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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和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共同举办的 “2007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

会 ”,于 10月 20 ～ 21日在燕山大学举行 。来自全国 10余所高校 、科研院所和出版机构以及新加坡国立大

学的 30余位学者出席会议 ,并提交了各自最新研究成果 。

1.现代逻辑研究　北京大学刘壮虎在题为 “自动扩展和修正的知识系统 ”的报告中指出 ,知识库的扩

充和修正是知识库的重要问题 ,考虑了逻辑扩充和对于不和谐的修正 ,给出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模型:一般

的自动扩展和修正的知识系统;固定初始知识的自动扩展和修正的知识系统 ,讨论了它们的一些特点 ,给

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想法和思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杨跃在关于 “有限阶叶尔绍夫层谱的初等等价问题 ”的

报告中认为叶尔绍夫层谱是递归可枚举度的自然推广 ,介绍了南京大学喻良关于递归可枚举度和 n-递

归可枚举度非等价性的研究结果。中国人民大学余俊伟所做报告在 “从邻域语义学看否定 ”中提出了一

种领域框架 ,与它匹配的是基于矢列(sequents)上的一种演绎系统 ,为该语义找到了一个基于经典逻辑之

上的公理系统 ,证明了语义与语法的匹配性。燕山大学秦一男在报告中试图以分析法为思维原理构造一

套经典命题逻辑定理形式证明的能行程序 ,为形式证明的人为操作提供能行方法 。西南大学郭美云在报

告中认为 ,公开宣告逻辑是动态认识逻辑的基础系统 ,可以处理和刻画公开宣告这一动作对于主体知识的

影响;公开宣告逻辑提供的形式化工具有助于追踪主体的知识变化和推理过程 ,从而为 “和积之谜 ”的求

解提供一个新的手段和方法。北京师范大学郭佳宏在报告中认为 ,近几十年来逻辑学家们的兴趣发生了

所谓 “动态转向” ,把认知行动和过程作为中心问题 ,主要的流派有动态认知逻辑 、更新逻辑 、信念修正等 。

他试图使用认知更新模型对日常生活中某些涉及知识变化的直观推理难题做出分析 ,从而表明这种模型

能较好地刻画人类某个局部知识更新的直观意义。浙江大学裘江杰向会议报告了 “一类认知词模态逻辑

I:基础逻辑”,认为从机器处理的角度可以将知道 、相信等认知词处理不同程度的相信 ,机器在做自然语言

处理时 ,只要把不同的认知词处理成不同程度的相信 ,而后进行相应的推理和计算 ,便可以省去对主体的

表示。从模态逻辑角度可进一步把它们抽象成模态算子 ,这种抽象应能反映它们某种程度上的逻辑性质 。

2.逻辑哲学研究　清华大学王路在报告中就 “逻辑真理是可错的 ,逻辑原则上是可修正的 ”这一观点

进行了商榷 ,认为逻辑属于非常可靠的一类知识 ,人们学习和研究逻辑是把它看做了一切知识的基础 ,奎

因更把它们看做是知识整体最核心的部分 , “逻辑可错论 ”是不能成立的 。南开大学任晓明提交的研究报

告 “对逻辑可修正问题的思考”,则试图澄清一些错误的观点 ,对逻辑可修正的观念加以辨析 ,以促进逻辑

尤其是非经典逻辑的发展 。南京大学张建军所做题为 “逻辑行动主义方法论的构图 ”的报告 ,将塞尔言语

行动理论 、胡塞尔心智行动理论和马克思社会实践理论做了一种新的整合 ,给出了一幅 “逻辑行动主义方

法论”的构图 ,并通过对 “含义”、“指标 ”及其他问题的探讨阐释了这一方法论的基本思路和解题功能 。北

京大学周北海在题为 “名与指称 ———从场景的观点看 ”的报告中认为 ,名到指称的联系是通过一种二级指

104



称确定的方式建立的:从使用者角度看 ,存在从场景到对象的映射 。名首先表达这个映射 ,再根据该映射

到相应场景下的指称 。场景是理解语言表达式意义的参照点 ,有两个重要特点:允许虚构和可以独立于语

言 。围绕什么是涵义以及涵义如何决定指称等问题形成两方面的研究:哲学路线和逻辑路线 ,二级指称理

论在两个方面都有理论意义。叶峰在报告中就克里普克形而上学模态性概念给出了一种自然主义解释 。

作为自然主义者对这些形而上学思辨的回应 ,还将这种自然主义解释与最近几年在这个领域中最活跃的

查尔默斯(Chalmers)二维语义理论和索姆斯(Soames)直接指称理论做了比较 ,说明这种解释能够解决他

们所遇到的困难 。河北大学张燕京在题为 “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的报告中指出 ,达米特从数学哲

学出发 ,论证了意义理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 ,提出了从意义理论出发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争的新视

角 ,阐述了语义上溯 、比较研究 、自下而上等具体的解决实在论与反实在论论争的方法 ,这种新视角对当代

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复旦大学郝兆宽在题为 “哥德尔定理的哲学推论 ”的报告中讨论了哥德尔的观点:

或者数学的公理永远不能包含于一个有穷规则中 ,或者存在绝对不可判定的数学问题 ,认为哥德尔的主张

应该是这两个选择可以同时成立:人类心灵超出任何有穷的机器 ,同时又存在着不可解的数学问题。首都

师范大学冯艳在报告中对限定摹状词进行了逻辑分析 ,给出了一个自由模态的摹状词理论 ,探讨了限定摹

状词在模态语境中出现的情形 ,并指出了限定摹状词与个体常元和个体变元的重要区别 。安徽师范大学

王习胜向会议报告了 “论方法论取向的逻辑悖论研究 ”,认为随着狭义逻辑悖论的相对解决 ,逻辑悖论研

究的工作重心将向悖论方法论领域迁移。燕山大学刘叶涛提交的研究报告 “克里普克论指称的转移 ”认

为 ,克里普克关于指示词的说话者指称和语义指称的区分可以为指称转移的问题提供融贯的解释 ,从而显

示该区分的解题功能 。

3.逻辑应用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朱水林的报告 “关于现代逻辑应用研究”分别介绍了蒙太古语法

在自然语言翻译中的应用 ,现代归纳逻辑在商务智能中的应用 ,以及 BAN类逻辑在电子商务中的应用 。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王仁法认为 ,在 “事物 -事物型 ”和 “模型 -原型型”之外 ,类比推理在当代又发展

出一种 “虚拟 -现实型 ”。

4.逻辑思想史研究　北京大学宋文坚在题为 “质疑侔式推现的映射处理 ”的报告中认为 ,原东德逻辑

学家格 ·克劳斯 《形式逻辑导论 》中 “映射和遗传理论附论 ”一节所讲映射理论错误颇多 ,影响到中国逻辑

史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新文在关于 “现代模态逻辑简史”的报告中指出 ,现代模态逻辑简史大致可

以展开的角度:(1)模态逻辑的三个来源:哲学 、数学基础和计算机科学(包括人工智能);(2)模态逻辑发

展的三个阶段:句法阶段 、经典阶段和当代阶段;(3)模态逻辑中的三大传统:句法传统 、代数传统和模型

论传统 。上海古籍出版社韩国建概述了 《墨经 》对单称命题等的认识:沈有鼎等认为 《墨经 》“或谓之

`牛 ' ,或谓之 非̀牛 ' ”中的句子 “这是牛”、“这不是牛”是一对矛盾命题:周云之 、刘培育认为是单称矛盾

命题;但沈有鼎等并没有给出《墨经》文本的句子 、命题 、单称命题。认为 《墨经》有这些认识才有对单称矛

盾命题的认识。燕山大学张忠义向大会报告了与张家龙合写的论文 ,认为从现代逻辑观点看 ,印度新因明

三支论式形式应分为四种:一是形式蕴涵的肯定式 ,二是全称量词消去后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

式 ,三是形式蕴涵的否定式 ,四是全称量词消去后的充分条件假言推理否定后件式 。在法称的逻辑学说

中 ,上述四种形式中的一与自性因相符 ,二与果性因相符 ,三 、四两种否定式与不可得因相关。南开大学张

晓翔在报告中尝试对新因明的宗过重新进行划分。通过舍弃自教相违 ,或者和世间相违 、自语相违一起并

入现量相违或比量相违 ,删减相符极成 ,将宗过简化成五个 ,认为可把简化后的五个看做宗的基本过论 ,其

余四个看做延伸的过论 ,类似于三段论的基本规则和导出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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