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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从弗雷格开始的现代逻辑#包括命题逻辑%谓

词逻辑%模态逻辑以及它们的变化和发展#素来是

以命题为基本关注点#而命题在语言形态上主要

表现为陈述句#所以逻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

以陈述句为研究对象& 这种传统可以追溯至亚里

士多德#无论是直接推理还是三段论#基本成分都

是直言命题#或者说是陈述句& *形而上学+ *论

题篇+中也有一些与问题"问句$有关的内容#但

它们更多的是从认识论和论辩的角度进行讨论#

对后世影响不大!

&

弗雷格区分了句子的涵义 "德文原文是

'H'//($和意谓"德文原文是'X8%8?9?/E($#主张

在意谓层考虑句子的真值"

#奠定了现代逻辑的

基础& 大部分问句不能用真值条件评估#从而长

时间被排除在逻辑传统之外& 但问句是自然语言

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之

一#也是交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世纪 +$ 年代末 >$ 年代初#国内已有许多

学者研究问题"问句$逻辑#如王雨田#

%秦豪$

%

宋文淦%等& 进入新世纪后#问题"问句$逻辑的

关注度渐渐下降#但近些年又开始有研究者关注

这一领域#如颜中军&

%吴宝祥'

& 然而这些研究

都没有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要研究问题"问句$逻

辑#是否有必要从逻辑角度研究问题"问句$,另

一方面#尽管宋文淦(

%吴宝祥有涉及国外的问题

逻辑研究情况#但它们要么时代久远#缺少新的研

究进展#要么内容不够全面&

因此#下文会首先论证从逻辑角度研究问题

"问句$的必要性& 由论证过程可以得出!"#$问

句可以如陈述句般改变对话的语境信息,"!$不

同的问题"问句$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

")$刻画问题"问句$的逻辑语义时#问题的'解

决(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其次#论文会较为全

面地考察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或方法#提炼它们

的核心思想& 最后#论文会以问题的'解决(为标

准衡量各个理论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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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必要性分析

假如你在中午时分遇上一个朋友#你问他

'你上午做什么了(#他回答 '我上午读了些报

纸(#那么可以较为合理地得出#你的朋友上午没

做过其他事情#如打扫卫生%去公园溜达& 若是你

问他'你上午读些什么了(#他回答'我上午读了

些报纸(#那么就不能再得到相似的推断& 同一

个陈述句'我上午读了些报纸(#它表达的命题#

在第一个语境中能推断出某些结论#在第二个语

境中不能得到相似的推断#说明语境信息发生了

改变#而两个简单对话的唯一区别是提出的问题

不同#这说明问题有塑造语境信息的功能#不同的

问题可以呈现不同的语境信息#就如命题一样&

#A(你上午做什么了+

#X(我上午读了些报纸$

!

上午没

有打扫家务!没有去公园散心$

#.(你上午读什么了+

#%(我上午读了些报纸$ /&/

!

上午

没有打扫家务!没有去公园散心$ "简

单用 /&/

!

表示推不出$#

不仅如此#不同的问题之间也可能有着非常

紧密的联系& 一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需要考虑

以后的人生走向#此时他面对人生中一个极其重

要的问题!'是继续读研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走上

工作岗位0(为了理性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会分析

'此时有没有好的工作机会0( '有没有保研机

会0('如果不能保研#能不能顺利考上0('科研能

不能给自己带来乐趣0(等等&

!A(继续深造+ 还是工作+

!X(有没有好的工作机会+

!.(有没有保研机会+

!%(能不能顺利考上+

!8(喜不喜欢科研+

这种理性思考的进程说明#人们在解决某个

问题时#会依赖对其他问题的解决& 这种依赖关

系与命题间的逻辑蕴含"'TCFV$关系相似& 对于

蕴含关系#我们说'如果一个命题 C 是真的#那么

命题 b也是真的(#对于问题间的依赖关系#可以

说'如果能够解决某个问题 d

#

#那么也能解决某

个问题d

!

(& 可以发现#科学研究过程中人们会

大量地使用这种思维方式& 假如某个实验失败#

实验人员想要找出实验失败的原因#通常他们会

检查各种参数#如温度%湿度%气压%材料比例等

等#一一排查& 总结起来就是#如何解决问题 )A

依赖对问题 )X%).等的解决&

)A((实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X((实验温度是否合适+*

).((实验湿度是否合适+*

))

在现实生活的应用场景中#我们也能看到相

似的例子& 当今社会正在步入智能时代#各种各

样的智能设备层出不穷& 许多设备已经在日常生

活中有广泛应用#以简单的声控灯为例& 一个人

步入走廊#廊道很黑#他知道廊道安装了声控灯#

那么此时他会跺跺脚#以使照明灯变亮& 这个过

程中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关系#灯亮还是不亮与所

造成的声音大小有关#如果造成的声响是S分贝#

大于声控灯的阈值A#SeA#那么灯会亮#如果SfA#

那么灯不亮& 也就是说#灯会不会亮与声响之间

有种依赖关系#即#问题'灯会不会亮(的结果依

赖问题'声响S是否大于A0(的结果#本例中这种

依赖关系具体表现为 ".和 "% 两个逻辑蕴含关

系& 换句话说#".和 "% 两个蕴含关系可以视为

"8在情景中的具体化#两个逻辑蕴含关系 C

"

b

和gC

"

gb 可以整合成一个依赖关系#0 C

"

0 b&

"A(声控灯会不会亮+

"X(跺脚声响 S有没有超过声控灯

阈值A+

".(如果SeA!那么灯亮 "C

"

b#

"%(如果SfA!那么灯不亮 ""C

"

"b#

"8(+ C

"

+ b

由此#通过对日常对话%日常思维%科学思维

和现实应用四个维度的分析可以得出!"#$问句

作为日常语言常见的表达形式之一#与陈述句一

样#能够传递信息#对塑造语境有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 "!$无论是在日常思维中#还是在科学思维

中#人们想要解决某个问题 d时#时常会将其转

化成对相关问题d

#

#6#d

'

的解决#一当解决了问

题d

#

#6#d

'

#那么也就解决了问题 d& 这就构成

了d与 d

#

#6#d

'

之间的依赖关系#d

#

#

6

#

d

'

"

d& 这种问题间的依赖关系与经典逻辑中的蕴

含关系非常相似#C

#

#

6

#

C

'

"

C#即#如果命题

C

#

#6#C

'

是真的#那么命题 C 也是真的& ")$不

同的是#经典逻辑中的核心概念之一'真(被换成

了概念'解决(#这也说明#如果想要从逻辑角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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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问题"问句$%刻画问题之间的依赖关系#概

念'解决(的使用将会居于重要地位&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从逻辑角度研究问题

"问句$很有必要%很有意义& 语言层上#问句是

最重要的语言表达形式之一#如果能用逻辑理论

成功地刻画问句#将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

语言#而这一点对让机器来理解自然语言有着非

凡的意义#也就是对计算机科学中的自然语言处

理技术有着重要意义& 思维层上#问题"问句$在

整个人类思维活动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部分#如果

逻辑能成功地刻画问题%问题间的关系#逻辑学家

就能用逻辑表达式呈现更多的思维结构& 又鉴于

问题间的依赖关系与命题间的蕴含关系如此相

似#表明用逻辑来刻画问题 "问句$是很有可

能的&

接下来#我们将会较为全面地考察#自 !$ 世

纪 *$ 年代开始#在逻辑研究的长河里#研究者们

提出的一些有影响力"或有过影响力$的解释问

句"问题$的理论或方法& 这些理论或方法主要

由逻辑学家和形式语义学家提出& 当然#不可能

用一篇论文讨论清楚各个理论或方法的全部细

节& 我们旨在提炼它们的核心思想#而后以概念

'解决(对它们做出衡量& 整个论述过程中会遇

到一些语言实例#这些实例都将以英语形式呈现#

因为各种理论或方法都来自英语世界#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研究它们是否适用汉语& 尽管

从逻辑层面说#不同语言应该差别不大#但以英语

作为语言实例#也许能更好地理解各种理论或

方法&

二4问句的语义理论

!一"答案集方法

关于问句的解释#!$ 世纪 *$ 年代开始#才慢

慢引起较大范围的关注& [ATXF'/ 首次提出理解

问句的几条假设!

!

$

4问题的答案是命题$

$

4明白了答案是什么就等于明白

了问题$

$

4问题的可能答案之间相互排

斥!所有可能答案构成一个完全集$

后来受R&/9AE?8

"把英语视为形式语言的影

响#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具体#[ATXF'/

# 认为 R&/G

9AE?8的方法能扩展应用到更大的英语片段#即能

为问句设立对应的句法结合规则和语义运算规

则& [ATXF'/ 认为英语中的基本疑问词 'I7&(

'I7A9(等#在句子中的位置可与专名相同#如

'O7&IAF0H0(与'RA:VIAF0H((#可以作为一元动

词的论元#如'%&8HI7A9(#可以起到形容词效果#

如'&@I7A90'/%(#等等& 所以#他认为这些基础

疑问词能非常好地适用于 R&/9AE?8提出的范畴&

但他也认为'I7&(与'RA:V(还是不同#'RA:V(作

为专名指称单个对象#4RA:V5

h

T"加上一对方括

号是为了区分词语与词语表达的对象#4RA:V5是

词语'RA:V(表达的对象#T是语境或模型中具体

的指派$#'I7&(虽然与专名位置相同#但它不是

指称某个具体对象#而是指称一定的对象群体#即

论域中所有可能的对象#4I7&5

h

9T# -# X 6:&

在这种解释下#当'RA:VIAF0H((表达单个命题时#

'O7&IAF0H0(表达可能命题的集合#即它所有可

能答案的集合"如表 #所示$&

表 #4[ATXF'/解释中疑问词与专名的对比

RA:VIAF0H( \= O7&IAF0H0

4RA:V5

h

T \= I7&

h

9T# -# X6:

4RA:VIAF0H5

h

IAF0i"T$ \=

4I7&IAF0H5

h

9IAF0i"T$#

IAF0i"-$# IAF0i"X$":

44"IAF0"用来表示语境或模型中'IAF0H(的具体解释$

<A:99?/8/

$提出了异议#认为问句表达所有

正确答案的集合而不是可能答案集合& 他指出

[ATXF'/的分析只涉及直接问句#没有任何关于

间接问句的讨论& 间接问句又叫嵌入问句"8TG

X8%%8%$#问句作为成分植入某些动词后面#如'K

AH08% I7&IAF0H(& <A:99?/8/ 认为任何关于问句

的理论都应该能同等地解释直接问句和间接问

句#而某些动词会对后面的成分施加限制#如

'0/&I('@'/% &?9(等动词会要求后面的成分具备

真的属性# 'K0/&II7&IAF0H( 'K@'/% &?9I7&

*)

!

"

#

$

[ATXF'/ WJ(' d?8H9'&/H((>?2%#3*32/3, @(?#,3*(<'&/*(2()&7# #>*+# )1")$!#*>

3

#1+(

R&/9AE?86('j/EF'H7 AHAc&:TAFJA/E?AE8((K/ ;:?/&\'H8/9'/'"8%($# A/,0?300/,"**3 2(./"%3 ","**3 %".,/.3BC6/D/(,/6/-(EE?,/%F(

#>2$# CC(#++

3

!!#(

[ATXF'/ WJ('d?8H9'&/H'/ R&/9AE?8j/EF'H7((G(?,63%/(,2(<A3,0?30"# #>2)# #$"#$! "#

3

*)(

<A:99?/8/ J('=V/9ASA/% H8TA/9'.&@b?8H9'&/H((A/,0?/2%/.2H'&/*(2()&7# #>2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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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9&F8(& 另外#还有动词如'%8C8/% &/(会要求不

同成分间有比较深的联系#'O7&.&T8H%8C8/%H

&/ I7&'H'/U'98%((& 而可能答案集理论没办法解

释这些现象#所以他认为#问句应该指称正确答案

集#这样理论有更强的解释力#既不会削弱理论解

释直接问句的能力#又能解释间接问句现象&

*A(O7&IAF0H+

*X(KAH0 I7&IAF0H(

*.(K0/&II7&IAF0H(

*%(K@'/% &?9I7&H9&F8(

*8(O7&.&T8H%8C8/%H&/ I7&'H'/G

U'98%(

!二"划分语义

划分语义由 Q:&8/8/%'-0 A/% =9&07&@

!

"下面

缩写成 QN=$提出#QN= 观察 <A:99?/8/ 的理论#

认为他的理论没法表现穷尽性"8S7A?H9'U8$& 以

'O7&IAF0H0(为例#假设有两个人]&7/和;&X#其

中 ]&7/ 在散步#;&X 没有散步& <A:99?/8/ 理论

中#如果主体知道 ]&7/ 在散步#不清楚 ;&X 有没

有散步时#句子'K0/&II7&IAF0H((也是真的#此

时推理 1A成立#推理 1X不成立"见表 !$&

表 !4间接问句的推理

1A(4K0/&II7&IAF0H

]&7/ IAF0H

K0/&I]&7/ IAF0H

1X(4K0/&II7&IAF0H

;&X %&8H/&9IAF0H

K0/&I;&X %&8H/&9IAF0H

QN= 认为这不正确#当人们说'K0/&II7&

IAF0H((时#不仅应该知道谁在散步#也应该知道

谁没在散步#即不仅推理 1A正确#推理 1X也应该

正确& 换句话说#QN= 认为#对于问题 'O7&

IAF0H0(#回答']&7/ IAF0H((不仅表示 ]&7/ 在散

步#还表示;&X没在散步& 此时问题 2A可能出现

2X

3

8四种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两两不相容& 既

然答案之间互不相容#那相当于所有答案共同完

成了对整个逻辑空间的切割划分#如图 # 所示&

所以QN=理论也叫划分理论#即提问者提出一个

问题#相当于对逻辑空间进行了划分&

2A(I7&IAF0H+

2X(]&7/ IAF0HA/% ;&X IAF0H(

2.(]&7/ IAF0HA/% ;&X %&8H/&9

IAF0(

2%(]&7/ %&8H/&9IAF0 A/% ;&X

IAF0H(

28(]&7/ %&8H/&9IAF0 A/% ;&X %&8H

/&9IAF0(

图 #4逻辑空间的划分

!三"探究语义

关于探究语义"'/b?'H'9'U8H8TA/9'.H$#最初的

提法出现在 Q:&8/8/%'-0

" 和 RAH.A:8/7AH

# 中#经

过 W'A:%8FF'A/% 6&8F&@H8/

$

%6&8F&@H8/

% 等的发展

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理论框架&

在标准理论中#命题 C 等同于一个可能世界

集#它传递某些信息内容& 探究语义把一个可能

世界集称之为信息态"'/@&:TA9'&/ H9A98H$& 而问

题是一个信息态的集合#由那些能解决问题的信

息态构成&

假设一个逻辑空间O由 " 个可能世界构成#

O

h

9### #$#$$#$#:### 表示 ]&7/ 在散步且 ;&X

也在散步##$表示 ]&7/ 在散步且 ;&X 没在散步#

$$表示两人都没散步#$#表示]&7/没散步且;&X

在散步& 对于问题' &̀8H]&7/ IAF00(#如果回答

者提供信息']&7/ IAF0H(#那么它解决了问题#如

果回答者提供信息']&7/ %&8H/&9IAF0(#它也解

决了问题& 即是说图 ! 中信息态 H# 和信息态 H!

都能解决问题#然而如果 H#

h

9### #$:能解决问

1)

!

"

#

$

%

Q:&8/8/%'-0 ]# =9&07&@R(!%?6/"2(, %&"2"E3,%/.2(<I?"2%/(,23,6 %&")#30E3%/.2(<3,2J"#2(L/'U8:H'9V&@5TH98:%AT# #>+"# CC(#+

3

)2(

Q:&8/8/%'-0 ]('K/b?'H'9'U8H8TA/9'.H! DI&C&HH'X'F'9'8H@&:%'H-?/.9'&/((K/ ;&H.7 B# QAX8FA'À NJA/E]"j%H($# !"$",%& /,%"#,3%/(,3*

:K/*/2/27E)(2/?E(, *3,0?30"# *(0/.# 3,6 .(E)?%3%/(,(;8:F'/!=C:'/E8:# !$$># CC(+$

3

>"(

RAH.A:8/7AHR(5,I?/2/%/$"2"E3,%/.23,6 *(0/.(L/'U8:H'9V&@5TH98:%AT# !$$># CC(#!

3

))(

W'A:%8FF'K# 6&8F&@H8/ c('K/b?'H'9'U8F&E'.((@(?#,3*(<'&/*(2()&/.3*A(0/.# !$### "$"#$! **

3

>"(

6&8F&@H8/ c('5FE8X:A'.@&?/%A9'&/H@&:978H8TA/9'.9:8A9T8/9&@'/b?'H'9'U8.&/98/9((!7,%&"2"# !$#)# #>$"#$! 2>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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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比它拥有更强信息的9##:和9#$:也能解决问

题#同理 H!

h

9$## $$:能解决问题#9$#:和9$$:

也能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 &̀8H]&7/ IAF00(是个

下向闭包"%&I/IA:%

3

.F&H?:8$的信息态集#99###

#$:# 9$## $$:# 9##:# 9#$:# 9$#:# 9$$:# k:&

图 !4信息态H#与H!

!四"结构化语义

D'.7V

!批评很多研究者把答案预设为完整

的陈述#也就是 [ATXF'/ 的第一条预设& 对于问

题'O7&IAF0H0(#那些研究者预设']&7/ IAF0H((

是它的答案#D'.7V认为这不合理#现实中可能更

多人直接回答']&7/(#而不会赘述问句的一部分#

如'O7&'H978C:8H'%8/9&@5T8:'.A/0(#大部分人

会直接回答 'D:?TC (#而不是 'D:?TC 'H978

C:8H'%8/9&@5T8:'.A/((&

<:'@0A

"总结D'.7V及其他人的观点#认为问题

的意义是函数#把它应用到答案时产生一个命题&

所以问题'I7&IAF0H0(的意义不完整#是函数#

1

S(

"IAF0i"S$$#它与答案"+X$结合产生命题"+.$&

+A(O7&IAF0H+

1

S("IAF0i"S##

+X(]&7/44444444 -

+.(]&7/IAF0H(

1

S("IAF0i"S##"-#

h

IAF0i"-#

!五"指令3认知解释

根据lbU'H9

#的观点#人们问出'I7&IAF0H0(

时显示了两个特征#一是提问者不知道谁在散步#

二是假定了有人在散步& 同时问题表达了一个请

求#'J89'9X8978.AH897A96(& ['/9'00A

$也持有

相似的观点#认为一个问题是一个请求或者命令#

提问者说 'O7&IAF0H0(时#是为了让自己达成

";:'/E'9AX&?9$一种认知状态"K</&I6$&

>A(O7&IAF0H+

>X(J89'9X8978.AH897A9978:8'HA

TA/ &@I7&K0/&I78,H78IAF0H(

&:"根据语境决定#

J89'9X8978.AH897A9978:8A:8T8/

&@I7&K0/&I978VIAF0(

>.(;:'/E'9AX&?9

%

S",SIAF0H-

"

,K0/&I,SIAF0H--#

&:"根据语境决定#

&

S",SIAF0H-

#

,K</&I,SIAF0H--#

在这种认识下#一个问题等同于一个命题#它

有两个算子#一个指令算子"'TC8:A9'U8$#一个认

知算子"8C'H98T'.$& 然后关于问题的解释和推理

都转化成了指令认知命题的解释和推理&

!六";8F/AC的方法

对于命题#我们说#明白了命题的真值条件就

等于明白了命题的意义& 对于问题#;8F/AC 的意

见与 [ATXF'/ 一致#即明白了答案是什么就等于

明白了问题的意义& 他认为问题与答案之间关系

紧密#问题本质上决定了直接答案#所谓直接答

案#即它提供的信息既不超过问题的要求#也不低

于问题的要求& 所以#;8F/AC NH988F

% 把问题理

解成一个抽象语义实体#0

23

&

3

是问题涉及的

主题"H?X-8.9$#由一组可选的命题构成#

2

是一个

请求":8b?8H9$#从主题范围内进行选择#0 是一

个二元函数#以
2

和
3

作为论元#返回的值就是

一个问题&

#$A(O7&IAF0H+

#$X(+

T

/

33

" ]&7/ IAF0H! ;&X IAF0H!

)#"Te/#

#$.(+

T

/

%

3

" ]&7/ IAF0H! ;&X

IAF0H! )#

#$%(+

T

/

3

'

" ]&7/ IAF0H! ;&X

IAF0H! )#

依然以'O7&IAF0H0(为例#在不同情景中#它

2)

!

"

#

$

%

D'.7VB('d?8H9'&/H# A/HI8:H# A/% F&E'.((>E"#/.3, '&/*(2()&/.3*L?3#%"#*7# #>2+# #*""$! !2*

3

!+"(

<:'@0AR('c&:AH9:?.9?:8% T8A/'/EA..&?/9&@b?8H9'&/HA/% A/HI8:H((K/ cm:VW# =98:/8@8F% O"j%H$# >?6/3%?#$(823)/",%/3! ><"2%M

2.&#/<%<(#>#,/E$(, !%".&(J# !$$## CC(!+2

3

)#>(

lbU'H9J(>,"J3))#(3.& %(%&"*(0/.3*%&"(#7(</,%"##(03%/$"2(LCCHAFA! L/'U8:H'9V&@LCCHAFA# #>1*# CC(#>

3

!)(

['/9'00A](:&"2"E3,%/.2(<I?"2%/(,23,6 %&"I?"2%/(,2(<2"E3,%/.2(5TH98:%AT! P&:97 [&FFA/%# #>21# CC(!!

3

!"(

;8F/AC P# =988FD(:&"*(0/.(<I?"2%/(,23,6 3,2J"#2(P8I[AU8/! nAF8L/'U8:H'9VB:8HH# #>21# CC(#$+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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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提出不同的请求& #$X

3

%中的 " ]&7/ IAF0H#

;&X IAF0H# 6$是主题提供的可选答案范围#0

T

/

表示问题的直接答案在主题范围内至少选择 /个

命题#最多选择T个命题&

%

表示选择出所有的

正确答案#

'

表示每个选择的语义应该有区别#

3

表示不做具体要求& ;8F/AC 也为问句指派真值#

一个问题是真的#当且仅当#它至少有一个直接答

案是真的& 以此为基础#;8F/AC 也定义了很多其

他逻辑概念#如矛盾%反对等&

!七"探询问句模型

探询问句模型"/,%"##(03%/$"E(6"*(</,I?/#7$

的基本观点是#问题通常出现在对话中#它能引导

对话的持续#或者转变对话的朝向& 从博弈角度

来说#一个对话就是一个博弈过程#问题作为对话

的一部分#它的意义只有在对话完成时才能体现&

['/9'00A

!从博弈角度初步完成了对话的模型化&

一个对话是一个问答序列#所有对话过程记录在

两张;897 语义表中#一个表的结论为 W#另一个

表的结论为gW& 对话以一定的前提 D为基础#

每一次对话#提问者"'/b?':8:$可以选择从前提进

行推理#也可以选择向另一个参与者"PA9?:8$提

出问题#PA9?:8总是能对问题做出回答#回答可以

作为提问者下一步行动的前提& 提问者最终目的

是封闭两张语义表中的一张#如果表格封闭成功#

代表博弈对话完成#问题的意义也得到彰显"见

图 )$&

图 )4;897表

!八"推理问句逻辑

O'H

o

/'8IH0'

" 首次提出了推理问句逻辑"/,M

<"#",%/3*"#(%"%/.*(0/.#缩写为KjJ$& KjJ也是从对

话出发#它认为#如果问题出现在对话起始#那么

它相当于很多讨论和推理的前提#如果问题出现

在一段对话之后#它相当于某些前提的结论#当然

与命题那种断言性结论不同#它不是断言性的&

所以KjJ把涉及问题的推理分成两类#2M# d3和

2d# M# d

#

3#M代表命题集#d和 d

#

代表问题&

第一类是前提为命题结论为问题的推理#KjJ称

之为M唤起"8U&08$问题d,第二类推理的前提由

命题集和一个问题构成#结论是问题#KjJ把这种

推理称为#一个问题 d#基于命题公式集 M#蕴含

"'TCFV$一个问题d

#

&

KjJ中#问题 d

h

0 "5

#

# 5

!

# 6# 5

/

$#5

/

是

它的直接答案& 给定一个包含问题的语言 J#`

J

由J中所有命题公式构成#j

J

由J中所有问题构

成& `

J

可以划分成两个部分#2D# L3#D

h

95

(

`

J

p\"5$

h

#:#即 D是所有为真的命题公式#L

为所有为假的命题公式& KjJ称问题 d在划分

2D# L3上有效#当且仅当#它至少有一个直接答

案5

/

在2D# L3上为真#5

/

(

`

J

& 以此为基础#

KjJ又定义了很多其他逻辑关系#如一个命题公

式集 M 多 结 论 蕴 含 " T?F9'CF8

3

.&/.F?H'&/

8/9A'FT8/9$一个命题公式集 n#当且仅当#对每个

2D# L3#如果M

)

D#那么n

*

D

'

k#等等&

三4以概念#解决$为标准的衡量

通过以上考察可知#自 !$世纪 *$年代起#学

者们陆续提出了很多解释问题"问句$的理论或

方法& 这些理论或方法的核心思想大相径庭#表

明在整个逻辑发展史上#逻辑学家和形式语义学

家对问题"问句$的看法一直没能达成一致&

在这些理论中#除了指令3认知的解释与'解

决(概念毫无关系之外#别的理论或方法多多少

少都与'解决(概念相关& 其中探究语义是唯一

独立提出了'解决(概念的理论#其他解释问题

"问句$的理论或方法则涉及了答案& 如#答案集

理论考虑的是可能答案或真实答案#划分理论考

虑的是穷尽答案#结构化方法考虑的是项"98:T$

答案#;8F/AC和KjJ考虑的是直接答案#探询问句

模型中有 PA9?:?8提供答案& 无论是可能答案%

真实答案%穷尽答案或是直接答案#问题的答案显

然与问题的'解决(息息相关&

从客观的逻辑研究进展来看#指令3认知方

法现时已看不到新的有影响的文献#而其他理论

或方法仍在不同方向上吸引着一些研究者& 如#

+)

!

"

['/9'00A]('5HC8.9:?T&@F&E'.H&@b?8H9'&/'/E(('&/*(2()&/.3# #>+*# )*"#$! #)*

3

#*$(

O'H

o

/'8IH0'5('d?8H9'&/HA/% '/@8:8/.8H((A(0/I?"C%>,3*72"# !$##"""$! *

3

")(



第 !"卷 金立#等!问句的语义理论

有些语言学家吸收 [ATXF'/%<A:99?/8/ 和划分理

论的成果解释I7V

3问句"W&S

!等$#一些科学技

术哲学家对 ['/9'00A的博弈模型特别感兴趣

"Q8/&9

"等$#也有逻辑学家发展推理问句逻辑#

用来模型化苏格拉底的论辩 "J8Ĥ.̂VqH0A

3

]AH'&/

#等$& 但在所有的研究进展中#探究语义

的影响力无疑越来越大& O'H

o

/'8IH0'

$ 表明 KjJ

与探究语义之间也有着紧密联系&

在答案集理论中#无论是可能答案还是真实

答案#都没有脱离语言形态#使得很难确定什么是

可能答案或什么是真实答案& 如果']&7/ IAF0H((

被认为是'O7&IAF0H0(的可能答案或真实答案#

那么'K9/H]&7/((是不是它的可能答案或真实答

案0 另外答案集理论也没办法表现问题间的依赖

关系& 直觉上#在同一个论域中考虑时#如果知道

了'O7&IAF0H0(的答案#那么也就知道了' &̀8H

]&7/ IAF00(的答案#但答案集理论没办法表现这

一点&

结构化语义也没办法表现问题间的依赖关

系#所以从逻辑角度来说#它们的吸引力就大大降

低了& 另外#结构化语义还会带来问句语义类型

不一致的情况& 如#根据结构化语义的解释#对于

同一个问句'O7&IAF0H0(#如果回答是']&7/((#

那么问句的语义类型是28# 93#如果简单回答'5

TA/((#那么问句的语义类型变成了228# 93# 93&

划分语义克服了答案集理论的一些弱点#它

能表现问题间的依赖关系#但是它对于一些特殊

形式的问题无能为力#它不能表现条件问题& 如

条件问句'K@]&7/ .&T8H# 978/ I'FFRA:V.&T80(对

应两个条件句 'K@]&7/ .&T8H# 978/ RA:VI'FF

.&T8(( 和 ' K@]&7/ .&T8H# 978/ RA:VI'FF/&9

.&T8((#而这两个条件句分别对应逻辑空间上的

9### $## $$:和9#$# $## $$:"假设 ##表示']&7/

.&T8H((且'RA:VI'FF.&T8(($#它们不构成逻辑空

间上的划分#如图 "所示&

图 "4条件问句在逻辑空间中的表现

指令3认知方法将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指令认

知命题#但如何处理指令命题在逻辑上依然是个

挑战& 探询问句模型和推理问句逻辑也许受一些

特殊方向的研究者关注#但与经典语义理论相比#

差异过大#不利于被广泛接受&

探究语义经过发展#目前既可以作为一种语

义框架统一问题和命题#拓展经典的命题逻辑

"W'A:%8FF'等%

$#也能以它为基础将不同类型的日

常问句方便地翻译成逻辑语言"W'A:%8FF'

&

$&

经典语义中#命题 C 在可能世界 I上为真#

等价于I

(

C& 探究语义中#一个信息态H解决了

问题K"KHH?8$#等价于 H

(

K& 由此可见探究语义

在形式上与经典语义很相似& 不过信息态H本身

是一个可能世界集#相当于一个命题#所以这种解

释下问题K本质上还是一个命题集#这一点与答

案集理论和划分理论没有区别& 不同的是#用

'解决(概念取代'答案(概念#使得探究语义不用

拘泥答案的具体表达形式& 而且'解决(概念的

提出#使得探究语义很容易表现问题间的依赖关

系& 如#若解决了问题 K

#

#那么也就解决了问题

K

!

#可以方便地表示成语义后承关系 K

#

+

K

!

#也就

是
%

H"H

(

K

#

"

H

(

K

!

$#正如经典理论中的语义后

承关系 C

+

b#

%

I"I

(

C

"

I

(

b$& 然而#探究语

义在统一问题和命题时#客观上也将命题升阶了&

经典理论中命题rCr

.F

h

9IrC"I$

h

#:是可能世

界集"rCr

.F

表示 C在经典理论中的解释$#现在rC

r

'/b

h

B&I8:"rCr

.F

$是rCr

.F

的幂集"rCr

'/b

表示 C 在

>)

!

"

#

$

%

&

W&S6('[&II7V

3

'/98::&EA9'U8HI&:0((!7,%&"2"# !$#>!#

3

)+(

Q8/&9j# Q?F̂5('D78'/98::&EA9'U8T&%8F&@'/b?':VA/% '/b?':VF8A:/'/E((K/ ;(WA/"j%($# '"#2)".%/$"2(, 5,%"##(03%/$"1(6"*2(<5,I?/#M

7! N"$"*()E",%2/, 5,I?/#73,6 L?"2%/(,(=C:'/E8:# !$#*# CC(#*

3

)*(

J8Ĥ.̂VqH0A

3

]AH'&/ #̀ s?C0&IH0'B('j:&989'.=8A:.7 =.8/A:'&HA/% D7:88

3

\AF?8% J&E'.((@(?#,3*(<A(0/.# A3,0?30"3,6 5,<(#E3%/(,#

!$#1#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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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语义中的解释$&

综上#我们在必要性分析中得出概念'解决(

在刻画问题间的依赖关系中有重要作用& 通过较

为全面的考察可以发现#各种有影响或有过影响的

理论或方法几乎都与'解决(概念有关联& 同时#

唯一直接提出'解决(概念的探究语义#可以很好

地刻画问题间的依赖关系#但在统一问题和命题的

过程中#也使得命题由一阶集合升为二阶集合&

结语

从语言层看#问句是自然语言中很重要的组

成部分#是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之一#也是交流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从思维层看#问题深

层地体现了人类的探索意识和质疑精神& 无论是

从语言层看还是从思维层看#都很有必要从逻辑

角度对问句"问题$进行理论解释#刻画问题间的

依赖关系& 一方面#在人机交互日益频繁%人类不

断走向智能时代的今天#这种工作有利于自然语

言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工作有利于人们更

好地理解思维结构%理解人类的认知方式和认知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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