热
( ∗33 ΡΕ =33 纽 一

]ΥΡ
。

ϑ% 对任意的8 。 Λ
,

ϑ 。
Η3=3 严(8⊥Ε ∗Ζ

命题 ! 对任意的模型 叭
,

“;( ≅
,

5∗ 33_
Ξ ”ΡΕ( ≅Ε − 5Ε 川纽

。

证明从略
。

定义 !� 设 叭是任一模型
,

Ε 是 ϑ 叭 的任一非空子集
,

= 是任一公式
。

= 在 Ε 上

为真
,

记作叭
,

Ε 片=
,

当且仅当
,

Ε 引Ζ=Η严
。

特别地
,

如果 Ε Ξ ]ϑ Ζ
,

称 “在 ϑ 是

上是真的 > 如果 Ε Ξ ϑ 吸
,

称 = 在 叭 上有效
,

记作双 片=
。

定义 , ∀ 设 = 是任意的公式
。
。是有效的

,

记作 片 =
,

当且仅当
,

对任意的模型

妞
,

叭 卜 =
。

定义 ! ! (# ∗ 是词项逻辑中的全称肯定句的解释
。

命题 ! 表明
,

这个解释与一阶

逻辑式的解释等价
。

如果考虑其他三种句子 Γ
,

Η
,

−
,

还会得到
,

“Γ (≅
,

5∗ ΗΗ叭 Ξ

ΖΖ;( ≅
,

一5∗ “叭 二 “ΡΕ (≅Ε 。 , 5Ε 川亚
,

!!!(≅
,

5∗ ]Ζ双 Ξ !!日Ε( ≅Ε
;
5Ε ∗ΗΖ皿

,

“− (≅
,

尸∗3Ψ叭 Ξ “日Ε( ≅Ε

八 ,
5Ε∗ ΖΖ双

。

这表明
,

在做外延解释时
,

关于基本陈述句的词项表达式与相应一阶逻辑

表达式的语义是相同的
,

同时也说明
,

如果只考虑外延
,

对于词项并不需要涵义的解

释
。

定义 ! ! (Β ∗ 是关于概称句的语义解释
。

在技术上概称句的解释通过一般概称函

数实现
。

因为出发点不同
,

现在的解释与原来的解释有所不同
。

原来的解释所使用的

是定义 ∀ (# ∗ 中的概称函数 ∴
,

依赖于正常个体选择函数 Π
,

实质是通过正常个体的

性质来确定概念的内涵
。

因为依赖于正常个体选择函数
,

所以将 ∴ 称为正常性概称函

数
。

定义 ! ! (Β∗ 抽去了这一细节
,

保留了概称句中主项和谓项在意义方面的基本关

系
,

即主项表达的是由主项涵义生成的概念
,

谓项表达的是涵义
。

一个概称句在可能

世界 ϑ 上是否为真
,

取决于其主项表达的概念在 ϑ 上的内涵中是否有其谓项表达的

涵义
。

从这个角度看
,

所以将 ∴Ω 称为一般概称函数
,

∴ 是 ∴Ω 在满足
“

对任意的
≅ , , Β �

。 脚(Λ ∗Κ
,

扩(Β !, Β �∗ ∴ 笼ϑ − ϑ %对任意的 8 − Λ
,

Ν ! ΟΒ Π
,

∗Φ, [! / Χ , 4∀ # ,# Ρ ∗Φ, / ∋ , Π” 时的特

殊情况
。

如果只考虑概称句和全称句的推理
,

如 9 � 9
,

实际上并不需要正常个体选

择函数 [ 及包括正常性概称函数在内的各种语义装置
。

这部分内容的实质是建立概念

内涵与外延中的个体之间的关系
,

用于既有概称句又有单称句的推理
,

如 9 0 0 。

下面

的定义也是如此
。

定义  2 设窍Υ ⊥Β
, Α , Γ ,

[, Ν 8 是任意框架
。

容称为正常性概称框架
,

如果Β

和 Α 上的一般概称函数和正常性概称函数满足
∋

对任意的
/ , , / ∋ 。 脚!Α# Β

,

Ρ Ζ
!/ 7 , / ∋ #二

ε !4  , 4∀ #
。

四
、

概称句三段论推理系统 9 � 9 和 9 00

系统 9 � 9

9 �9 是关于概称句三段论 9 �9 推理的系统
。

一个系统是关于 9 � 9 推理的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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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标志就是有内定理 <;:
。

:; :是在常识推理系统 Ι (参见 〔& 」∗的基础上
,

通过

通常的量化扩张以及增加关于概称句推理的公理所得到的系统
。

先给出 Ι 的量化扩

张 Ις
。

Ις Ξ Ι ⎯ Μ 、 ⎯ Μ 一 ⎯ α Μ⎯
,

即对 Ι 增加下面的公理和规则得到的系统
%

Μ 一 Μ Ε( “ 分用 分 (Μ
Ε =分 Μ 邓∗

Μ 一 Μ Ε “分“(Ε ⊥ Σ∗
,

= (Ε ⊥Σ∗合适
。

α Μ ,

从 “可得 Μ Ε =−

以下将在 Φ 的基础上增加公理 Μ 一
,

Μ 一 和规则 α Ρ ,

得到的系统称为 Φ 的经典量

化扩张
。

Ις是 Ι 的经典量化扩张
。

: ;: 是在 Ις 的基础上增加公理 :≅ 得到的系统
,

即

: ;: Ξ Ις ⎯ :≅

:≅ ; (Φ
,

Ι∗ 分 (: (Ι
,

5 ∗Θ : (Φ
,

尸∗∗ (概称句三段论公理 ∗

:≅ 的意思是
%
如果 Φ 类在Ι 类中

,

那么
,

一般地
,

若概念 Ι 中有涵义 尸则概念

Φ 中也有涵义 尸
。

这是从外延看内涵
,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外延与内涵的反比关系
,

符

合直观
。

: ; : 有内定理 (; (Φ
,

川
八 : (Ι

,

5∗ ∗Θ : (Φ
,

尸∗ (: ; : ∗

由概称句三段论公理 :≅ 和 Ι 规则 凡
Τ (= 峥 叨 Θ Ν∗ ⊥ (= ; 刀∗ Θ Ν∗ 可得

。

系统 : = =

: == 是关于 < “口 推理的系统
。

这种推理的特点是既有概称句
,

又有单称句
,

是一

种一般到个别的推理
,

要点是将概念上的一般用于特定个体
。

与 : ; : 类似
,

这类系

统的标志是有内定理 <= =
。

在 Ις 的基础上可通过多种扩张方式使得 : == 是内定理
。

这里给出的系统 : == 是比较合理的一种
。

: == Ξ Ις ⎯ / ⎯ α竹 ⎯ Π 7 ⎯ Λ Π Ξ Ι 3
坦 ⎯ Π : ⎯ Λ Π

Ι ΝΝ Ξ Ι ⎯ Η9 ⎯ α ββ
,

是 Ι 的扩张
,

Ι】
!ς 是 Ι ΝΝ 的经典量化扩展

。

其中

/ = Θ =

α ββ 从 =
劝和刀

Θ 厂可得 = Θ 厂
。

Π : : (Φ
,

1 ∗分 Μ Ε (Π (Φ
,

1 ∗Ε Θ
凡 ∗ (正常性公理 ∗

Λ Π : (Φ
,

尸∗一 (≅Υ Θ Π (≅
,

尸∗Υ∗ (正常个体默认公理 ∗

: == 有内定理 (: (Φ
,

5∗ − ≅Υ∗Θ 5Υ (: == ∗

证明
%

(3∗ − (≅
,

尸∗一 (Π (≅
,

尸∗Υ Θ 1 Ν ∗ χΠ :
,

Ρ
· ,

57 Α φ

!∀# 9 !&
, % # 八[ !&

,

%# ϑ 8 % Η ∗!7#
,

凡< ,

!(# 9 !&
, % # 。 &ϑ 8 9 !&

, %# ∗>Α
, γ ∃ ,

φ %Γ 表示通常的古典命题演算
。

以下 凡< ! 从 0 斗伊
8 力 可得 !0 � 刀# 8 厂 # ,

灿 !从 0 8
刀可得 。 。 Η

8
户

,

γΓ
。 !从 0 8

刀和 0 8 Θ 可得 0 8 ! 刀� Η# # ,

都是 ∃ 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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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Φ
,

5∗八 ΦΥ Θ Π (Φ
,

5∗ Υ

(Β ∗ : (Φ
,

5∗八 ΦΥ Θ : (Φ
,

5∗ 。 Π (Φ
,

5∗Υ

(& ∗ : (Φ
,

5 ∗八 ΦΥ Θ 5 Υ

χΛ Π ,

α 37 Α

χ(∀ ∗
,

(# ∗
,

α 7 7 Α

χ(� ∗
,

(Β∗
,

α βΝ Α

Π : 和 Λ Π 是两个特别的公理
。

阮 要求对于概称句的一般性理解应满足对正常情

况和正常个体的理解
。

用这两个
“

正常
”

理解概称句
,

简称对概称句的正常性理解
,

因此将 Π : 称为
“

正常性公理
” 。

Λ Π 的直观意思是
,

在有 :( ≅
,

5∗ 的情况下
,

当有 ΦΥ

(Υ是Φ ∗ 时
,

一般地 (或通常地 ∗
,

有 Π (Φ
,

5∗ Υ (Υ是关于 尸正常的 Φ ∗
。

这也就是说
,

如果没有其他说明 (或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 ∗
,

便默认所涉个体是相关条件下的正

常个体
,

因此这里将 Λ Π
称为

“

正常个体默认公理
” 。

这是平时这类推理的实际情况
。

Λ Π 是这个默认的直接展示
。

在系统 Ις 的基础上
,

只增加一个与概称句有关的公理
,

并且没有用到关于量词

的公理或规则
,

就可以得到相应于 ;; ;
一

! 的概称句推理形式
,

即定理 <; :
,

而为了

得到相应于 ; = = 一

! 的概称句推理形式
,

即定理 : = =
,

则要增加与量词有关的公理 Π : 和

Λ Π ,

并且还要对 Ι 进行扩张
,

增加关于
Θ 的公理 Η− 和规则 α βΝ

。

这表明含单称命题

的三段论比全称命题三段论要复杂
,

也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从概念出发要得到关于某

个个体是否具有这个概念所表达的性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

有更多的条件和隐藏的预

设
。

相比较而言
,

从概念的内涵得到概念的内涵则要简单得多
。

: ;: 和 :== 所涉及到的公理和规则对应的语义条件如下
%

: ≅ %
对任意的

Β ! , Β � , Β ∀ 。 脚(9 ∗Κ
,

任意的 ϑ − ϑ
,

如果 Β !(ϑ ∗ ∃ Β �(ϑ ∗
,

则 Ν ! ΟΒ Π
,

Ρ Ζ !4 ∀
, 4 ( # # ς ς Ζ !4  

, 4 ( #

[ 1 ∋

对任意的
/ , / ‘。 和!Ι #Β

,

Ρ Ζ
!/

, / ‘# 二 Ρ !/
, / ‘#

。

Α [ ∋
对任意的 / , / , 。 脚!Α #Β

,

Ρ Ζ
! /

, / ’

# Ι ∗Φ, / , 二 ∗Φ, [! / , / ,

# ,
。

> Ι ∋
对任意的 ∴ , Τ 二≅

, Λ !∴
, Τ # 二 Τ 。

γ χΗ ∋
对任意的 ∴ , Τ , Ξ二≅

,

如果 Ν阿
, Δ # 二 Τ , Λ阿

,

Τ# ς ∀ ,

则 Ν阿
, ∴ # ς ∀ 。

由此可以得到相应的 9 �9 框架和 900 框架
,

并得到这两个系统的可靠性
。

完全

性需另文讨论
。

五
、

结语 ∋ 亚里斯多德三段论与概称句三段论

三段论是我们平时最为常用的推理之一
。

亚里斯多德三段论是外延的
,

单调的
,

但是实际上
,

平时我们用得更多的是带有概称句的三段论推理
,

这是内涵的
,

非单调

的
,

与亚里斯多德三段论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

例如
,

考虑这个推理
∋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
,

这货架上的奶粉是商品
,

所 以
,

这货架上的奶粉有使用价值
。

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

因为质量
、

时效等原因这些奶粉已经不具有使用价值
,

但是前提都是真的
。

问题出在
“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
”

是概称句
,

不是全称句
,

以及其

中的
“

所以
”

因而也具有非单调性
。

这个推理不能理解为亚里斯多德三段论的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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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

而是概称句的 : ; : 推理
。

再如
,

考虑
%

金属是导体
,

金是金属
,

所以金是导体
。

有报道称
,

近来科学研究表明
,

金在纳米尺度下
“

性情大变
” ,

被拉伸的氧化的

金纳米线超过一定长度就会变成绝缘体
,

出现
“

金属一绝缘体
”

转化现象 (新华网华

盛顿 ∀ 月 ∀ 日电
,

记者张忠霞 ∗
。

与上例类似
, “

金属是导体
”

是概称句
,

这也是一

个 <; : 推理
。

有过编写普通逻辑教材的经历都会有这样的体会
,

要找到贴近 日常生活而又是
“

真正
”

全称句的例子其实并不那么容易
。

而另一方面
,

如果要找 : ; :
、

: ““这样的

例子
,

则可以说俯拾皆是
。

这正说明在 日常推理中概称句推理其实更为普遍
,

是一种

常见的常识推理
。

有观点认为
,

传统逻辑用自然语言表达
,

贴近日常思维
。

但是
,

关

于这类常见的常识推理
,

包括这类推理的非单调性
,

传统逻辑并没有相关的理论
。

现

代逻辑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力图加以解决
。

本文也是一个尝试
。

研究概称句三段论的目

的之一
,

是丰富三段论式的推理理论
,

包括明确亚里斯多德三段论的使用界限
。

尽管

理论上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人和完善
,

但是在教学方面
,

如果涉及到这类问题时

应予以特别注意
,

区分不同的句子和不同的推理
。 “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
” , “

金属是

导体
” ,

都是在讲词项逻辑时常举的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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