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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元与指派在动态机制与

组合性中的作用
＜

石运宝

【提 要 】 文章从塔斯基 （Ｔａｒｓｋｉ） 经典语义解释 出发 ， 阐述变元在逻辑 系统 中扮演的

角 色 ， 并对比话语表现理论中话语所指与传统变元差异 ， 从 中得 出 重要结论 ： 传统变元与

话语所指的差异体现 出静态与 动 态之分 ； 真值条件的递归性与 意义理论结合 ， 则 关 系 到是

否贯彻组合性。

【关键词 】 变元 话语所指 计算机存储 组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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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样的指派 ， 除了可能存在的不同 ： ｇ

＇

（ ｘ）

—

关ｇ（ ｘ） 。 这种指派之间的差异 ， 还可以用另外

给定－阶语言 Ｌ ， 娜糖絲賴奴
－浦号赫 ， ＢＰｇ

＇

＝

ｇ（ ｘ／ａ ） 。 娜 是－个

义 ， 先给出赋值定义。闭公式 ， 比如 ３ ｘＰｘ ， 它的真值条件归结为一个

定义 １ ： 令 Ｍ

＝ 〈Ｍ ， Ｉ〉为一个 Ｌ 模型不同于初始指派 ｇ 的指派 Ｓ

＇

。 如果将公式的意

（解释非逻辑符号个体常项 、 函数符号 、 綱 ） 。

义看做是指派上所发生的变化 ， 这
－

便是动态的

Ｍ上的一个赋值是一个有序对 ｆｆ
＝＜Ｍ ， ｇ〉或

视角 。 话语表现理论中便采用这种动态的视角 ，

者说—个赚是产＜Ｍ ， Ｉ ，ｇ〉 。 其中 ， ８ 是
？■胃ｉｆ 。

从个体变元集 Ｖａｒ 到 Ｍ 的函数 。

？话语表现理论中嵌人概念其实跟指派有类

有了模型和赋值定义 ， 可 以髓楚特称量
似的功能 。 嵌入函数在话语表现理论中称为确

词的静杰解释认嵌入 （ ｖｅｒ ｉｆｙｉｎｇ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 它是一个函数

ｏＶ

＝
Ｔ ， 当且仅当对某个论域中的个

ｆ
：ｆ将模型论域 Ｄ 中的元素指派给 ＤＲＳ 中的参

体 ａ ， 存在一个 ｇ

＇

？

ｘｇ ， 使得 （一

＝Ｔ。 ｇ

＇

？

ｘｇ
考标记 ， 使得 ＤＲＳ 中的所有条件在模型 Ｍ 中都

即 ｇ
＇

至多在对 ｘ 的赋值上不同于 ｇ 。 换句话说 ，

为％ 。

给定初始的指派 ｇ ， 为整个特称公式 ３ｘ
＾
ｐ 的变


元指派值 ， 当 日 的真 通过 ３１归 ， 需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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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语言信息处

ｐ 的值时候 ， 指派发生变化 ， 将个体 ａ 指派给变
＾

辑 ⑴

上
丽３ ）助

：
？

＿＾①ｉａｒｓｋｉ ？Ａ．１９ｏ３ ．Ｌｏｇｔｃ ９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ｌｅｔａｍａｉ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ｐａ
－

兀 Ｘ。 这里强调变化 ， 是从动态的角度考虑的 。

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１ ９２３ｔｏ１ ９３８ ， ｅｄ．
Ｊ ．Ｃｏｒｃｏｒ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 ，

其实塔斯基基本语义学强调的是差异 ， 即 ｇ

＇

同 ｇＩＮ
 ：ＨａｃｋｅｔｔＰｕｂｌ 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ｍｐａｎ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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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２
：人 ｈ

， 使得 ｈｆｅ ｇ
Ｋ

；

（ １ ） 如果 Ｒ 是 ｎ 元谓词常元 ， ｈ ，

…

、是（ ４ ）ｆｅｇ（Ｋ！ ＾Ｋ２ ） 当且仅当 ， 对所有的确

项 ， 那么 Ｒ（ ｔ！ ，

…

ｔｎ ） 是一个条件 ；认嵌人 ｈ 来说 ： 如果 琨上 ， 那么存在一个确
⑵ 如果 ｔ 和 ｔ

＇

是项 ， 那么 ｔ

＝
ｔ

＇

是一个 认嵌人 ｋ
， 使得 通， ｈＫ２；

条件 ；（ ５ ）ｆｅ ｇＣＫ ，
ＶＫ２ ） 当且仅当 ， 存在某个确认

⑶ 如果 Ｋ 是一个 ＤＲＳ ， 那么 ，Ｋ 是一个 嵌人 ｈ ， 使得皞 ｈＫ：或者存在 ｈ使得 晾 ｇ
Ｋ２；

条件 ５（ ６ ）ｈｆｅ
， ｇ （ ｛

ｘ
ｉ ，

…

，
ｘ？ ｝ ， ｛如 ，

…

， ＜

｜

ｉｍ ｝ 〉当
⑷ 如果 ＆ 和 ＆都是 ＤＲＳ ， 那么 （Ｋ—且仅当 ｈ［Ｘｌ ，

…

， ｘｊ
Ｋ

２ ）有了
ＤＲＳ及 ＤＲＳ条件的定义以及其语义定

（ ５ ） 如果 Ｋ＾ Ｋ
２都是 ＤＲＳ ， 那么 （Ｋｌ

Ｖ

义 ， 我们可以考察两个问题 ，

一个是从指派的角
Ｋ

２ ） 是一个条件 ；

度看静态与动态差异 ， 另一个是基于指派间的关
（ ６ ） 如果 Ｘ

ｌ ，

…

， 、话语所指 （化 ） ， 并
系考虑组合性情形。 这里说的指派 ， 是从一阶角

且如 ，

…

， ＜

｜

）ｒａ是条件 （ｍ

，

０ ） ， 那么 〈 ｛ Ｘｌ ，

…

’

度来说的 ， 在话语表现理论中 ， 对应的概念是上
Ｘｎ ｝ ＇｛ ＜

ｔ

＞ １ ＇
＇“

‘＞＾
－＾ ＤＲＳ

＇

述确认嵌人 。 但在考察动态性和组合性之前 ， 直
（ ７） 除了根社醒触細

ＤＲＳ
和餅 ，

没有其它 ＤＲＳ或条件 。

奴 ４
：

Ｈ为句法规则定义了ＤＲＳ 条件和 ＤＲＳ ， 所ｕｇ 是函数 ， ａ ，ｂ 是赚论域 ｆ
， ｇ 论域

以语义也要对＿类表达式＿递＿Ｃ ｓｉｍｕｌ
－

？（ ｆ） 、 一（ｇ） 中的个体。 两个函数 ｆ ， ｇ

ｔａｎｅｏｕｓ ｌｙ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ｌｙ） 给出语义条款是相容的 ， 是说 ， 对于任意的 ａ ｅ Ｄｏｍ（ ｆ ） ，ａ

ｇｅＤｏｍ（ｇ） ， ｆ（ａ）＝ ｇ（ａ） 。 ｇ被称作是 ￡
的扩

之处至多在于 匕们所指派给话 所指 ｘ＂
…

，

充 ， 是说 ， ＆ 与 ￡ 是相容的 ， 并且 Ｄｏｍ（ ｆ ）￡

＆的值 。 （ｎ
＝

０
时 ， ｈ＝ｇ）Ｄｏｍ （ ｇ〉 。

确认嵌入解释 ＤＲＳ 的思想是这样的 ，

一个ｗ抵 Ａ甜五击 办由

ＤＲＳ 可以狐为是－个部分＿（ Ｐａｒｔｉａｌｍ。ｄ
－

卩

ｅｌ） ，

？ 涉及整个论域中的部分个体 ， 以及部分个
／ｆ

体的部分性质 。 假设某个话语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Ｄ 的 ＾＝
域便为

；？

， ， 。 。

ｆ

是

：ｆ： ：
表征为 ｄｒｓＫ ，Ｋ 即刚才提到的那个适合于话 ＩｌｚＬ？

语 ｄ 的局部模型 。 Ｋ 是真的 ， 当且仅当 ， Ｋ 能
ｆｅｆｅｉｔｉｆ ｉＡｌｉＳｉ

｜ｃ Ｕｔｉ ｊｊ
？

，＼ 么＿进袖 （ ＾．＋１函数之间 的关系按照相仓和扩充界定 ， 则 丨口境
够被嵌入到 （ ｂ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ｍｔｏ） 全模塑！（ ｔｏ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Ｍ 中 ， 方式是通过将话语所指集中的所 ｔ
ｄ

有的话语所指映射到全模型 Ｍ 的论域中 ， 使得 ＾
表现理论方框方式表乐上述 内合 （丄下

在这个映射下 ，
ＤＲＳ 的所有条件 （ 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ｓ 〉ｍ°

都在模型中为真 。 换句话说 ，
Ｋ 是真的 ， 当且表 １ 单个



仅当存在一个从 Ｋ 到 Ｍ 的 同态 （ ｈｏｍｏｍｏｒ
－



ｐｈｉｓｍ） 映射 。 在 ＤＲＴ 里 ， 这样的同态映射就＿—？±６９＿

是上文中提到的确认嵌人 。．


定义 ３
：



（ １ ）自
， ｇ
Ｒ（ ｔ１ ？

？ ？ ？

， ｔ
ｎ ） 当且仅当 〈 ［ ｔｉ ］Ｍ， ｇ

，① 仅仅局限在 ＤＲＳ 的条件为原子 （ａｔｏｍｉｃ） 的情形 ， 若为复

…

， ［ｔＪＭ ， ｇ
＞ｅ ＩＭ（Ｒ） ；杂条件不再适

逻
。

，，

．．

「 ＇ ］②Ｊ３１１ｖａｎＥｉ
ｊ
ｃｋｏｔ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Ｕｎｇ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 ２ ）后
， ｇ

ｔｔ当且仅当 ｌ＿

ｔ」Ｍ， ｇ ｌ＿

ｔ 」Ｍ ， ｇ ，－

ｗｉｔ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
－

（ ３ ）ｆｅ， ｇ
，Ｋ 当且仅当 ， 不存在这样的确认嵌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 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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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从动态角度看画当前的语句信息 ， 然后借助于从先前的语句

语境１ 丨

飾境
￣

］继承来的信息 ， 来确定当前话语所指 的指称 。

之前的话语所指加上当前引人的话语所指 ， 构
Ｊ成新的更大的语境 。 这一方面体现出语言的凝
据此

丨

语錢可以界定为
丨

表达式对于语
雑 ， ｇｐ駒贿在 ｍ職鮮的关联 ； 另－

胃—
方面 ， 体现出不同于经典逻辑的刻画机制 ， 即

胃
动态表征。 这种动态練在语义系统里 ， 是通

化
： 二

是
上５ 过嵌人函数来完成的 。 而嵌人函数实质是经典

Ｔｉ ？ ！２ 賴巾的纖 ， 财舰种據与義相关联 。

Ｂ５ 上述函数的扩充正体现出指派的变化。 这种变

＾
‘

化主要体现在函数论域的变化上 ， 函数的论域

②
在话语表现理论中对应话语所指的集合 ， 也就

ｆ＾

‘

‘

是这里定义 的语境 。 通过嵌入函数 ’ 即指派 ，

‘

ｆ２ １^
５

加上变元的技 ， 共＿融动态机制 。

２ ． 当前语境所引入的话语所指 ；

３ ． 在附属语境中出现的话语所指 。二

这三类话语所指的划分涉及到 ＤＲＳ与 ＤＲＳ＿

条件直接隶属关系问题。 直观来说 ， 所谓更大变元与指派不仅体关系到静态与动态区分 ，

语境是指方框较大的 ＤＲＳ 中的话语所指 。 如果 还关系到组合性问题 。 组合性定义繁多 ， 标准

非要将这三类话语所指跟经典逻辑中的变元对定义是说 ， 复杂表达式的意义是部分表达式的

比 ， 那么第一种大致对应于经典逻辑 中 的 自 由意义和组合方式的意义的函数 。

④

变元 ， 第三种大致对应经典逻辑 中 的 约束变就经典逻辑来说 ， 带特称量词的表达式的

元 。 第二种话语所指不 同于经典逻辑 中 的变真值定义是这样的 ， 即 ： ［ Ｅ ｘｐ］
８是真的当且仅

元使用情形 ， 它们体现 出 语境变化潜力 。 虽当存在一个指派 ｇ

＇

？

ｇ ， 使得 ｌ＜ｐ（ ＪＯＹ是真的 。

然在经典逻辑 中找不到与第二种话语所指对由于指派发生变化 ， 没法基于同样的指派 ｇ ， 从

应的变元 ， 但是可 以在程序语言 中找到恰 当的真值来计算 ３呼 的真值。 就 ３呼 来说 ， ｃ
ｐ

的匹配 。

③可能是一个开公式 ， 开公式不存在单一的真值 ，

１ ？ 第一种话语所指对应于需要向计算机存它的真值依赖于对 自 由变元的指派 。 之所以说存

储器读取数据的变元 ；在量词的经典真值条件定义存在组合性问题 ， 是

２ ． 第二种话语所指对应于需要向计算机存因为 ， 在一个组合性的方案中 ， 必须存在这样一

储器写入数据的变元 ；


３ ． 第二种话语所指对应于计算机临时存储①Ｊ ．ｖａｎＥｉ
ｊ
ｃｋ＆？Ｈ ．Ｋａｍｐ ．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

中的变元 ｏｔｅＸｔ ． 工１１
：ｖａｎＢｅｎ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ｌ ｉｃｅｔ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ｅｄｓ． ） ，

ｒｗ
＞－ｖ ＋ｖ－

－

ｒｍ Ａ？敏也比 、

其叱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 ，

这种对应可 以这样理解 ， 第一类话语所指Ｅｌｓｅｖｉｅｈｐｐ． １ ８１
＿

２５２ ，２０１ ２ ．

需要回溯到前面某个话语所指来确定这个话语②Ａ．Ｖｉｓｓｅｒ．Ｔｈｅｄｅｓｉｇｎ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ｄｅｎｏｔａ
－

所指的指称 ， 这就好像计算机硬盘中调用程序
ｔｉｏｎｓ．Ｌｅｃｔｕｒｅｎｏｔｅｓ ？Ｕｔｒｅｃｈ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１ ９９４ ．

金占ｃｆｉ
？ 甘 人 ＂

ｆｃａ 人ｊＡｔ雄 一讲上 ｕｃ：抱 曰 业讲③ 】 ？纖￡Ｕｃｋ＆■Ｈ ．Ｋａｍｐ．，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

来兀成某个指令一样 。 第—类话语所指是当前ｔｅｘｔ ＿ Ｉｎ
：Ｊｏｈａｎｖａｎ＾６１？＾ＭｅｅｔｅｒＭｅｕ ｌｅｎ（ ｅｄＯ ，

语境添加进去的 ， 它体现出语境的扩充 ， 相对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 ，

于之前较小语境来说 ， 它所体现出 的变化恰恰― ， ＰＰ‘ ｍ－

２ ５ ２ ’２。 ｉ２ －

表征了 自 然语句之间的相互关联。 这种跨语句
？

３ ） ：

的关联 ， 正是通过这种 当前引人的话语所指刻ＰＰ．２５０
－

２６４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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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意义指派 Ｍ和一个函子 Ｆ
， 使得 Ｍ（３ 邱）

＝图 １

Ｆ（Ｍ（一 ） 。 很明显 ， 上述递归的真值定义与组 Ｉ

合性定义存在细微鮮常重要的差异 。ｉｗｋ＿－ ＝ ^

重新定义公式的意义有助于实现谓词公式，

＿

？

＼
的组合性刻画 。 考虑到变元指派对于公式真值

… ？ …

ｊ ：ｆ

－

｜

？一＂Ｖ２

的重要性 ， 可以将一个公式的意义看作是从变／ｖ
ｊ：

ｉ

Ｊ ：

元指派到真值这样一个函数 ， 即 ， 若参考某个 ’

指派公式为真 ， 则这样一个输入指派输出真值^

的函数即为公式的意义。 由 于公式的真值要参

考某个指派 ， 有时候则会这样定义公式意义 ，

清楚
＾
了 。 ￥外 ， 组合性要求也得到满足 。 这

即 ，

－个公式的意义被定义为使得公式为真自

指派的集合 。 按照集合的表述方式 ， 则有 ：

三
Ｍ（９

Ａ
９）￣Ｍ（９）ＲＭ｛ ｃ

ｐ
）

；

Ｍ（ ３呼）
＝

｛ ｈ 丨
ｈ？ｘｇ 并且 ｇ £ Ｍ（？） ｝ 。标准的塔斯基语义学并非组合的语义解释 ，

这种表述方式也适用于其他逻辑系统 。 比而是给出递归 的真值条件 。

② 但是 ， 通过转化 ，

如 ， 命题模态逻辑采用这种组合的意义指派 ， 可以将递归的真值条件转化为组合的意义指派 ，

所采取的方式是 ， 将一个命题的意义定义为命方法就是将对变元的指派纳入到意义概念中 。

题成立的可能世界的集合 。从中可以看出 ， 指派在组合性中发挥着十分重

除了这种将变元的指派值作为意义的理论 ， 要的作用 。 反对者会坚持 ， 这跟如何选定意义

还有另外一种视角 。

一个指派可以被看作 由
二有关 ， 不单是指派起作用 。 其实 ， 从动态与静

些元素组成的
二
个无穷序组 ，

ｆ
组的第一个元 态的区分来看 ， 指派的变体仍然在意义中发挥

－
为第一个变元的值 ， 第二个元素为第二个变 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当静态的视角无法解释回

元的值按照这种经典理论 ，

一个指派可以指照应等语言现象 ， 于是有了动态机制来刻画

看做是无穷维度空间 中的一个点 。 如果一个公 跨语句间的代词 、 动词等的关联。 这种关联体

式对一个指派集合来说是成立的 ， 那么这个公 现出 自然语言语句间并非孤立的 ， 而是借助于

式的意义是这个空间 中点的集合 。 就某个点来 代词与省略词将后续的句子与先行语关联起来 。

说 ， 应用第 ｘ个圆柱算子 Ｃｘ？ 到这个点 ， 将那 尝试用语境更新刻画这一现象 ， 便要先定义语
些仅在 叉轴

＾
同于这个点的其余的点添加进来 ’

境 。 如果将动态机制 中的变元集 （话语所指集 ）

这样 ， 从图示来说 ， 会得到一条线 。 当 圆柱算 当作语境 ， 那么动态机制中的指派 （嵌人函数 ）

子应用于圆圈这样一个集合 ， 贝！）会扩充成一Ｉ便必然在意义指派中发挥核心作用 。

圆柱 。 对应于指派 ， 如果在这个指派
Ｉ

，

从塔斯基細的真值条件到组合的意义指
为真 ， 那么这个指派会对公式中 的变元指定一 派 ， 可以用图表形象表现出来 ， 这也是对指派
个序组 ’ 这－序组对应■ 中－个点 。 圆柱胃

具体而又恰当 的刻１Ｌ 而从静态表示到动态机
子使得所有仅在 為轴上不同于其他点的点组成

制 ， 则将指派之间 的变化纳人到意义机制 中 ，

—条无穷的线 ， 这对应于两个指派仅在对 ＆的
指派上不同 。 如果指派集合对应于一个 圆 ， 圆

① 详见 Ｌ Ｈｅｎｋｉｎ ，Ｊ ．Ｄ．ＭｏｎｋａｎｄＡ．Ｔａｒｓｋｉ ，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ｇｅ
－

柱算子则将这个圆扩成一个圆柱。 指派集合与ｂｒａｓ ’ＰａｒｔｓＩａｎｄＩＩ．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ｌ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 ？Ａｍ
－

图形的对应 ， 关键点在于 ， 两个指派仅在变元ｓｔｅｒｉａｍ（ ｉｍ ， ＩＭＳ ）

Ｘ
ａ 上不 同对应着 图形 中坐标仅在 Ｘ

ａ 上存在
② ＪａｎＳ

；

ｅｎ ＇Ｖ．１ ９９７ ．Ｃｏ？ｔｉｏｎａｌ ｉ ｔｙ （ｗｉ ｔｈ

ｐｅｎｄｉｘｂｙＢ．ｒａｒｔｅｅ ） ？ｉｎＪ ．ｖａｎｂｅｎ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ｔ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异 。（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Ｅｌｓｅ＾ｅｒ ，ｐｐ．４１７
—

４７ ３ ．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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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变化揭示 出语言的凝聚性特征 ， 处理方的指派机制构成 了 对组合原 则 的挑战 。 石运 宝

式十分贴切 。的这篇文章 ， 涉及话语表现理论 中 的话语所指

动态机制其实与组合性也密切关联 。 在动与一阶变元 以及动 态逻辑 中计算机存储单元等

态机制中 ， 采取传统的意义理论存在违反组合内容 ， 文章阐述 了 有关 的动 态指派机制 ， 讨论

性的实例 ， 只有通过采纳动态的意义才能满足了这些机制和组合原 则 的 关 系 ， 对逻辑观念 由

组合性。 动态机制还使得组合性呈现新特性 ， 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意义重大 。

即整体表达式的部分呈现语义累积或递增的特学术界关 于动 态性和组合原 则 的 关 系讨论

征 。 如果采用多分法 ， 则整体表达式的各个部是多年来的热 门话题 。 动 态性与 组合性互动是

分由开始到后续的子部分 ， 并非孤立无关联 ，

Ｑ文章的特 色 ， 这在 国 内 外 的 文献 中 并 不 多 见 。

后续子部分 、会包含前面子部分 Ｓ
ｔ的信息 （ｋ＜文章所 涉及的 变元 、 指派、 动 态 、 组合性等都

ｎ） 句子序列 ：是相关领域的核心概念 。 找到 它们之间 的 契合

Ｓ ｌ＆ｓ＇ …… 点并有机地将这些概念结合起来讨论是具有较

语义表征 ：

大难度的工作 ， 值得逻辑学 、 语言 学和计算机

Ｉ

Ｓ
，的语义

Ｉ １
＆的语义

１ Ｉ
ｓ３的语义

Ｉ Ｉ

Ｓ－的语义
Ｉ科学界的关注 。

从 Ｓ
：到 ｓ？ 的语义 ， 如果体现在方框的大小上 ，

则后续出现的方框较前面的方框要大 ， 即语义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哲 学

呈现递增趋势 ， 这样便说明 自 然语言有别于经系 ２０ １２ 级博士研究生

典逻辑系统的地方 ， 即 自然语言内部相互关联 ，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进而呈现语义凝聚性 、 递增性等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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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原 则 是逻辑的基石 ， 计算机信息 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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