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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谓词逻辑的改进与扩张关

张晓君 邹崇理

【提 要」动态谓词逻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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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谓词逻辑体现了这样一个统一的观念 所有的意义都是状态之间的关系� “意义就是潜在的语境更
新 ”。动态谓词逻辑的改进与扩张有四种主要方式。从动态谓词逻辑向动态蒙太格语法发展有两种思
路历程。动态语义学的基本理念是 在动态语义学中�意义被看作是模型中的状态变元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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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自然语言进行信息处理时�我们希望能够
用一种就地及时处理的方式对话语或篇章进行解释�
组合性原则成了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虽然经典的蒙
太格语法满足组合性原则�但它却不能够动态地处
理语义现象。而坎普 的话语表现理论

�简称 虽然

具有动态地处理语义现象的能力�但它却不满足组
合性原则。吉若恩迪克 巧 与斯托克霍

夫 于 年提出的动态谓词逻辑

。 �简称 就是从满足组

合语义的角度�把话语表现理论的基本观点与一阶
谓词逻辑的精致形式进行了很好的融合�从而把模
型论语义学从语句层面扩展到话语层面。一阶谓词
逻辑可看作是动态谓词逻辑的一个子系统。动态谓
词逻辑是标准一阶谓词逻辑的一个很 自然的变异�
其主要区别是在存在量词的辖域处理方面有所不同。
简言之�动态谓词逻辑主要是从组合语义和语言信
息的可计算性的角度�使用标准一阶谓词逻辑的正
统句法对蒙太格语法和话语表现理论进行综合和改

进而得到的。①

是关于计算机科学中的基本运算— 测试

和变元 寄存器 复位 的理论。
动态谓词逻辑具有如下三个主要特征 组合性的语义

特征、表达式的测试特征以及变元 寄存器的复位特

征。②动态谓词逻辑认为�语句的意义依赖于它更新
解释程序的方式�而不是依赖于它的真值条件。③

动态谓词逻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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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机器状态对应于

从对象到变元的一个赋值�一个程序的解释实际上是
赋值的所有可能的 “输人一输出 ” 序对的集合 一个

公式表示的语义对象就是赋值的有序对的集合。动态
谓词逻辑的动态机制主要体现在 存在量词可以

约束右边的变元�包括它的辖域内部和辖域外部的变

一 、动态谓词逻辑的基本思想
韦索尔 � 认为�动态谓词逻辑

本文是邹崇理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

“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逻辑语义学研究 ” 的阶段性成果�课
题批准号为 邑 助 。
张晓君、郝一江 《动态谓词逻辑的动态机制 》� 《哲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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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合取式可以把第一个合取支中变元的值传递

到第二个合取支中的相同变元上 在一个合取式中指

派给变元的值对于进一步添加的合取支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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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总之�动态谓词逻辑体现了这样一
个统一的观念 所有的意义都是状态之间的关系�
“意义就是潜在的语境更新 ”。

二 、动态谓词逻辑改进与
扩张的主要方式

动态谓词逻辑的主要优点包括 ①动态谓词逻
辑便于使用 ②对于与一阶逻辑具有亲缘关系的系
统而言�很容易发展出关于动态谓词逻辑的直觉知
识 ③作为与一阶逻辑具有密切关系的逻辑系统�
动态谓词逻辑很自然地把我们带入到经典逻辑所关

心的方面�比如逻辑后承的概念及其句法特征 ④
与一阶逻辑各种著名的扩张类似�我们也很容易考
虑动态谓词逻辑的各种扩张。② 目前�动态谓词逻辑
主要有如下几种改进或扩张方式

吉若恩迪克与斯托克霍夫 为了把

具有动态谓词逻辑风格的动态语义学与主流的蒙太

格风格的自然语言语义学进行融合�发展出了动态
蒙太格语法。③

魏缪伦 � 通过序

列赋值对动态谓词逻辑的语义进行了改进�从而使得
通常的语义直觉得以保持�并根据这一新的序列语义
学对动态谓词逻辑语义中的其它问题进行了描述和讨

论。同时�魏缪 伦还为动态谓词逻辑发展 出栈
语义学。④
韦索尔 � 考察了动态谓词

逻辑语言的三种扩张 一种是用被解释为关系的交

的合取对动态谓词逻辑加以扩张 一种是通过能够

用八来定义的一个新量词对动态谓词逻辑加以扩张

一种是通过被解释为关系的并的析取对动态谓词逻
辑加以扩张。⑤

范艾杰克 � 把来自于计

算机科学的一阶逻辑计算与来自于自然语言语义学的

一阶逻辑的动态解释进行揉合�提出了动态谓词逻辑
程序设计的一个新范式�从而发展出了能够把祈使能
力与动态陈述语义学进行结合的动态逻辑程序设计

语言。⑥
范艾杰克 还把来自动态谓词逻辑的

动态约束的观点与德布瑞金 的无变元的

加标方式进行整合�发展出了带有增量动态推理演算
并能够对照应关系进行动态处理的增量动态逻辑

。⑦
此外�为了处理动词短语的省略照应现象和意义

等同现象�哈德 � 对动态谓词逻辑

进行了扩张 ⑧卡拉热瓦 � 通

过在动态谓词逻辑系统中添加不加以选择的广义量词

对动态谓词逻辑进行了扩张�从而使得广义量词理论
具备了处理自然语言的照应现象的能力 ⑨吉若恩迪
克等人 把与动态语义学关系非常密切的更新

语义学与动态谓词逻辑进行整合发展出了具有更强表

达力的逻辑系统 。而且还存在通过对动态谓词逻辑
增添一些算子而得到的一些扩张系统�比如添加关系
的交算子门、关系的并算子。、同时代替算子。等算子
对动态谓词逻辑进行扩张。。

张晓君、郝一江 《动态谓词逻辑的动态机制 》� 《哲学动
态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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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动态谓词逻辑的这些改进或扩张的方
式符合通常逻辑系统被改进或被扩张的一般规律。一
般说来�对一个逻辑系统进行扩张的主要方式有 ①
把该系统的某些结构重新解释成别的意思而得到�或
对该系统添加规则、算子或结构 ②根据应用范围对
该系统的某些结构进行限制、扩张、修改�比如�动
态谓词逻辑结构的约束语言�就是通过约定变元对动
态或静态谓词逻辑公式进行编码的函数而得到的 ③
根据在自然语言和计算机科学中的各种应用而把一种

逻辑与另一种逻辑进行融合�例如�模态谓词逻辑的
动态版本就是把动态谓词逻辑与更新逻辑

进行融合而得到的 ①④吸取来自其他学科的
观点�用综合的方式得到一个逻辑系统的混合物�比
如把来自行为哲学、理论计算机科学、博弈论等学科
的观点融合到动态逻辑中�增强了动态逻辑的处理问
题的能力。②

三 、从动态谓词逻辑到
动态蒙太格语法

由于坎普的话语表现理论不满足组合性原则�
而且也不能够像蒙太格语法那样很好地处理量化和

并列现象�所以�一些逻辑学家致力于把话语表现
理论的动态性与蒙太格语法的组合性结合起来�从
而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系统。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围
绕这样两条线索开展的 第一条线索就是以蒙太格

语法为基础�添加额外的机制来处理原蒙太格语法
不能处理的照应现象 第二条线索就是以话语表现

理论为出发点�向系统中添加入一演算来得到组合
性的处理方式。③遵循第一条线索的有 吉若恩迪

克与斯 托 克霍 夫 �他们 借 助 于贾 森
� 的状态转换算子发展出 动态

蒙太格语法 德克尔 � 用很

多有用的特征对动态蒙太格语法进行了扩张和详细

讨论。④遵循第二条线索的有勒特克
等人 的入一 系统 ⑤艾希尔 �

的 “自下而上 ” 的话语表现理论 ⑥ 缪斯肯
� 则把蒙太格语义学与话语表现

理论结合起来�发展出了基于通常的类型逻辑和严
格数学推理性质且只有较少规则和记号的新的形式

体系。⑦
虽然动态谓词逻辑很好地弥补了正版的话语表

现理论不具有组合性的弱点�但动态谓词逻辑却具
有一阶逻辑系统的局限性。由于下面两个原因�需

要对动态谓词逻辑加以扩张 第一�与话语表现理
论一样�动态谓词逻辑被限制到一个外延性的一阶
系统的资源中�而蒙太格语法使用的是内涵高阶逻
辑 第二�动态谓词逻辑具有一些话语表现理论的
经验特征。
蒙太格不仅仅对组合性原则进行了论述�他发展

出的蒙太格语法表明对量化和其它现象进行组合性的

处理是完全可能的。与生成语义学学者完全相反的
是�蒙太格几乎不关心句法�其兴趣在于得到语句的
正确语义。为此�蒙太格语法使用了范畴语法�这是
因为范畴语法可以使得短语结构与范畴配对�而且通
过范畴与类型之间的映射把短语结构与意义进行配

对�从而使得范畴句法能够轻易地与语义分析进行配
对�这正是蒙太格语法极具魅力的地方。可以说�如
今几乎所有的形式语义学分支所使用的技巧都受到蒙

太格工作的启发。⑧
为了动态谓词逻辑能够与使用内涵高阶逻辑的蒙

太格语法相匹配�克服动态谓词逻辑作为一阶逻辑框
架的局限性�而且更多的是为了能够用来自蒙太格语
法所熟悉的方式组合性地处理语句层面以下的结构�
我们需要的是带有入一抽象的高阶内涵语言�或具有
这种语言功能的别的什么东西。为此�吉若恩迪克与
斯托克霍夫 为带有入一抽象的类型语言定义

了一个动态语义�并使用类型语言和蒙太格语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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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程序设计语言提供一个蒙太格式的语义�进而
发展出动态内涵逻辑�在此基础上�使用动态处理方
式对谓词逻辑进行扩充�从而产生了动态蒙太格语法

�简称 。
使得我们能够把动态谓词逻辑的组合性拓展到语句单

位以下的层面上�并在满足组合性的条件下�为在动
态谓词逻辑中以静态方式进行处理的逻辑常元增加新

的动态解释。也就是说�动态蒙太格语法能够在语句
层面 即单个语句 、语句层面以上 即多个语句所

组成的话语或篇章等 、语句层面以下 即短语等

用完全组合性的方式对动态谓词逻辑处理的现象进行

处理。
动态蒙太格语法把动态性和组合性进行结合来

处理照应现象。该方法引进了两个类型转换
算子 “个” 与 “护。算子 “’’ 把语句的静态

意义 转变为其相应的动态意义个 算子 “护 则是

从语句的动态意义里提取出静态真值条件。其联结
词 “ ” 用于对两个语句的动态意义进行联结。此
外�还定义了来自于内涵逻辑的向下算子 “丫”
个 却 八 “ �该算子是对赋值的状态而不是对可
能世界进行处理。①动态蒙太格语法不是把自然语言
翻译成标准的谓词逻辑�而是把自然语言翻译成动
态谓词逻辑。因此�许多在标准的谓词逻辑中有效
的公式在动态谓词逻辑中不再有效�比如 平 中二二平

斗中、中��二中、中八平三 中、日 今二中 〔到 〕中。在动
态蒙太格语法中�对一个不定名词短语进行翻译不
会引入一个照应指标�一个照应指标是从输人语境
得到的�而且该语境不是被增量 �而
是被复位。②

总之�动态蒙太格语法是以蒙太格语法为基础
的�而且是对自然语言具有动态处理能力的一个形式
系统�该系统是通过使用类型语言、入一抽象和蒙太
格语义学�在动态内涵逻辑的基础上用动态处理方式
对谓词逻辑进行扩充而得到的。

而传统的弗雷格体系却认为�意义不是由语境决
定的�是独立于世界的�并且也是独立于语言使用者
的交流意图和信息的 一个语句的意义 常常 等同

于它的真值条件 要想知道一个语句的意义是什么�
就需要知道在哪些情况下该语句是真的或是假的。从
哲学和语言学的角度看�这种把意义看作是语言和现
实之间的静态模式化关系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动态更新的理论中�一个语句的意义就是其潜
在的语境更新 要想知道一个语句的意义就需要知道

该语句是如何更新语境的。比如�在动态谓词逻辑
中�意义不是真值条件�而是更新解释程序信息状态
的潜力 特别是这种信息状态的一个方面一旦被确

定�该话语就具有支持后继照应表达式的能力。每个
信息状态都对应一个赋值函数�而语句的意义则由输
入赋值函数和输出赋值函数来表征。④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宣传 “意义就是真

值条件内容 ”或 “意义就是语境更新的潜能 ” 这样的
口号�而是发展出相应的逻辑工具来体现这些观念�
并把这些观念应用到具体的自然语言现象的分析中去。
信息不仅仅与世界有关而且也与话语有关�信息也不
仅仅是为了处理一些特殊现象的调制品。意义的最终
概念不仅仅是直接面向世界�从本质上讲�意义与如
何用意义丰富的表达式对世界的信息进行编码的方式

有关。因此�意义与短语、语句这些 “宏观结构 ” 具
有内在的关联。而且信息产生的源头也极为重要。直
接信息与间接信息所起重要作用的区别正如感知信息

与通过语言交流所获得的信息之间的区别一样。高阶
信息�即关于其他主体信息的信息在这里起作决定性
的作用。⑤

四、动态语义学的基本理念
在上文讲到的动态谓词逻辑、话语表现理论和动

态蒙太格语法这些系统都属于动态语义学的范畴�它
们都具有动态语义学的一般特征�即强调信息的及时
递增。在动态语义学中�篇章或话语片断被看作是用
新的信息对现存的语境进行更新的指令�已经被更新
的语境作为意义表示的结果�即 “意义就是潜在的语
境更新 ”。③

① 张晓君、满海霞 《带有受限缩并规则的兰贝克演算中的照
应算子》�《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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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笔者的思考
从上文可以看出�为了处理自然语言中各种各样

的语义句法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逻辑观点�逻辑学
家们 “制造 ” 出了而且将要 “制造 ” 出更多的五花八
门的逻辑系统。面对浩如烟海的逻辑系统�不免让不
少初学者感到困惑、迷茫。为什么逻辑学家们要 “制
造 ”出那么多逻辑系统让我们学得那么苦那么累�而
且似懂非懂呢 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在处理纷繁复
杂却又各具特色的逻辑问题时�我们需要不同的逻辑
工具。就像在刮南瓜皮时�刮皮刀比菜刀更为方便、
更为灵巧快捷 而在切肉时�菜刀却比刮皮刀好使
唤。就像不存在万能的灵丹妙药一样�也就不存在万
能的逻辑系统�逻辑学家 “生产 ” 出的逻辑工具总是
存在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以及这样那样的缺点�所以大
牌的逻辑学家们总是在不停地为我们 “制造 ”各种新
奇的逻辑工具�这就使得我们的逻辑工具像现实生活
中的工具一样异常的庞杂繁多�让学生们眼花缭乱�
不明就里。但是�只要我们摸清逻辑学家们 “制造 ”
各种逻辑工具的目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就不会被一
些表面复杂而晦涩艰深的逻辑知识所迷惑�从而更
加高效且思路清晰地进行创新性的学习和研究。这
正是笔者写作本文的目的。事实上�为了更加简明、
更加高效地解决不同问题�需要逻辑学家们对各种
逻辑工具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完善�而且他们所 “生
产 ” 的不同的逻辑工具都有着各自不同的 “好使唤 ”
范围�使用的时候需要 “对症下药 ”�即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

例如�据笔者所知�为了处理自然语言中的照应
现象�逻辑学家 “生产 ” 出的逻辑工具就多达 多

种�除了话语表现理论、动态蒙太格语法、动态谓词
逻辑、在动态谓词逻辑中引人广义量词的方法、在通
常的广义量词理论中引人动态广义量词等方法外�贾
戈尔 且 通过对范畴理论中处理照应现象的

种主要方法①进行对比研究后�通过在 逻辑③
中引入照应线 “ ” 的处理方法能
够对照应现象进行较为简洁高效的处理。当然�这
多种方法各有不同的优缺点。在对照应现象进行处理
时�动态谓词逻辑以及能够把自然语言翻译成动态谓
词逻辑的动态蒙太格语法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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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它们受到不少
计算语言学家的青睐。

为了得到更强大的逻辑系统�还可能存在哪些动
态谓词逻辑的改进或扩张呢 比如 我们能否把经过

筛选的动态广义量词用一种可控的方式添加到动态谓

词逻辑对其加以扩张呢 面对各种各样的逻辑系统�
我们能否对其进行压缩或合并归类呢 这些问题值得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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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是 “带有受限缩并规则的兰贝克演算
肠 ” 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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