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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的函数2自变元理论及其对

现代逻辑和语言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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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弗雷格在创立现代逻辑的过程中提出了新的函数的说明# 他认为!函数是不饱和的"需要补充的(当自变元

补充函数时!就形成完整的整体# 根据自变元的类型!函数可以分为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 函数2自变元理论是概

念与对象分析的基础!是弗雷格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理论前提和关键方法# 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是区分一阶概念

和二阶概念的基础!弗雷格由此构造了量词理论!从而创立了现代逻辑# 同时!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基本方法是逻辑

分析!弗雷格的函数2自变元理论是逻辑分析的理论基点!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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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弗雷格是现代逻辑的创始人#他于 '*13 年发

表'概念文字(#构造了第一个谓词演算系统#标

志着现代逻辑的诞生% 同时#弗雷格也是分析哲

学和语言哲学的开创者#他运用现代逻辑的方法

对语言进行哲学分析#提出了意义理论#开创了分

析哲学和语言哲学% 但是#学界一般关注弗雷格

所构造的逻辑系统本身#对于弗雷格之所以能构

造出现代逻辑系统的关键方法和理论前提关注不

够/学界也一般都认识到逻辑分析是分析哲学和

语言哲学的基本方法#但对于逻辑分析的理论基

点和具体内涵缺乏较为深入的论述% 本文基于弗

雷格本人的原始文献#通过对弗雷格函数2自变

元理论的全面而系统的阐释#一方面论证了函数

2自变元理论是弗雷格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理论

前提#揭示出该理论对于构造现代逻辑的方法论

意义/另一方面论证了函数2自变元理论是弗雷

格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点#阐释了逻辑分析方

法的具体内涵%

一4弗雷格的函数2自变元理论

基于对当时数学分析领域流行的)函数*定

义的批判#弗雷格创造性地提出了函数2自变元

理论%

!一"对传统函数观点的反驳

)函数*一词最早出现在数学分析领域中#当

人们被问及函数是什么的时候#人们会给出如下

回答!)/的一个函数指一个含 /的解析表达式#

一个含有/这一字母的公式%*例如#)/

!

c

/*这个

表达式就是/的一个函数% 弗雷格认为#对于函

数的这种解答不能令人满意#这种定义实际上是

将函数表达式和其所表达的东西相等同% 持有上

述观点的人会认为#自变元 /是函数一个必不可

少的组成部分%

弗雷格认为#传统关于函数的定义存在的主

要问题是没有区分函数和函数表达式% 在他看

来#)人们并非总是明确区别符号和符号表达

物*

!

#而符号和符号所表达的东西是不同的%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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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字符)6*和数 6 显然是不同的#字符)6*是对

数 6的一种表达% )6*这个字符是具体的#数 6

则是抽象的% 我们能够谈论数 6 是个偶数#具有

被 !整除的性质#而不能说字符)6*具有上述性

质% 不仅如此#弗雷格还认为#表达式的差异并不

能说明被表达东西的差异% 例如#对于数 6 这个

对象#我们可以用)"

c

'*和)!

!

*等不同表达式对

其进行表达#虽然在表达方式上具有明显的差异#

但它们却表达了相同的对象% 同一对象的不同表

达方式#是相应于人们对该对象的不同方面的认

识和理解而形成的% 弗雷格指出#人们一般没有

区别函数表达式和函数本身#直接把函数表达式

看做函数本身% 而函数与函数表达式之间也是表

达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

在弗雷格看来#传统关于函数的定义存在的

另一个问题是#把自变元符号看做函数表达式的

一个部分#从而把自变元本身看做函数的一个部

分% 这样就不能揭示函数的本质#同时也混淆了

函数和数% 例如#)-/

!

c

/.这个表达式就是 /的

一个函数*这种表达#本身就混淆了函数和函数

表达式% 表达式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函数是意

谓层面的东西#是语言所表达的东西#二者不可混

淆% 此外#该表达式中的)/*也不是函数表达式

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按照传统的函数定义#就

会导致把函数和数"自变元$混淆起来%

!二"函数的本质及自变元和函数值的扩大

弗雷格对于函数和自变元的认识#也有一个

不断深入的过程% 在'概念文字("'*13$一书中#

弗雷格通过对一个表达式内部结构的分析#界定

了函数和自变元% 弗雷格说!)当我们认为一个

表达式以这种方式发生变化时#它就可以分解为

表现这种关系整体的固定组成部分和可以被认为

由其他符号替代的符号#而且这个符号指称处于

这种关系中的对象% 我称第一个组成部分为函

数#称第二个组成部分为它的自变元%*

!一个表

达式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固定组成部分是函数/由

其他符号替代的符号是自变元% 这里我们看到#

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还没有严格区分符号和

符号的意谓#固定组成部分不是函数#而是函数表

达式#由其他符号替代的符号也不是自变元#而是

自变元符号% 但是#弗雷格已经从相对固定的部

分来看待函数了% 在弗雷格看来#把一个表达式

的哪个部分看做固定组成部分#这依赖于人们的

理解#)这种区别与概念内容毫无关系*

"

%

在'函数和概念("'*3'$一文中#弗雷格通过

对函数解析式的分析#明确地论述了函数和自变

元% 在弗雷格看来#函数解析式可分为自变元符

号和函数表达式两个部分#前者表示自变元#后者

表示函数/自变元符号并不是函数表达式的组成

部分#同样#自变元也不是函数的组成部分% 函数

表达式中出现的)/*#按照弗雷格的理解#它不是

自变元符号#它的主要功能是对函数表达式本身

所带有的空位进行标示#即我们可以用自变元符

号对这个空位进行填充% 因为函数表达式是带有

空位的#因而其所表达的函数也是带有空位的/空

位表达函数的不饱和性和需要补充的特征% 在

'什么是函数("'3#6$一文中#弗雷格说!)用空括

号可以使这种需要补充的特征变得明显%*

#同

时#用空括号)最适宜避免由于将自变元符号看

做函数符号的一部分而产生的混乱*

$

% 例如#对

于函数表达式)/

!

c

6/*#其实可以改写为)" $

!

c

6

e

"$*#它表达函数" $

!

c

6

e

" $% )" $*表达的是

函数所带有的空位#同时也避免了误以为字母

)/*是函数表达式的一部分这种情况% 这样#当

我们以符号)!*和)"*对函数表达式所带有的空

位进行填充时#就分别形成函数解析式!)!

!

c

6

e

!*和)"

!

c

6

e

"*% 弗雷格指出!)正是这些表达式

的共同因素包含着函数的本质%*

%由此#我们不

难发现#)!

!

c

6

e

!*和)"

!

c

6

e

"*拥有一个共同的

部分!)"$

!

c

6

e

" $*#而这正是函数表达式#它表

达了某个特定的函数"$

!

c

6

e

"$#并体现了函数的

6!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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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饱和性&需要补充的本质% 弗雷格说!)函数的

本质#即它们的不饱和性%*

!当我们对空位用自

变元进行填充#自变元与函数就会构成一个完整

的整体#相应于每个不同的自变元#函数就会具有

某个特定的值#即相应于那个特定自变元的函数

的值% 由此弗雷格对于函数值做了界定!)我们

称以某个自变元补充这个函数所产生的结果为这

个自变元的函数的值%*

"当然弗雷格也谈到#在

数学中人们一般不使用空括号#而是习惯使用

)/*等字母#比如仍然使用)/

!

c

6

e

/*表示函数#但

弗雷格指出#如果使用字母而不使用括号#那么就

必须不把字母)/*看做自变元符号#而把它的作

用看做是标明自变元的位置%

弗雷格认为#存在着一类特殊的函数#即无论

以什么样的自变元对其进行填充时#它们总得到

某个相同的函数值% 这类函数的存在对于我们认

清函数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例如#对于函数

表达式)!

c

/

2

/*#无论我们用什么自变元对其进

行补充#它们的函数值总是 !% 但是#弗雷格指

出#)!

c

/

2

/*和)!*二者之间具有重要区别!前者

表达的是函数#而函数是不饱和的% 而字符)!*

表达的却是数 !#它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函数解

析式由自变元符号和函数表达式两部分组成#它

们分别表示自变元和函数% 自变元符号是完整

的#它所表示的自变元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因为自

变元是一个数#数是饱和的% 而函数表达式是带

有空位的表达式#是不完整的#因此它所表达的函

数也是不完整的#是不饱和的% 因而数与函数之

间存在本质的差别% 以上讨论#弗雷格主要是围

绕算术中的函数和自变元展开的%

在对函数概念加以明确界定的基础上#弗雷

格扩展了函数运算符号&自变元符号&函数表达

式#进而扩展了自变元&函数和函数值的范围%

首先#借助增加函数运算符号#弗雷格扩展了

函数表达式的范围% 弗雷格将)

f

*)g*)h*等运算

符号引入函数表达式#构造出了几种新型函数表达

式% 例如#)/

!

f

'*这种函数表达式% 它所表达的

函数是!"$

!

f

'% 面对这样的函数#人们要解决的

问题是!当我们以不同的数作为自变元对其所含的

空位进行填充时#该函数的函数值是什么% 我们分

别以2

'#' 和 ! 作为自变元进行填充#所形成的结

果分别是!"

2

'$

!

f

'#"'$

!

f

'和"!$

!

f

'% 对应于2

'和 '这两个自变元#该函数的函数值为真#而对

应于 !这个自变元#其函数值为假% 因此#由于引

入了)

f

*#可以形成一类函数表达式#其所表达的

函数的函数值不是真就是假% 这类函数的自变元

可以是数#但函数值却是真值%

基于函数值为真值的函数的讨论#弗雷格就

从数学中的函数过渡到逻辑中的概念#从数学语

言的分析过渡到自然语言的分析% 对于 /

!

f

' 这

个函数#当其自变元为 ' 时#函数值为真#可以把

它表达为!)'是 '的平方根*或者)' 属于 ' 的平

方根这个概念*/当其自变元为 ! 时#函数值为

假#可以把它表达为!)!不是 '的平方根*或者)!

不属于 ' 的平方根这个概念*% 由此#我们不难

发现#逻辑学中称为概念的东西就和数学领域中

称为函数的东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弗雷格说!

)人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一个概念是一个其值

总是一个真值的函数%*

#因此#" $

!

f

' 这个函数

具有这样的特征#无论以什么数作为自变元#其函

数值总是真值#因此它是一个概念#即 '的平方根

这个概念% 总之#弗雷格由此达到了由数学语言

向逻辑语言扩展的目的#并实现了对逻辑领域中

概念的分析%

弗雷格不仅扩大了函数的范围和函数值#而

且还扩大了自变元的范围#认为所有对象都可以

作为自变元#这一点体现在对自然语言的断定句

的分析中% 在弗雷格看来#数学中的等式实质上

就相应于自然语言中的断定句#真或假就是这个

断定句的真值% 弗雷格认为#一个断定句可以看

做一个函数解析式#我们可以像分析函数解析式

那样来分析断定句#即将一个断定句分为完整的

部分和不完整的部分% 例如#)凯撒征服高卢*这

个句子可以分析为)凯撒*和)"$征服高卢*两个

部分% 按照弗雷格的说法#前者是专名#是完整的

整体#表示一个对象/后者是谓词#是不饱和的&带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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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位的#表示一个概念% 从函数与自变元的观

点看#也可以把上述句子分析为由自变元符号和

函数表达式两个部分构成#其中)凯撒*和)" $征

服高卢*分别是自变元符号和函数表达式#分别

表示自变元,,,凯撒这个人和函数,,," $征服

高卢#因为后者是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函数#因此

是一个概念% 因此#弗雷格就把一般的专名看作

自变元符号#一般的谓词看作函数表达式#从而把

一般的对象作为自变元#一般的概念作为函数#扩

大了自变元和函数的范围%

除了可以把真值作为函数值外#弗雷格还把

对象作为函数值% 例如#)中国的首都*这个表达

式可以分析为)中国*和)" $的首都*两部分#前

者是专名#是自变元符号#后者)" $的首都*则是

不饱和的#是函数符号% 当我们以 )中国*对其进

行填充时#则其函数值为北京这个对象% 这里#弗

雷格其实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函数#一种函数其函

数值为真值/另一种函数其函数值为对象% 这样

就把对象也作为函数值加以扩展了% 弗雷格区分

这两种函数具有重要的意义#函数值为真值的函

数就是概念#其在自然语言中的表达为谓词#谓词

是不完整的#需要补充的/当用专名补充这个谓词

时#就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因此这种函数直接

与真值相关#与句子相关% 而函数值为对象的函

数#与语词有关#不涉及真假%

弗雷格认为#我们除了可以以对象作自变元

对函数进行填充外#还可以用不饱和的函数作自

变元对某个函数进行填充#便形成了不同层次的

函数!)正像函数和对象是根本不同的一样#其自

变元是并且必定是函数这样的函数和其自变元是

对象并且不可能是其他任何别的东西这样的函

数#也是根本不同的% 我称后者为第一层函数#称

前者为第二层函数% 我同样区别出第一层概念和

第二层概念%*

!通过对函数和自变元的这一扩

展#弗雷格在概念分析过程中#做出第一层概念和

第二层概念的划分#并由此探讨了)一个概念处

于一个更高的概念之下*

"这种逻辑关系#进而探

讨了量词以及量词和谓词的关系% 可见#)弗雷

格对于函数的扩展是十分重要的*

#

%

二4弗雷格的函数2自变元理论对于

现代逻辑和语言哲学的影响

弗雷格基于其函数2自变元理论#通过函数

与自变元的关系#刻画了概念和对象以及二者的

关系#从而揭示了语句的逻辑形式/并且基于第一

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的关系#刻画了量词的性质%

正是基于以上创造性的研究#弗雷格构建了第一

个一阶谓词演算系统% 弗雷格运用现代逻辑进行

语言分析#开启了分析哲学思潮#可以说#弗雷格

的函数2自变元理论#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论

基点%

!一"概念与对象的区分)))基本逻辑关系

的刻画

弗雷格逻辑分析的基本对象是概念和对象的

关系% 弗雷格基于函数2自变元的理论严格区分

了逻辑中的概念和对象%

弗雷格对于函数的刻画#是为了分析概念%

在'数学中的逻辑("'3'6$一文中#弗雷格说!)可

以将概念理解为函数的一种特殊情况%*

$概念是

一种特殊的函数#是一个其值总是真值的函数%

概念既然是函数#因此概念也是带有空位的#不饱

和的#需要补充的% 概念具有函数的一般性质#只

不过其函数值总是真值% )概念和函数的本质#

即它们的不饱和性%*

%

)概念就其本质来说是谓

述性的%*

&概念的谓述性#即概念的不饱和性%

因此#通过刻画函数的性质#弗雷格刻画了概念的

性质% 从函数过渡到概念#这一步很重要#因为概

念与真值联系起来#而真值是句子的意谓#这样就

可以进入到对于句子的分析% 达米特认为!)弗

雷格关于概念本质上是函数的观点44包含了天

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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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的洞见%*

!

进而#依据对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的区

分#弗雷格区分了第一层概念和第二层概念% 第

二层概念以第一层概念作自变元#弗雷格把前者

称为二阶概念#把后者称为一阶概念% 对于二阶

概念#弗雷格主要论述了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

总之#关于概念的论述#是以关于函数的论述为基

础的%

弗雷格认为#关于对象这个概念#不能给出一

条严格的定义% 因为对象是十分简单的东西#不

能对其进行逻辑分析% 他说!)对象是一切不是

函数的东西#因此它的表达不包含空位%*

"这里

关于对象的说明#也是基于函数和自变元的区分

的% 对象是完整的整体#与函数完全不同% 因为

概念是一种特殊的函数#对象和概念也就完全不

同% 基于这样的认识#弗雷格把一切不是函数的

东西都称为对象#比如#数字符号所表达的抽象的

数是对象/专名的意谓是对象/句子的意谓,,,真

值也是对象/等等% 区别一个表达式所表达的是

否是对象#关键看该表达式是否带有空位%

弗雷格强调#在哲学研究和逻辑研究中#都应

该明确地区分概念和对象% 在'算术基础(一书

中#弗雷格把)绝不要忽略概念和对象的区别*

#

作为哲学研究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因为#概念

和对象的关系#即一个对象是否处于一个概念之

下的关系#是最为基本的逻辑关系% 其他所有的

逻辑关系#包括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概念和概

念之间的关系#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之间的关系#

都以概念与对象的关系为基础#离开了这种关系#

其他逻辑关系就无法得到说明% 而逻辑研究的重

要任务就是分析出句子中所包含的逻辑关系#只

有正确把握了逻辑关系#才能揭示句子的逻辑

形式%

弗雷格认为#不仅概念和对象要加以明确区

分#而且一个对象和一个概念的关系必须是确定

的#或者说#概念的界线必须是明确的% 弗雷格从

对于函数符号的要求来说明这一点% 关于函数符

号的基本要求是!)每个一元函数符号必须如下

解释!每当用一个有意谓的自变元符号进行补充

时#就得出一个意谓% 每个二元函数符号必须如

下解释!每当用一些有意谓的自变元符号进行补

充时#就得出一个意谓%*

$这就是说#从语言的层

面说#函数符号被自变元符号补充时#所形成的完

整的表达式必须有一个意谓3 从意谓的层面上

说#函数被自变元补充时#必须产生一个函数值%

否则#函数就不是确定的% 因为概念是其值总是

真值的函数#因此#对于概念来说#当用对象作为

自变元进行补充时#也必须产生一个函数值#即真

值% 否则#概念就不是确定的% 弗雷格说!)必须

明确限定概念/就是说#每个对象必须要么处于一

个概念之下#要么不处于这个概念之下% 不允许

出现不确定的情况%*

%当一个对象处于一个概念

之下时#所形成的函数值就是真#否则就是假% 这

样#弗雷格就通过对于函数的逻辑要求说明了对

于概念的逻辑要求%

不仅如此#弗雷格认为!)由此产生对概念符

号的要求% 这样一个符号在被一个专名补充时#

必然总产生一个句子% 而且这个句子总是表达一

个要么真要么假的思想%*

&概念符号就是一种特

殊的函数符号#其意谓是一种特殊的函数,,,概

念% 而专名是自变元符号#表示一个对象% 从语

言层面上说#由一个专名补充一个概念符号#就形

成一个句子#这个句子表达一个思想% 从意谓层

面上说#当用一个对象作为自变元去补充一个函

数"概念$时#相应于这个对象的函数的值就是

真值%

弗雷格基于函数和自变元的说明#明确地说

明了概念和对象#并且通过对于函数的逻辑要求#

说明了对于概念的逻辑要求% 对象和概念之间的

关系是最为基本的逻辑关系% )从函数结构的角

度来看待句子44 我们不仅可以认识到一个对

象处于一个概念之下这样基本的逻辑关系# 而且

可以认识到所有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化归为对

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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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处于概念之下的关系%*

!弗雷格正是基于这个

基本的逻辑关系#刻画了其他所有的逻辑关系#从

而建立了现代逻辑体系%

!二" 一阶概念和二阶概念的区分)))量词

理论的构建

弗雷格应用其函数2自变元理论#尤其是关

于第一层函数和第二层函数的思想#深刻地刻画

了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构建了量词理论% 弗雷

格认为#全称量词)所有*是一个二阶函数表达

式#表达一个二阶函数% 该函数所带有的空位要

用一阶概念作为自变元来填充#而其值总是真值#

因此是一个二阶概念% 因此#全称量词)所有*是

对一阶概念表达式,,,谓词的限制% 例如#对于

)所有鲸鱼都是哺乳动物*这个句子来说#弗雷格

认为#它可以分析为!)对所有的 /#如果 /是鲸

鱼#那么 /是哺乳动物%*这里#)/是鲸鱼* )/是

哺乳动物*是谓词#表达"一阶$概念#用现代逻辑

的符号可分别表示为!9/#7/#它们只能以对象为

自变元补充#其函数值为真值% 而)对所有的 /*

则是全称量词#表达二阶概念#用现代逻辑的符号

可表示为!

!

/"$/可以以一阶概念作为自变元补

充#其函数值为真值% 它是对 9/和 7/这两个一

阶概念的自变元范围的限制#上述语句可以用现

代逻辑符号表示为!

!

/"9/

"

7/$% 这样#弗雷格

就利用函数2自变元理论清晰地刻画了全称量

词#也刻画了全称命题的逻辑形式%

特称量词)有的*表达存在#因此也称为存在

量词% 与全称量词相似#它也是一个第二层函数

表达式#表达一个第二层函数#其所带有的空位需

要第一层函数作为自变元来填充/因其函数值总

是真值#从而是一个二阶概念#其所带有的空位需

要一阶概念来填充% 因此#存在量词可以对一阶

概念进行限定% 弗雷格说!)我谈到对于一个概

念所断定的性质并且我允许让一个概念处于一个

更高的概念之下% 我称存在为一个概念的性

质%*

"例如#对于)存在四的平方根*这个语句来

说#)四的平方根*是一阶概念词#表达一个一阶

概念/用现代逻辑的符号可表示为!9/#只能以对

象为自变元补充#其函数值为真值% 而)存在*是

二阶概念词#表达一个二阶概念!存在"$/用现代

逻辑的符号可表示为!

!

/"$#只能用一阶概念作

为自变元来补充% 当它用四的平方根这个概念作

为自变元补充时#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存在

四的平方根% )存在四的平方根*这个语句是关

于四的平方根这个概念的断定#它断定! 四的平

方根这个概念不是空的#或者说#有对象处于四的

平方根这个概念之下% 该语句用现代逻辑的符号

可以表述为!

!

/"9/$%

由上可见#弗雷格基于函数2自变元理论准

确刻画了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从而为全称命题

和存在命题以及所有包含量词的命题#提出了新

的分析方法#给出了新的逻辑形式的刻画#从而为

处理涉及量词的命题之间的逻辑推理提供了前

提% 弗雷格构造的量词理论#是现代逻辑的标志

性成果#也是弗雷格逻辑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

!三" 函数)自变元模式)))逻辑分析的

基点

基于函数2自变元理论#弗雷格不仅创立了

现代逻辑#而且还运用逻辑分析于哲学研究#开启

了哲学研究中的)语言转向*#开创了分析哲学和

语言哲学% 语言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语言表达式

尤其是句子进行哲学分析#揭示句子的意义#从而

对哲学问题提出解答% 其运用的主要方法是逻辑

分析% 而其主要目的是!刻画句子的逻辑形式#从

而揭示句子所表达的逻辑关系% 在弗雷格看来#

如果不能深入地揭示句子所表达的逻辑关系#我

们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句子的意义%

以往传统逻辑对于句子的分析主要采取主

词2谓词模式#由于其自身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无

法刻画表达关系和含有量词的句子% 弗雷格打破

了传统逻辑对于句子的主词2谓词分析模式#基

于函数2自变元理论#提出了函数2自变元分析模

式#并基于此创立了现代逻辑#从而对于句子的分

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弗雷格相信!

)用自变元和函数这两个概念替代主词和谓词这

两个概念将能经受住长时间的考验%*

#可以说#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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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格的函数2自变元理论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理

论基点% 哲学发展的历史表明#正是因为弗雷格

的函数2自变元理论为分析哲学提供了新的逻辑

分析方法#推动了)语言转向*#从而在 '3 世纪末

和 !#世纪初引发了强大的分析哲学的思潮%

三4结语

弗雷格的函数2自变元思想对于现代逻辑具

有奠基性的理论意义#它是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论

基点% 弗雷格对于当时流行的函数的概念进行了

批判#认为应该区分函数表达式与函数表达式所

表达的函数本身#应该区分函数表达式与自变元

符号#前者不包含后者#因此函数不包含自变元作

为自己的构成部分% 函数是带有空位的&不饱和

的&需要补充的/自变元是完整的整体% 当自变元

补充函数时#就形成完整的整体#对应于特定的自

变元#函数就具有一个函数值% 区分函数和自变

元#就能区分概念和对象% 对象和概念的关系是

最为基本的逻辑关系#因此可以刻画全部的逻辑

关系% 一阶函数和二阶函数是区分一阶概念和二

阶概念的基础#基于此弗雷格探讨了全称量词和

存在量词这两个二阶概念#构造了量词理论#从而

创立了现代逻辑% 弗雷格运用函数2自变元模式

对语言进行分析#从而开启了分析哲学的思潮%

因此#探讨弗雷格函数2自变元理论#对于深入理

解弗雷格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理论前提和关键方

法&深入把握其逻辑分析的具体内涵#都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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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JF?F-%.ADJE-DAD>FD>F%JK%GaEB.D&G&FJA# B.$ -JFBDFAH%$FJ. M%?&-(V>FJFG%JF# WJF?FTD>F%JK%GGE.-D&%.@B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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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M%A%I>K%GMB.?E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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