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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５ 年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综述

赵 贤 张燕京

２０ １ ５ 年 ６ 月 ２７
￣ ２８ 日

， 由 中 国逻辑学会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主办 、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承办的
“

２０ １ ５ 年全国现代逻辑学术研讨会
”

在河北大学召开 。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包括数理逻辑 、 哲学逻辑与逻

辑哲学 、 现代逻辑史等内容 。 来 自 国 内外 ３０ 家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七十多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

了此次学术盛会 。 河北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张燕京教授主持了会议开幕式 ， 现代逻辑专业委员会主任 、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刘新文研究员 ， 河北大学校长助理程志华教授和政法学院院长孟庆瑜教授 ，

分别代表会议主办方和承办方致辞 。 在两天的学术讨论中 ， 与会代表围绕大会主题进行了二十余场报

告 ， 其中包括 ３ 场大会特邀报告 。

＿

、 大会特邀报告

库尔特 ？ 哥德尔学会终生成就奖获得者 、 贵州科学院张 明义研究员作了题为
“

知识表示与推理和

非单调逻辑
”

的大会特邀报告 。 他在报告中介绍了作为人工智能重要领域的知识表示与推理和非单调

逻辑的主要研究 内容及其团 队所做的相关研究工作 。 他认为 ， 实现人工智能最大的障碍是知识的处理 ，

知识工程是人工智能的原理和方法 ，
主要包括知识获取 、 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 。 常识推理研究的基本问

题就是非单调逻辑的形式化与信念修改 。 其团队的相关研究工作主要包括缺省理论扩张的计算特征 、 特

殊缺省理论类 、 缺省逻辑的变种 、 回答集程序 、 信念修改等问题 。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谢立 民 （
Ｊ． Ｓｅｌｉｇｍａｎ

） 教授作了
“

社会认知逻辑的几个方面
”

的大会特邀

报告 。 他认为 ， 认知逻辑是把一个模态算子
“

知道
”

附加到命题逻辑上加以构造 ， 它已成功地应用于

描述理性交往和交流的许多方面 。

一个 自然的扩展就是增加诸如
“

看
”

、

“

相信
”

等算子 ， 用以描述主

体之间认知上的相关的关系 。 由此形成的逻辑能够使我们考虑
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认知现象 ，

以此可以架

起哲学逻辑与当代网络科学的联系 。

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作了
“

逻辑的起源
”

的大会特邀报告 。 他认为 ， 探讨逻辑的起源应从逻

辑学创始人亚里士多德的经典文本出发 ，
亚氏既探讨了有关

“

是
”

的问题 ， 也探讨了有关
“

真
”

的问

题 。 前者的探讨涉及逻辑 的句法 ， 后者的探讨涉及逻辑的语义。 现代逻辑研究的两个方面 ， 即句法与语

义在亚氏的研究中 已有体现。 研究逻辑的起源不仅有助于认识逻辑的本质以及逻辑的发展历史 ， 而且还

有助于认识逻辑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二 、 会议报告

在会议期间
，
另有十六位学者介绍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 ， 按照报告次序及主题简要概述如下 。

台湾阳 明大学王文方教授在 以
“

含混谓词的三值多重赋值主义
”

为题的报告 中 ， 提出 了对含混谓

词的一些直观观察 ， 从这些直观观察中引 申 出所谓的
“

三值多重赋值主义
”

， 并为其构造了形式化的语

义论 ， 用以解决常见的堆垛悖论 。 三值多重赋值主义主张 ， 包含含混谓词的边界语句不具有真假 ，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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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混的语言可以有多个正确 的解释 。 首都师范大学夏年喜教授作了
“

论弗雷格的索引词理论
”

的报告 ，

在报告中她从
“

索引词
”

与
“

指示词
”

的用法入手 ， 在论述弗雷格谜题的索引词版本的基础上 ， 分析

弗雷格关于
“

我
”

的不可交流的思想 ， 并评说了弗雷格的索引词理论的学术贡献 。

北京师范大学据凤魁、 崔娜娜认为 ，
ＩＰＤＬ有一种 自然的路径语义 ， 在其中 ， 动作的解释是有穷序

列 的集合 。 ＩＰＤＬ 的语言与这种路径语义并不匹配 ， 因为执行动作的中 间状态在语义上得到了反映 ， 但

没有在语法上得到反映 。 这种不匹配 的表现之
一

是 ，

ＩＰＤＬ 的典范模型没有好的性质 。 他们认为 ， 与路

径语义相匹配的语言是多重 目 的模态语言 ， 基于这种语言的典范模型有许多非常好的性质 。 华 中科技大

学徐敏基于威廉姆森通过确定性算子 Ａ对模糊性难题的三值进路提出 的
“

高阶不确定性
”

反驳 ， 论证

了Ａ 与关于确定性的两个直觉冲突 。 在此基础上引入
一

个新的确定性算子 ， 借此可对三值进路作 出

同样的反驳 ，

Ａ
？

却不会与相应直觉相冲突 ， 进而表明 ｉＴ 比 Ａ 更加适合服务于高阶不确定性反驳 。 中

国矿业大学张璐介绍了多模态范畴类型逻辑是范畴语法两个分支结合的产物 ， 多模态范畴类型逻辑以范

畴类型逻辑为体 ，
以组合范畴语法为用 ， 其 目 的在于参照 自 然语言弱上下文敏感的特点对语言现象进行

更有效的刻画 。

贵州大学王以松为命题限制理论提出 了
一

种不同于回答集程序中知识遗忘的新方法 ， 通过实例展示

了诸多经典遗忘性质在限制理论的遗忘中不再成立 ， 或者必须重新阐述 。 证明 了一些重要的遗忘性质 ，

以此证实了此新遗忘方法的合理性 。 与此同时 ， 他提出了
一

个计算遗忘结果的可靠及完备算法 ， 并分析

了
一些重要的相关问题的计算复杂性 。 浙江大学王轶提出使用

一种觉知模型来解释汉语中 的
“

知道
”

。

在此类模型下 ，

“

知道 ９

”

可以解读为
“

在当前的知觉情形下认识到 ９

”

。 当前状态并不
一定被觉知 ，

由此解决所知皆真的问题 。 他还引入知觉语义学 ， 将其与信念逻辑进行对 比 ， 然后给出公理系统并证明

其完全性 。 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张力讨论了理性主体
“

下决心
”

的逻辑 ，
其方法是用一集信念修正算子

来模拟这类
“

下决心
”

行为 ， 应用
一

种新型的
“

描述子修正
”

框架 ， 可构造所需要的算子 ， 并可证明

它们能被
一

集符合直觉的公设刻画 。

浙江大学胡龙彪认为 ， 中世纪逻辑领域的实在论语义学和唯名论语义学的不同不在于其本体论承诺 ，

而在于建构语义学的方法和思路 ， 即范式 。 可以通过不同的逻辑策略消除实在论语义学中的不必要的本体

论承诺 ， 从而在逻辑学领域实现两者的部分融合 ， 唯名论语义理论可以通过副词化的手段从实在论语义学

中获得 。 安徽大学霍书全论述了普莱尔早期的时态逻辑思想 ， 阐述了其对时态逻辑发展的重要影响 。

南开大学李晟证明无类型去引号理论是
一种真正的弱公理化真理论 ， 对该理论进行适当扩充 ， 可以

得到在经典逻辑上不相容 ， 而在直觉主义逻辑上相容的公理化真理论 。 但他认为这类公理化真理论并不

是理想的真理论 。 贵州师范大学邓雄雁认为 ， 莱曼 １９９４ 年的论文对弗雷格关于句子指称思想的刻画存

在不足 ， 据此他以一度衍推系统和偏解释函数为基础构造了
一个中性 自 由逻辑表列系统 ， 使得量词公式

是三值的 ， 使得
一

部分包含空词项的复合公式或真或假 ， 这为弗雷格关于句子指称的理论提供了
一

种逻

辑刻画工具。 首都师范大学景晓鑫在报告中提出 了一个跨文化言语交流背景下不同文化主体推理模式融

合的方法 。 她认为 ， 不同文化群体的逻辑系统用
一个包含语言和语言上的二元关系的二元组来表示 ， 文

化逻辑系统的融合可 以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 她同时证明了其所定义的融合方法满足社会选择理论的
一些

基本性质 。

（作者单位 ：
河北大学哲学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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