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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综述

年 月 日至 日 “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 ”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

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 , 中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协办。来自全国各高校和

研究单位的二十多位专家 、学者 、博士生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 内容涉及到数理

逻辑 、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多个分支和领域 。这些报告展示了我国逻辑学目前

发展最新的研究成果。

在数理逻辑的研究方面 , 中央财经大学史爆博士从集合论的角度研究模态逻

辑的互模拟不变性 。她用含命题变元的非良基集合来解释模态语言 任给非良基

集合。,一个命题变励 在 上是真的当且仅黝属于 公式令 在 上是真的当且仅

当存在集合 属于 使得 在 上是真的。根据这种思想 , 她定义了从模态语言到一

阶集合论语言的标准翻译 , 并且在集合上定义了新的互模拟关系 , 证明了范本特

姆刻画定理对于集合论语义和集合上的互模拟不变片段来说成立 , 即模态语言是

一阶集合论语言的集合互模拟不变片段。北京工业大学杨安洲教授回顾了多种类
的逻辑系统 , 着重介绍了他多年来工作的一个视角 , 即从代数和拓扑的角度理解

问题 。他介绍了如何从这个视角出发研究谓词逻辑中的一些问题 , 包括紧致性定

理的证明。

在哲学逻辑的研究领域 , 武汉大学杜姗姗博士报告了她跟康宏逢教授的研

究成果 “反欧性的模态可定义性问题 ” , 他们用戈德布拉特一托马森定理证明了反

欧性一般来说是模态不可反映的 , 从而找到了最小的反欧传递逻辑。他们证明了

所有的反欧传递逻辑不仅具有有穷框架性 , 也都是可有穷公理化的 , 继而也都是

可判定的。此外 , 他们还研究了反欧传递逻辑格里的濒表格逻辑 , 给出了几个具

有 “临界性 ”濒表格扩充的逻辑的实例。

首都师范大学冯艳博士以正自由逻辑系统 , 记作 和

负自由逻辑系统 , 简记 为例 , 探讨了其中的 “存在 ”

概念 , 她指出这两个 自由逻辑系统中的 “存在 ”具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出现

在 凡和 凡中 、由符号 “ ”所表示的 “存在 ”具有二阶谓词的含义 , 它不是一

阶谓词 第二种意义是量词本身具有的存在含义 , 从而是由量词所约束变项的

取值范围所决定的存在 。此外 , 她还把 和 中的 “存在 ”与弗雷格 、罗素以

及蒯因的存在观进行比较 , 指出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 , 都主张 “存在 ”是一个二

阶谓词 。不同之处在于 , 和 能够谈论 “苏格拉底存在 ” 、“上帝存在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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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句子并对之加以形式化处理 而在弗雷格和罗素那里 , 却不能说 “苏格拉底存

在 ”、“上帝存在 ”等。最后 , 报告分析了造成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

清华大学刘奋荣博士做了 “从偏好的角度看道义逻辑 ”的报告。报告首先介

绍了道义逻辑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定义 , 指出道义逻辑中许多概念 , 譬如 , 条件义

务的概念 , 它们的语义解释本身已经预设了可能世界上的一个序关系。即 , 在众

多的可能世界中 , 有的世界比另外一些世界更理想。接着 , 报告引入偏好逻辑新

近发展起来的研究成果 , 包括关于 “更好 ”的模态逻辑以及基于优先序列的偏好

逻辑。报告重点讲述了如何把道义逻辑看作是从可能世界之上的更好关系和性质

之上的优先序共同产生的结果 , 并利用偏好逻辑的技术成果重新研究道义逻辑中

的一些问题。报告分析了传统道义逻辑中的几个典型悖论 , 表明如何利用新的逻

辑框架为这些悖论提供新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此外 , 报告还讨论了规范变化的机

制 , 把规范变化看作是一种更好关系的变化 , 并给出了完全的动态规范逻辑。

浙江大学廖备水博士对 “人工智能中的论辩理论及其研究进展 ”展开讨论。

报告介绍了人工智能中的论辩 为 的基本概念 、主要理论及其

研究进展 。形式化论辩系统是最近十多年来发展 、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 , 与先前

的非单调逻辑系统相比 , 它能更加自然地表达多种现实应用需求 , 且具有与缺省

逻辑 、限定推理等传统非单调逻辑等价的推理能力 , 在支持单主体慎思以及多主

体协商 、决策 、对话等方面都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报告回顾了论辩概念的历史 ,

指出该概念最早出现在亚里斯多德的 《论题篇 》和 《辨谬篇 》中 , 意指倾向于实践

的 、应用的逻辑 , 即论辩术。近半个世纪以来 , 论辩主要作为一种非形式逻辑而受

到关注 , 大家更多强调论证得以发生和展开的语用背景 论证实践 。报告重点概

述了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包括波洛克 、纽特 等在内的一批

学者利用逻辑研究论辩的成果 , 特别是 , 以 年邓格 的抽象论辩

框架为基础最近十多年来在论辩语义 、证明理论 、算法等方面出现的研究成果。

在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方面 , 中央财经大学张立英博士做了题为 “归纳推理研

究的新视角— 概称句推理 ”的报告 。她回顾了归纳推理的历史 , 重新申明在归

纳推理中 , 前提和结论具有或然性关系 。与现代归纳推理利用概率论方法进行研

究的方法不同 , 报告认为把归纳推理的结论表示为概称句的做法既自然又可行 ,

是另一个新颖而十分具有竞争力的处理方式 。概称句推理研究的最初目的并不是

为了研究归纳推理 , 但却可以较好的解释部分归纳推理 。报告从概称句推理研究

的视角出发 , 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归纳推理的精细分析来阐释这一做法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 , 而且还比较概率处理方法和概称句处理方法的不同特点。

上海社科院哲学所朱水林做了关于 “蒙太古语义学和机器翻译 ”的报告 。他

首先对蒙太古语义学 , 简记 和机器翻译分别做了简要

的介绍 , 重点介绍了以蒙太古语义学为基础的机器翻译 。报告以美国堪萨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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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蒙太古语法和 一 之间的机器翻译 、荷兰埃因霍温 研究实验室

的 项目 和日本京都大学 《 对英旧 机器翻译的应用 》项目

为例 , 讲述了这种机器翻译的原理和模型。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 , 报告以 语

言为例说明 , 为了刻画自然语言的研究 , 从一阶逻辑逐步扩充到蒙太古语义是必

然性的 , 我们必须引入高阶 、类型 、模态 、内涵等各个方面。

在逻辑哲学方面 , 复旦大学郝兆宽博士以 “连续统假设与 峭 想 ”为题 ,

介绍了集合论领域的一些新近的结果 , 这些结果是围绕连续统假设 展开的。哥

德尔曾经设想通过加强 的公理来解决 , 其中一类重要的公理就是大基数公

理 。但是到目前为止的大基数公理都不能确定连续统的真值。一个事实是 是有

关结构 的语句 , 通过观察对 和 的已有理论 , 他得到了 “经验完全

性 ”和 “脱殊不变性 ”这样的概念 , 并用它们来表示关于某一结构的 “好 ”理论 。

在此基础上 ,武丁 提出了 猜想 , 并证明在这一猜想下 , 同时

假定存在武丁基数的真类 , 我们能找到有关结构 的 “好的”理论 , 并且所有

好的理论都蕴涵 为假。

上海浦东新区区委党校张留华博士做了题为 “关于连续统的哲学思考 皮尔

士 康托 ”的报告。他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比较皮尔士和康托在连续统问题上的

思路和贡献 第一 、皮尔士明确反对康托关于几何连续统由算术上阿基米德点的

集合构成的观点 , 指出康托的定义 “有赖于度量性考虑 然而连续系列与非连续

系列之间区分显然是非度量性的”。 通常的实数 不能充分说明几何上的连

续统。构成连续统的成分不再是独立可分辨的对象 , 而是表示连续统属性的诸阶

段 , 其中每一阶段只是潜在可能性的一种实现。第二 、与康托一贯反对

无穷小思想的态度相反 , 皮尔士认为无穷小的存在似乎是很自然的。在线上的单

个点之内 , 我们可以至少找到 “ 实数集的势 个不同的点部 , 而线

上点的基数不仅要超过 。而且要超过所有集合的基数。连续统不仅是数量大小问

题 , 而且关系到其诸部分之间 “好比时间一样 ”的联结方式。在线上存在一种非标

准的点即无穷小 , 正是无穷小如 “粘胶剂 ” 一样把连续统的诸部分 “直接联

结 ”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余俊伟博士探讨了 “弗雷格论条件与普遍性 ”的问题 。他认为 ,

弗雷格在创建现代逻辑之时就已分析了日后被广泛讨论的蕴涵怪论 , 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 。弗雷格反驳了当前件为假时无意义的说法 。他强调要把 理解

为成 , , 必须允许科学有其独特的语言用法 。“对于思想只应该考虑它是真

的还是假的 , 而实际上根本不应该考虑思想内容本身 ” 〔 , 第 页 , 否则 , 要

么将问题复杂化而无收益 , 要么 与 本就不是有真假的句子 。后一情形乃是 “使

概念或关系联系起来 ” , 融合了普遍性与实质蕴涵 。余俊伟认为 , 弗雷格在此指的

实际上就是充分条件 , 而国内很多著作对充分条件及充分条件假言推理的认识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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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相干逻辑欲借助前后件共享命题变元来体现二者间意义的联系 , 而一阶逻

辑通过共享个体变元其实已做到了这一点 , 并且比相干逻辑做得更好 。

安徽大学霍书全博士报告了 “蕴涵词的语用问题 ”。我们知道 , 蕴涵是对逻辑

学中 “如果 , 那么 ”的形式化 , 容易导致 “蕴涵怪论 ”。因此用符号化的蕴涵词来

表达自然语言中充满歧义的 “如果 , 那么 ”需要考察蕴涵词的语用问题。蕴涵词有

两种典型的用法 仅仅表示真值关系和表示充分条件关系。报告重点解释了这两

种用法的区别 , 并举例说明如果混淆了这两种方法 , 就容易导致 “蕴涵怪论 ”。按

照弗雷格的思想 , 仅仅表示真值关系的蕴涵可以直接表示为 “ ” , 表示充分

条件关系的蕴涵应该用公式丫 。因此 , 区分两种用法 , 采用不同的

形式化方法是避免 “蕴涵怪论 ”的关键。

哈尔滨师范大学弓肇样教授做了题为 “从推断关系的不同理解看逻辑发展多

元化趋势 ”的报告。报告首先介绍了逻辑推断关系 , 即 , 推理形式中前提和结论

之间的形式关系 , 并认为这个概念是逻辑学中的核心概念 , 赋予它的内涵什么属

性就产生什么性质的推理 , 也就形成什么样的逻辑。接着 , 报告介绍了从实质蕴

含到相干蕴含的历史发展 , 表明推断关系概念内涵逐步增多 , 而其外延相应变窄 ,

逻辑辖域越来越小。报告特别介绍了非单调逻辑的兴起 , 讲述了缺省逻辑的基本

思想 , 说明缺省逻辑中的结论不是 “必然得出的 ”。在这种情况下 , 推理关系概念

的外延扩大了。通过历史的考察 , 报告认为推断关系为我们提供断定一个公式沪是

否从一个前提的集合 推出的一种可能性 , 对于不同程度的可能性 , 可以允许建

立不同的逻辑 , 从而报告认为我们应该提倡 “大逻辑 ” , 使逻辑研究多元化。

暨南大学程仲棠教授从爱因斯坦的一段话谈起 , 爱因斯坦说 “西方科学的发

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 , 那就是 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 在欧几

里得几何学中 , 以及在 在文艺复兴时期 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

系 。” , 第 页 此说引发一个逻辑哲学问题 , 意味着把归纳 核心就是通过

实验求因果 从形式逻辑中排除出去 , 只认演绎为形式逻辑 , 因为 “在欧几里得

几何学中”的 “形式逻辑体系 ”纯属演绎体系 但不意味轻视归纳 , 因为他把发现

通过实验求因果与发明形式逻辑看作等价的 “两个伟大的成就 ”, 同样为 “西方科

学的发展 ”奠定 “基础 ”。爱因斯坦的逻辑观 , 属于国人所谓 “小逻辑观 ” , 与时尚

的 “大逻辑观 ”大相径庭 。程教授认同爱因斯坦的逻辑观 , 试图从 “划界 ”主要是

区分绝对经验与相对先验的视角 , 寻求其合理性根据 。

一些即将毕业的在读博士生也汇报了他们博士论文的主体内容 。南开大
学的冯彦波汇报了关于合并逻辑 的主要研究成果 。他从合

并逻辑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谈起 , 介绍了与合并逻辑相关的一些国际会议 , 说

明合并逻辑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研究领域 。报告指出 , 合并逻辑

作为一个逻辑 , 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给定两个逻辑 和肠 , 如何将它们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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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单一的逻辑 。肠 , 以此增加每个逻辑的表达力 他重点介绍了合并

的各种方法 , 例如 , 积 血 、融合 凡 、时间化 、

参数化 、机制 玩 、同步化 、纤

维 五 、调制纤维 和隐纤维 叮 等 , 并展

示了合并逻辑在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中的应用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晓君

做了 “动态谓词逻辑的动态机制 ”的报告。首先她介绍了 “公式即程序 ”的动态谓

词逻辑 俪 , 简记 产生的背景 , 分析了 与量化动态

逻辑 、命题动态逻辑 、一阶逻辑 、霍尔逻辑以及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关系。接着她

分析了 的动态机制 对于句子或者句子序列采用逐渐递增信息的动态分析方

法 , 在语义模型方面 , 对于变项的指派进行扩展 , 或者对于作为模型参照物的状

态进行流动更新 一个语句的意义是依赖于它更新解释程序的方式 , 一个公式表

示的语义对象就是赋值的有序对的集合 , 其实质上是利用计算机程序的状态间的

关系来描述自然语言的语义。在 中 存在量词可以约束其右边的变元 , 包括

它的辖域内部和辖域外部的变元 在一个合取式中指派给变元的值对于进一步添

加的合取肢来说也保持有效 蕴涵式前件中的存在量词能够约束它后件中的一个

变元 。最后她对 的发展趋势及动态蒙太格语法对 的发展进行了分析 。南

京大学的锥自新做了 “知道者悖论的一个新变体 ”的报告 。知道者悖论

是关于 “知道 ”的严格意义的逻辑悖论。该悖论所由以建立的 “公认正确

的背景知识 ”当中包含备受争议的 “认知封闭规则 ”。许多人将知道者悖论产生的

原因归结到了这一原则上。克罗斯 通过引入新的知识谓词 “知识 ” ,

建立了一个新变体 , 即 “没有认知封闭的知道者悖论 ”, 以此来为认知封闭规则辩

护。本报告在技术细节方面给出了对谓词 “知识十”成立的认知封闭规则在形式算

术当中的严格推导以及在该新变体的推导过程当中省去的一个步骤的详细证明。

在此基础之上 , 报告进一步论证了克罗斯的工作并没有达到为认知封闭辩护的目

的 , 但却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 即运用现代逻辑技术对 “知识 ”进行精确刻画 。

此外 , 会议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国外同行—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教授和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 教授。 教授

以 “ ”为题汇报了他跟清华大学刘奋荣博士和奥克兰大

学 博士最新的合作成果 。报告从孔子的 “有朋自远方来 , 不亦悦乎 ”

开场 , 强调朋友关系 、社团对个体的重要性 。接着 , 报告从逻辑形式化的角度分

析社团的构成和特点 , 说明社团中的不同个体对相互之间的信念 、知识和偏好

不断进行推理 。而且 , 知识 、信念和偏好 , 甚至社会关系都在不断的变化中 , 社

团中的个体有能力根据这些变化而不断调整自己尸这是作为社区成员的一个重

要的能力 。作为社区逻辑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 讨论了网上社区网站 , 例

如 , , 并且介绍了如何对社区的结构进行逻辑的建模 。该逻辑的语言是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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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逻辑语言和动态认知语言的一个结合 , 能够表达社团中个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

体和社团之间的关系 。报告讨论了如何在这样的逻辑中刻画个体之间知识 、信念

等的变化 。 教授在会上做了题为 “ 目

”的报告 。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逻辑从古希腊 、印度和中国产

生并发展的历史 , 强调在 年代之后逻辑发展的新特点 。即 ,逻辑从研究真 、后

承关系和推理等问题开始转向对行动和动态交流的研究 。报告以餐厅点菜和问问

题等十分形象的例子说明信息在社会交往中的流动机制 。作为动态认知逻辑的实

例 , 报告介绍了公开宣告逻辑的逻辑系统 、语言和语义 , 证明了几个主要定理的

有效性 , 表明如何使用这样的逻辑对信息流进行逻辑的刻画 。同样的逻辑方法可

以用在分析信念和偏好的改变 , 报告着重分析了面对新信息时个体如何修正自己

的信念 , 并对几个不同的修正模式做了详细的解释 。最后 , 报告简要介绍了新近

发展起来的关于问题的逻辑 、形式认识论等国际上目前研究的几个热门问题或领

域 。

与会学者针对以上发言和报告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 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顺利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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