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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义量词理说的直言三段 ｉＢ

推理规则的形式化辧断
＊

张晓君 林胜强

【提 要 】 在 国 内 外新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作者通过对作为 广 义量词特例 的 四个亚里

斯 多德量词的普遍语义性质和推理特征的研究 ， 形 式化地揭示 了 如何从广 义量词理论的 角

度来解释直言三段论的推理规则 。 此研究对一阶逻辑和广 义量词理论的发展 、 自 然语言信

息处理以及计算机科学 中 的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 ，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 实践价值 。

【关键词 】 广义量词理论 亚里斯 多德量词 三段论 推理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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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人研究 ， 笔者发现 ： 利用广义量词—

理论 （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ｅｄ
ｑｕａｎｔ ｉｆｉ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 就可以清

、 相关 者景知仏

晰明 了且形式化地说明直言三段论的推理规则 ，

１ ９ ５ ７ 年 ，
Ｍｏｓｔｏｗｓｋｉ 发现 ， 在 自 然语言中 ，

并可以为有效的直言三段论给 出直观简洁的形 存在许多不能够根据一阶逻辑中的全称量词Ｖ和

式化证明 。 这是因 为 ： 直言三段论实际上就
， 存在量词３来加以定义 （ 比如 ： 大多数的 、 无穷

关于 ａｌ ｌ ， ｓｏｍｅ ，ｎｏ ，ｎｏｔａ ｌ ｌ 这四个亚里斯多德多个 、 少数的 、 许多 、

一半以上的 ） 的量词 ，

？

量词的三段论 ， 其 中全称量词 ａｌ ｌ 和存在量词 即所谓的广义量词 。 １ ９ ６６ 年 ＬｉｎｄｓｔｒＳｍ 给 出 了
ｓｏｍｅ 就是传统逻辑 中 的标准量词 ；

ａ ｌ ｌ ，ｓｏｍｅ ，广义量词 中 的 Ｌｉｎｄｓｔｒ６ｍ 量词 的形式化定义 。

④

ｎｏ ，ｎｏｔａ ｌ ｌ 这四个亚氏量词是广义量词的特例 ；

广义量词理论也适合于这四个亚氏量词 。

① 因此 ，


我们可以利用形式化的广义量词理论 ， 来研究＾^

＾士＾＾ 一
＊ 基金项 目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 目 （ Ｉ Ｏ＆ＺＤＯ７３ ） 、 教

Ｓ于这 Ｉ 亚氏量词的直 曰 二段论的推理规贝Ｊ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 目 （ １ ２ＸＪＡ７４０００７ ） ．

及其有效性 。 张晓君等 已经利用这 四个作为广① 张晓君 、 林胜强 ： 《如何利用广义量词的语义性质判断扩展

义量词特例的亚氏量词的语义定义和语义性质 ，三段论的有效性 》 ， 《逻辑学研究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２ 期 。

给出 了除了五个有效的弱式三段论之外的 １ ９ 个② ３６？？ 、 胃 ■词３论的 ＳＥＲＨｇ ｉｆｅＷｆｆ

有效的亚氏三段论的直观简洁的形式化证明 。

②這庆

〒

工大 报 （社

，

科学版 ） 》 ２

：

１２年第 １。期 。

③Ａ．Ｍｏｓｔｏｗｓｋｉ ’Ｏｎａ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ｎｔ ｉｆｉｅｒｓ，Ｆｕ

故 ， 本文把注意力主要集 中在如何利用广义量‘歸 ．
， １ ９ ５７（ ４４ ） ，ｐｐ ．１ ２

－

３ ６ ．

词理论对直 曰 二段论的推理规则进 彳了直观简洁④ Ｐ ．Ｌｉｎｓ ｔ ｒｏｍ ，
“

Ｆｉ ｒｓ ｔ
－

ｏｒｄｅｒｐｒｅｄ ｉｃａｔｅ ｌｏｇｉｃｗｉ ｔｈ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ｅｄ

的形式化的说明上 。ｑｕａｎｔ ｉ ｆ ｉ ｅｒｓ
”

， Ｔｈｅｏｒｉａ ，１ ９６ ６（ ３２ ） ，ｐｐ．１ ８６
—

１ ９５ ．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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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９８ １ 年 ，
Ｂａｒｗ ｉｓｅ 和 Ｃｏｏｐｅｒ 结合 Ｍｏｎｔａｇｕｅ 的例如 ：

“

所有 的母亲都希望孩子们平安快

观点 ， 把数理逻辑 的研究范 围 扩展至广义量乐
”

， 可以表示成 ａｌｌｕ（Ｂ ， Ｃ） 这样的三分结构 ，

词 。

ａ）２０ 世 纪 ８０ 年 代 以 来 ， 在 Ｂａｒｗ ｉｓｅ 和其中的 Ｂ 表示所有
“

母亲
”

的个体所形成的集

Ｃｏｏｐｅｒ（１ ９ ８ １） 、 Ｋｅｅｎａｎ 和 Ｗｅｓｔｅｒｓ ｔｌｈｌ合 ， Ｃ表７Ｋ所有
“

希望孩子们平安快乐
”

的个体

（ １ ９ ９ ７）
？

、 Ｐｅｔｅｒｓ 与 Ｗｅｓｔｅｒｓｔａｈ ｌ（２００ ６）
？

，组成的集合 ， 全称量词
“

ａｌ ｌ

”

的语义 ， 则是通过

Ｓｚｙｍａｎｉｋ（ ２００９ ）
④ 等人的工作的基础上 ， 逐渐集合 Ｂ与集合 Ｃ之间的二元包含关系 Ｂ ＳＣ 来表

形成并发展了广义量词理论。示的 。 具体地说 ， 就是所有母亲的个体所形成的

广义量词理论是一阶逻辑理论的延伸和扩集合 Ｂ
， 包含在所有

“

希望孩子们平安快乐
”

的

展 ， 它主要是通过考察广义量词所讨论的论元个体组成的集合 Ｃ 中 。 类似地 ， 根据真值定义 ，

集合的性质 ， 或不 同论元集合之间 的关系 ， 来全称量词的对偶 （ ｄｕａｌ ） 否定量词
——

存在量词

研究广义量词的普遍语义性质和推理特征 。 广
“

ｓｏｍｅ
”

的语义 ， 则是通过集合 Ｂ 与集合 Ｃ 的交

义量词理论的提出 和发展 ， 迎合了解释亚氏三 集非空这一交叉关系 ＢＨ Ｃ ＊０来表示 ； 全称量词

段论形式以外的大量的有效推理 ， 拓展逻辑的的内否定 （ ｉｎｎｅｒｎｅｇａｔ ｉｏｎ） 量词一
＂

ｎｏ
＂

的语

表达能力 ， 使得计算机能够更好地表示和处理 义 ， 则是通过集合 Ｂ与集 交集为空集这一不

自然语言的信息的时代需要 。

⑤相容关系 ＢＨ Ｃ
＝０来表示 ； 全称量词的外否定

除了一阶逻辑全称量词Ｖ和存在量词３ ， 广义（ｏｕｔｅｒ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量词
＂

ｎｏｔａｌ ｌ

＂

的语义 ， 则

量词还包括限定词 ａ ，ａｎ ，ｔｈｅ ， 以及 由限定词或 是通过集合 Ｂ并不包含于集合 Ｃ来定义的 。

其他量化关系指称所形成的所有名词短语 ＮＰ 。

二基干广义量词理抄■的 首兰

广义量词理论认为 ： ｇ然语言中的绝大部分广义
＿、

：工 、
八二

量词都是 〈
１

，
１

〉类型量词或其亲缘量词为 〈
１

，
１

）
—ｆｅｌ匕ｍ形配七衣不

类型的 〈
１

〉，
型量词 。 〈

１ ，

＾
类型量词是指在每个现在 ， 我们就可以根据第一部分的背景知

论域上表示集合之间的二元关系的量词 ， 如绝大识 ， 利用广义量词理论对 四种直言命题进行形

部分限定词 。

？ 四个亚里斯多德量词 （ ａｌｌ ，ｓｏｍｅ ，式化 。 由于论域 Ｕ 是任意的 ， 可略去不写 。 如

ｎｏ ，ｎｏｔａｌｌ ） 都是 〈
１

，
１

〉类型量词 ， 它们都代表果令 Ｍ
、 Ｓ 和 Ｐ 分别表示满足 中项 、 主项 、 谓

了个体的集合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二元关系 。项所表示性质或对象的个体所形成的集合 ， 那

根据广义量词理论可知 ： 所有包含 〈
１ ， １

〉

类型量词 的量化语句都可 以表 ７５成Ｑ（ Ｂ ， Ｃ ）

①Ｂａｒｗｉｓｅａｎｄ ＲＣｏｏｐｅｒ ，
‘ ‘

Ｇｅ＿ ｌ ｉＺｅｄＱｕａｎ ｔ ｉｆｉｅｒｓａｎｄＮａｔ
＿

这样的二分结构 ， 其中Ｑ表不量词 ，
Ｂ ， Ｃ

分别ｕ ｒａ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 ｉｃｓａｎｄＰｈ 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 ，１ ９８ １ ，４

表示量词的论元所对应的集合 ，
Ｂ 叫做左论元 ，⑵ ， ＰＰ ＿ ｉ ５ ９ｍ

“

． ． ．＞、八
一

一 ． Ｎ ， 白、八口“ 、 ：ｚ曰 、＝ｉ ａ“ （ＤＥ．Ｌ．ＫｅｅｎａｎａｎｄＤ．Ｗｅｓｔｅｒｓｔａｈｌ ，
＂

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ｉｚｅｄｑｕａｎｔ ｉ ｆ ｉｅｒｓ

ｃ 叫做右论兀 。 广乂量词理论则通过广乂量词的 ＿

＾
，

Ａ
ｉｎＬｉｎｇｕ ｉｓ ｔ ｉｃｓａｎｄＬｏｇ ｉｃ，ｉｎＪ ．ｖａｎＢｅｎｔｈｅｍａｎｄＡ．ｔｅｒ

真值定义来揭示其论元集合之间 的关系 ， 从而Ｍｅｕ ｌｅｎ（ ｅｄｓ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ｍ

－

达到描述广义量词的语义性质的 目 的 。

⑦ 在本文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ｌｓｅｖ ｉｅｒ ，１ ９ ９７ ，ｐｐ ．８３７
－

８９３ ．

中 ． 令 ＢＣ 是集合 ， Ｕ 为任意的论域 （ ｕｎ ｉ

－③ 孓 Ｐｅｔｅｒｓ＆Ｄ． Ｗｅｓｔｅｒｓｔ５Ｗ ，

＿山 、ｎ
一

斗 ，

．
Ｌｏｇ ｉｃ ， Ｃｌａｒｅ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

ｖｅｒｓｅ） ， 用英Ｉｎ的四 ｜限定词表７Ｋ
其对应的亚氏

④ｊ ＿ Ｓｚｙｍａｎｉｋ ， Ｑｕａｎｔ ｉｆｉｅｒｓｉ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Ｃｏｍｐｕｔａ
－

量词 。 文中 的符号采用标准的集合论中 的相应ｔ 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 ｌｅｘｉｔｙ
ｏｆ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ｉｚｅｄＱｕａｎｔ ｉｆｉｅｒｓ ｉｎＮａ ｔｕｒａｌＬａｎ

－

记号 。 根据广义量词理论 ， 有下面的定义 。ｇｕａｇｅ ， Ｗｓｅｒｔａｔ ｉ。１１ ，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２００９ ．

ｎｎ水而 卬且 ；司的首估空 以 ⑧⑤ ※＆胃 、 胃
ｍ 丨 里识■具低Ｈ

＿《重庆与世界 （学术版 ）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７ 期 。

对于任意的论域 Ｕ ，
Ｂ ［Ｕ 且 Ｃ ［Ｕ 而言 ，⑥ 张晓君 ： 《广义量词的相关性质研究 》 ， 《逻辑学研究 》 ２０ １ ０

ａｌｌｕ（Ｂ ，
Ｃ）ｏＢ ｃＣ

；年第
３
期 。

ｓｏｍｅｕ（Ｂ ， Ｃ）ｇＢ门 Ｃ 关０ ＊⑦ 张晓君 ： 《扩展三段论的可化归性与广义量词的语义性质之
’

＝

间的关系 》 ， 《逻辑学研究 》 ２０ １ ２ 年第 ２ 期 。

，‘

⑧Ｓ＊ＰｅｔｅｒｓＤ．Ｗｅｓｔｅｒｓｔａｈｌ ，Ｑｕａｎｔ ｉｆｉｅｒｓ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

ｎｏｔａ ｌ ｌｕ（Ｂ ， Ｃ ）＜＝＞Ｂ＾Ｃ ０Ｌｏｇ ｉｃ ，Ｃｌａｒｅ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 ｐ ．６２ ．

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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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们就可 以得到 ， 基于广义量词理论的 四种都可 以通过利用定义 １ 的 四个亚氏词的真值定

直言命题的形式化表示 ：义来加以证明 。 其他除 了五个有效的弱式三段

（ １ ）Ａ ： 全称肯定命题
“

所有 Ｓ 是 Ｐ
”

， 用论之外的 １ ９ 个有效的亚氏三段论的形式化证明

广义量词理论的形式化表示就是 ａｌ ｌ（Ｓ ，Ｐ ） 。请参见张晓君的相关文献 。

（ ２ ）Ｅ ： 全称否定命题
“

所有 Ｓ 不是 Ｐ
”

的广义量词理论认为 ， 三段论具有如下形式 ：

？

意思是
“

没有 Ｓ 是 Ｐ
”

， 用广义量词理论的形式大前提 ： Ｑ ！（Ｍ ，Ｐ ） ，

化表示就是 ｎｏ（ Ｓ ，Ｐ ） 。小前提 ： Ｃｂ（Ｓ ，Ｍ） ，

（ ３ ）Ｉ
： 特称肯定命题

“

有 Ｓ 是 Ｐ
”

， 用广义结 论 ： Ｑａ（ Ｓ ，Ｐ ） 。

量词理论的形式化表示就是 ｓｏｍｅ（ Ｓ ，Ｐ ） 。这里的亚氏量词 Ｃｈ 、 Ｑ２和 Ｑ３是 ａ ｌ ｌ 、 ｓｏｍｅ 、

（ ４ ）０ ： 特称否定命题
“

有 Ｓ 不是 Ｐ
”

的意ｎｏ 或 ｎｏｔａｌ ｌ 中的一个 。

思是
“

并非所有 Ｓ 是 Ｐ
”

， 用广义量词理论的形在本文中 ： 我们用 ＥＡＥ

—

１ 表示第一格的

式化表示就是 ｎｏａ ｌ ｌ（ Ｓ ，Ｐ ） 。ＥＡＥ 式直言三段论 ， 其大前提是全称否定命题

虽然张晓君等已经给出 了除了５ 个有效的Ｅ
， 小前提是全称肯定命题 Ａ

， 其结论是是全称

弱式三段论之外的 １ ９ 个有效的直言三段论的形否定命题 Ｅ
； 其他三段论的形式化表示与此类

式化表示及其形式化证明 ， 但并没有给出 ５ 个似 。 加括号的式表示弱式 ， 加黑体的式表示预

有效的弱式直言三段论的形式化表示及其形式设了主项存在 ， 即主项的所指称的对象是存在

化证明 。

① 现在我们选择其中一有效的弱式的直的 。 在张晓君等所给出 的 １ ９ 种有效的亚氏三段

言三段论加以处理 。论的形式化表示的基础上 ， ２４ 种有效的直言三

例如 ： 对于有效的第二格的弱式直言三段段论的形式化表示可总揽如下 ：

论
ＥＡ０

－

２而言 ，［０ １ ］ＡＡＡ
－

１
：ａ ｌ ｌ（ Ｍ ， Ｐ ） 且ａ ｌ ｌ（ Ｓ ，

大前提 ： 所有的 Ｐ 不是 Ｍ ，Ｍ ）＾ ａ ｌ ｌ（Ｓ ，Ｐ ） ０

小前提 ： 所有Ｓ都是
Ｍ

，［０２］（ＡＡＩ
－

１ ） ：ａｌ ｌ（Ｍ ，Ｐ ） 且ａ ｌ ｌ（ Ｓ ，

结 论 ： 有Ｓ不是
Ｐ 。Ｍ ）＝＞ ｓｏｍｅ（Ｓ ，

Ｐ ） ？

为了更好地利用广义量词理论 ， 我们把此［
０３］Ａｌｌ

—

１
：ａ ｌ ｌ（ Ｍ ，Ｐ ） 且 ｓｏｍｅ（ Ｓ ，

三段论变换成与之等价的如下三段论 ：＾ ｓｏｍｅ（ Ｓ ， Ｐ ） 。

大前提 ： 没有Ｐ是
Ｍ

，［０４］ＥＩＯ

－

１：ｎｏ（Ｍ ，Ｐ ） 且ｓｏｍｅ（ Ｓ ，

小前提 ： 所有 Ｓ 是 Ｍ ，Ｍ ）ｍｏ ｔａ ｌ ｌ（Ｓ ，Ｐ ） 。

结 论 ： 并非所有
Ｓ是

Ｐ 。［０ ５ ］ＥＡＥ
—

ｌ
：ｎｏ（ Ｍ ，Ｐ ） 且ａ ｌ ｌ（ Ｓ ，

此三段论可 以形式化地表示 为 ：
ｎ０ｕ（ Ｐ ，Ｍ ）二ｎｏ（Ｓ ，Ｐ ） 。

Ｍ ） 且ａ ｌ ｌｕ（ Ｓ ，Ｍ ）－ｎｏｔ ａ ｌ ｌｕ（ Ｓ ，Ｐ ） 。 现在 ，［０６］（ ＥＡＯ
—

１ ） ：ｎｏ（Ｍ ，Ｐ ） 且ａ ｌ ｌ（ Ｓ ，

根据四个亚氏量词的真值定义 ， 笔者就可 以形Ｍ ）二ｎｏｔａｌ ｌ（Ｓ ，Ｐ ） 。

式化地证明三段论 ＥＡＯ
—

２ 是有效的三段论 。［０７ ］ＡＥＥ
—

２
：ａ ｌ ｌ（ Ｐ ，Ｍ ） 且 ｎｏ（ Ｓ ，

证明 ： 假设两前提ｎｏｕ（Ｐ ，Ｍ） 和ａｌ ｌｕ（ Ｓ ，Ｍ ）＾ｎｏ（ Ｓ ’Ｐ ） 。

Ｍ） 都成立。 对任意的论域 Ｕ 而言 ’ 根据本文定［０８］（ＡＥＯ
－

２ ） ：ａ ｌ ｌ（Ｐ ，Ｍ ） 且 ｎｏ（ Ｓ ，

义 １ 所给出 的
“

ｎｏ
， ，

的真值定义可知 ： ＿（Ｐ ，Ｍ ）二ｎｏｔａ ｌ ｌ（ Ｓ ，Ｐ ） 。

Ｍ）ｏ Ｐ ｆ｜

Ｍ＝ ０
； 同样再根据本文定义 １ 中 的［０９ ］ＥＡＥ

—

２
：ｎｏ（ Ｐ ，Ｍ ） 且 ａ ｌ ｌ（ Ｓ ，

＂

ａｌ ｌ

＂

的真值定义可知 ： ａｌ ｌｕ（ Ｓ ，Ｍ）？ Ｓ ￡Ｍ 。＾ｎｏ（Ｓ ， Ｐ ） 。

所以 ， Ｓｎ Ｐ＝ ０ ， 由此可知 ： 灌 Ｐ 。 根据
“

ｎｏｔ


ａｌ ｌ

＂

的真值定义得 ：
ｎｏｔａｌ ｌｕ（ Ｓ ，Ｐ ）盂 Ｐ ，① 参见张晓君 、 黄朝阳 ： 《基于广义量词理论的亚氏三段论的

即 ：
ｎｏｔａｌｌｕ（Ｓ ，Ｐ） 成立 。 故 ： 弱式直言三段论研究 》 ，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如 ２ 年第 １ ０

、 ｙ 、期 。

ＥＡＯ２
是有效的 。 结论得证 。

②Ｐｅ ｔ ｅｒｓＤ．Ｗｅｓ ｔｅｒｓｔａｈ ｌ ，Ｑｕａｎ ｔ ｉｆｉｅｒｓ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ａｎｄ

类似地 ， 其他 ４ 个有效的弱式直 曰 二段论Ｌｏｇｉｃ ， Ｃｌａｒｅｄｏｎ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６ ，ｐ ．２２ ．

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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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０］（ ＥＡＯ

－

２ ） ：ｎｏ（Ｐ ，
Ｍ ） 且ａｌ ｌ（ Ｓ ，［１８］ 、 ［２０］ 、 ［２２］

？

［２４］ 的前提中都含有全称

Ｍ）＝＞ｎｏｔａｌ ｌ（Ｓ ，Ｐ ） 。否定命题 Ｅ
， 而 Ｅ 的主项和谓项都是周延的 ， 因

［ １ １ ］ＥＩＯ
－

２
：ｎｏ（ Ｐ ，Ｍ ） 且 ｓｏｍｅ（ Ｓ ，此不论中项在前提中是充当主项 ， 还是充当谓项 ，

Ｍ ）＝＞ｎｏｔａ ｌｌ（Ｓ ，Ｐ） 。中项 Ｍ 在前提中都至少周延 了一次 。 同样的道

［ １２］ＡＯＯ
－

２
：ａｌ ｌ（Ｐ ，Ｍ ） 且ｎｏｔａｌ ｌ（Ｓ ， 理 ， 在有效的三段论 ［ １４］

？

［ １ ７ ］ 以及 ［ １９ ］

Ｍ ）－ｎｏｔａｌ ｌ（Ｓ ，Ｐ） 。的前提中都含有全称肯定命题 Ａ ， 而命题 Ａ 的主

［
１ ３］ＥＩＯ

—

３
：ｎｏ（Ｍ ，Ｐ ） 且 ｓｏｍｅ（Ｍ ，项周延 ， 即 ： 前提中要么有 ａｌｌ（Ｍ ，Ｓ ） ， 要么有

Ｓ）＝＞ｎｏｔａ ｌ ｌ（Ｓ ，Ｐ ） 。ａｌｌ（Ｍ ，Ｐ） 。 也即 ： 要么有
Ｍ ｇＳ ， 要么有

Ｍ ｇ

［
１ ４ ］ＯＡＯ

－

３
：ｎｏｔａ ｌ ｌ（ Ｍ ，Ｐ ） 且 ａｌ ｌＰ

。 可见 ， 中项 Ｍ 也都至少周延了一次 。 至此 ，

ＣＭ ，Ｓ） 々ｎｏｔａｌ ｌ（Ｓ ， Ｐ） 。我们通过对这 ２４ 种有效的三段论的主项和谓项的

［ １ ５］ＩＡＩ
－

３ ：ｓｏｍｅＣＭ ，Ｐ ） 且 ａｌ ｌＣＭ ，周延性的分析 ， 都得到同一个结论 ： 中项在前提

Ｓ） 々 ｓｏｍｅ（Ｓ ，Ｐ） 。中至少周延了一次。 这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一 。

［ １ ６］Ａｌｌ

—

３
：ａｌ ｌ（Ｍ ，Ｐ ） 且ｓｏｍｅ（Ｍ ，（ ２ ） 根据有效的三段论 ［０ １］ＡＡＡ

—

１的前

Ｓ） 々 ｓｏｍｅ（Ｓ ，Ｐ） 。提
ａｌｌ（Ｍ ，Ｐ） 和ａｌ ｌ（ Ｓ ，Ｍ ） 可知 ， Ｍ ｅＰ且Ｓ

［
１ ７ ］ＡＡＩ

－

３
：ａｌ ｌ（Ｍ ，Ｐ ） 且 ａｌ ｌ（ Ｍ ，ｅＭ ， 即 ，

Ｐ 的外延没有被全部断定 ， 而 Ｓ 的外延

Ｓ） 々 ｓｏｍｅ（Ｓ ，Ｐ） 。被全部断定 ， 故 Ｐ 不周延 ， Ｓ 周延 ； 而根据其结

［ １ ８］ＥＡＯ
－

３
：ｎｏ（Ｍ ，Ｐ ） 且ａｌ ｌ（ Ｍ ， 论ａｌ ｌ（Ｓ ，Ｐ） 可知 ，

Ｐ不周延 ， Ｓ周延 。 类似地 ，

Ｓ）ｍｏｔａｌｌ（Ｓ ， Ｐ ） 。有效的三段论 ［０２］（ＡＡＩ
－

１ ） 和 ［０３］Ａｌｌ
—

１

［
１ ９］ＩＡＩ

－

４
：ｓｏｍｅ（ Ｐ ，Ｍ ） 且 ａ ｌ ｌ（Ｍ ，的前提中 ， Ｐ 不周延 ， Ｓ 周延 ， 但其结论都不周

Ｓ）＝＞ ｓｏｍｅ（Ｓ ，Ｐ ） 。延 。 在有效的三段论 ［０４ ］ 、［ １ １ ］
？

［
１４

］ 、

［２
０］ＥＩＯ

－

４
：ｎｏ（ Ｐ ，

Ｍ ） 且ｓｏｍｅ（Ｍ ，［ １ ８］ 、 ［２０］ ，［２４］ 的前提中 ， Ｓ不周延 ，
Ｐ周延 ；

Ｓ）＝＞ｎｏｔ ａｌ ｌ（Ｓ ，Ｐ ） 。在其相应的结论中 Ｓ 也不周延 ， Ｐ 周延。 在有效

［２ １ ］ＡＡＩ
－

４
：ａｌ ｌ（ Ｐ ，Ｍ ） 且ａｌ ｌ（ Ｍ ， 的三段论 ［ １ ５］

？

［ １７］ 、 ［ １ ９］ 的前提中Ｓ 、 Ｐ都
Ｓ）＾ ｓｏｍｅ（Ｓ ，Ｐ） 。不周延 ； 在其相应的结论中 ， Ｓ 、 Ｐ 也都不周延 。

［２２］ＡＥＥ
－

４
：ａｌ ｌ（ Ｐ ，Ｍ ） 且ｎｏ（ Ｍ ， 在有效的三段论 ［０５］ 、 ［０７］ 、 ［０９］ 、 ［２２］ 的前

Ｓ）＾ｎｏ（Ｓ ，Ｐ） 。提中 ，
ｓ 、 ｐ都周延 ； 在其相应的结论中 Ｓ 、 Ｐ 也

［２ ３］（ＡＥＯ
－

４ ） ：ａｌ ｌ（Ｐ ，Ｍ ） 且ｎｏ（Ｍ ， 都周延 。 在有效的三段论 ［０６］ ，［０８］ 、 ［ １０］ 的

Ｓ）＾ｎｏｔａｌ ｌ（Ｓ ，Ｐ ） 。前提中 ，
Ｓ 、 Ｐ都周延 ； 在其相应的结论中 Ｓ不周

［２４］ＥＡＯ
－

４
：ｎｏ（ Ｐ ，Ｍ ） 且 ａｌ ｌ（Ｍ ， 延 、 ｐ周延 。 在有效的三段论 ［２ １ ］ 的前提中 ， Ｓ

Ｓ）－ｎｏｔａｌ ｌ（Ｓ ，Ｐ ） 。不周延 、 Ｐ周延 ； 在其相应的结论中 Ｓ 、 Ｐ都不周

—

基干广
＊

义量ｉ司 Ｉ里论的直兰
＂

二
＂延 。 在有效的二段论 １＾

２３］ 的 目 ！Ｊ提中 ， Ｓ 、 Ｐ 均周

段论推纖则的形式化ｓ析
对以上 ２４ 种有效二段论的主项和谓项的周延性的

在 ２ ５ ６ 种直言三段论中 ， 除了 以上所罗列分析可知 ： 在前提中周延的项 ， 在结论中可以周

的这 ２４ 种有效的直言三段论外 ， 其他都是无效延也可以不周延 ； 但是在前提中不周延的项 ， 在

的 。 仔细观察以上这 ２４ 种有效的三段论的形式结论中一定不周延 。 这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二 。

化表示 ， 笔者发现了这样的规律 ：这里需要说明 的是 ： 由 于三段论的结论 中

（ １ ） 在有效的三段论 ［０１］
？

［０３］ 的前提只含有主项和谓项 ， 而且根据 （ １ ） 的分析可

中都含有全称肯定命题 Ａ ， 即 ： ａｌｌ（Ｍ ，Ｐ） ， 根知 ， 有效三段论的 中项在前提中至少周延一次 ，

据广义量词的真值定义知 ：
Ｍ ｇＰ ， 即对中项 Ｍ因此 ， 在对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二进行验证时只

的全部外延进行了断定 ， 中项 Ｍ也都至少周延了需考察主项和谓项的周延性即可 。

一次 。 在有效的三段论 ［ ０４］
？

［ １ １ ］ 、 ［ １ ３ ］ 、（ ３ ） 不存 ＥＥＸ－Ｙ 或 ＯＯＸ－Ｙ（其中 Ｘ 是 Ａ 、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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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 Ｉ 、 ０ 命题中任意一种 ， Ｙ 表示第几格 ， 取四个亚氏量词的直言三段论的有效性和推理规则 。

值为 １ 、 ２ 、 ３ 、 ４ 中任意一个 ） 这样的有效的直这对于涉及直言三段论的推理的计算机实现以及

言三段论 ， 即 ： 两个否定的前提不能够得到结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都是极为重要的 口

论 。 这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三 。亚里斯多德认为 ， 从 ＡＡＡ—１ 、 ＥＡＥ
—

１ 这

（ ４ ） 在有效的三段论 ［０４］
？

［ １ ４ ］ 、 ［２０ ］两个三段论推理模式 ， 可 以推 出 除了预设了 主

以及 ［２２ ］
？

［ ２４ ］ 中 ， 前提中都含有否定的项存在的三段论以外的其他所有的有效 的传统

前提 Ｅ 或 ０ ， 其结论也都是否定的 ， 由此可见 ： 三段论的推理模式 。

？对此 ， 亚里斯多德主要借

两个前提中有一个是否定的 ， 结论也必然是否助换位法 、 归谬法和显示法等方法来加 以非形

定的 。 这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规则 四 。 根据同样式论证，那么 ， 我们是否可 以利用广义量词理

的道理 ， 可知 ： 如果结论是否定的 ， 前提之一 论 ， 对亚里斯多德的这一结论进行证实或证伪呢 ？

必是否定的 。 这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五 。如若能够证实的话 ， 将为直言三段论建立起一个

（ ５ ） 不存 ＩＩＸ－Ｙ 或 ＯＯＸ－Ｙ（其中 Ｘ 是 Ａ
、形式化且公理化的推理系统。 这将有利于计算机

Ｅ 、 Ｉ 、 Ｏ 命题中任意一种 ， Ｙ 表示第几格 ， 取科学中的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 ， 是一个非常有意

值为 １ 、 ２ 、 ３ 、 ４ 中任意一个 ） 这样的有效的直义的工作 ， 值得我们继续深人研究下去。

言三段论 ， 即 ： 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够得到结论 。

这就是三段论的推理规则六 。本文作者 ： 张晓君是四 川 师 范大学政教学院

（ ６ ） 在有效的三段论 ［ ０３ ］ 、［ ０４ ］ 以及副研究 员 ， 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哲学

［ １ １ ］
？

［２０］ 的前提中都含有特称命题 Ｉ 或 ０ ，系 ２０ １ １ 届博士 ； 林胜强是四川 逻辑学学会

其结论也含有特称命题 Ｉ 或 ０ 。 ｇ卩 ： 两个前提中副会长 、 四川 师范大学政教学院副教授

有一个是特称的 ， 则结论也是特称的 。 这就是责任编辑 ： 周 勤勤

三段论的推理规则七 。



四 、 结论与存疑 ①Ｄ．Ｗｅｓ ｔ ｅｒｓ ｔａｈａＫ
＂

Ｑｕａｎ ｔ ｉ ｆｉ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ｌａｎｄＮａｔ ｕ ｒａ ｌＬａｎ
？

ｇｕａｇｅｓ
＂

 ， ｉｎＤ．ＭＧａｂｂａｙＦ．Ｇｕｅｎｔｈｎｅｒ（ ｅｄｓ ．） ，Ｈａｎｄ
－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 出 ： 利用广义量词理ｂｏｏｋｏｆＰｈ ｉ ｌｏｓｏｐｈ ｉｃａ ｌＬｏｇｉｃ ，２
ｎｄＥｄ ｉ ｔ ｉｏｎ ，２００７

论的研究方法 ， 我们通过考察作为广义量词特例（ １４ ） ， ｐ．２２８ ．

的四个亚氏量词所涉及的不同论元集合之间的关②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逻辑教研室主编 ： 《逻辑学 》 ， 中 国人

系 ， 直观简洁而且形式化地证明或说明 了基于这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Ｓ 年版 ， 第 ９６ 页 。

Ｆｏｒｍａｌ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ｏｆＳｙ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ｕｌ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ｅ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ｏｊｕｎＬ ｉｎＳｈｅｎｇｑ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ｎｔｈｅｂａｓ ｉｓ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ｒｅｌａ 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ｔｈ 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ｏｃｕ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 ｌｓｅ
？

ｍａｎｔ ｉ ｃｐｒｏｐｅｒｔ 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ｅｎｔ ｉ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 ｔ ｉ ｃｓｏｆＡｒｉｓｔｏｔｅ ｌ ｉａｎｑｕａｎｔ ｉ ｆｉｅｒｓｗｈ ｉｃｈａｒｅｉｎ
？

ｓｔａｎｃｅｓ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 ｌ ｉｚｅｄ

ｑｕａｎｔ ｉｆ ｉｅｒｓ ．Ａｎｄｔｈｅｎｉ ｔａ ｉｍｓｔｏｆｏｒｍａ ｌ ｌｙ
ｒｅｖｅａ ｌｈｏｗｏｕｒ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ｎｇ

ｏｆｓｙｌ ｌｏｇｉｓｔ ｉｃ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ｒｕｌｅｓｍａｙ
ｂｅｎｅｆｉ ｔｆｒｏ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ｅ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ｔｈｅｏｒｙ．Ｔｌｉｉｓｓｔｕｄｙ

ｗｉ ｌ ｌｍａｋ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 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ｒｓｔ
－

ｏｒｄｅｒｌｏｇｉｃ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ｚｅｄ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

ａｎｄｗｉｌｌｈａｖ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 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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