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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奎因在现代逻辑的基本技术方面做出了许多贡献$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是发展了一种统一的(更加

方便的谓词表达形式$对于我们理解量化模式及其替换规律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二是针对一般量化模式$提出了一种自

然而简单的有效性证明方法,即奎因方法-$而且给出了此法完全性的比较容易的证明方法% 三是反复强调了在表达式

的使用和提及之间的区别$弗雷格和罗素对此曾有涉及$但奎因的表述是最具概括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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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早在 %65$年#奎因就写了一本介绍现代逻辑

基本概念和技术的通俗读物'初等逻辑("G')C)/*

$&"=F.3#%$#他把此书用作非逻辑专业本科生的逻

辑教材) 这使他成了向公众推广现代逻辑的最早

一批作者之一) 他在这方面的热情从未减弱) 他

一直坚持给非逻辑专业本科生上逻辑课) %6"$

年#他又出版了另一部通俗读物 '逻辑方法(

"0)$6.2+.PF.3#%$#这本书可视为'初等逻辑(一

书的扩大版) 此书后来一版再版#一共有四个版

本#每个版本在概念和技术上都有完善和创新)

我们认为#奎因的相关贡献在学界尚缺乏完整系

统的把握) 本文以'逻辑方法(第四版为依据#着

重评述他在逻辑技术上的若干创新之处#希望能

对推进现代逻辑基础教学与研究有所助益)

一3对真值函项模式有效性检验方法

的创新

众所周知#这方面的检验方法最为通行的是

真值表方法#即先列出某个真值函项模式中所有

不同字母不同的真值组合) 如果模式中只有一个

字母#比如说%,&#会有两种情形!%,&真和%,&假/

如果有两个字母#比如说%,&%S&#会有四种情形!

%,&真%S&真*%,&真%S&假*%,&假%S&真*%,&假

%S&假/以此类推) 接下来再考察在每一种情形

下整个模式的真假#如果一律为真#则此模式是有

效的#否则是无效的)

奎因在他的书中也介绍了真值表方法#但重

点介绍的却是他称为真值分析"8?E87 B/B@;L(L$的

方法!

) 这种方法不是先列出不同字母的不同的

真值组合#而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考察) 以模

式%",

)

S$

*

"S

)

"$

*

",

)

"$&为例) 这个模式

含有%,&%S&和%"&三个字母) 我们先来考察字母

%,&) 当%,&为真时#整个模式就成了%"M

)

S$

*

"S

)

"$

*

"M

)

"$&#可以简化为%S

*

"S

)

"$

*

"&/

这个模式显然比原模式简单#因为它只含有%S&

和%"&两个字母) 我们现在就来考察这个比较简

单的模式) 先来考察字母%S&) 当%S&为真时#这

个模式就成了%M

*

"M

)

"$

*

"&#其真值显然为

真/当%S&为假时#这个模式就成了%e

*

"e

)

"$

*

"&#可以简化为%"e

)

"$

*

"&#再简化为%

+

"

*

"&#

显然是真的) 以上分析表明#只要%,&为真#不论

%S&和%"&的真值如何#整个模式就是真的)

接着再来考察%,&为假的情形) 这时整个模

式成了%"e

)

S$

*

"S

)

"$

*

""

)

e$&#可以简化为

%

+

S

*

"S

)

"$

*

+

"&) 再考察这个比较简单的模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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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察字母%S&) 当%S&为真时#这个模式就成了

%

,

M

*

"M

)

"$

*

+

"&#可以简化为% "

*

+

"&#这显然是

真的/当%S&为假时#这个模式就成了%

,

e

*

"e

)

"$

*

+

"&#这直接就是真的) 以上分析表明#只要%,&

为假#不论%S&和%"&的真值如何#整个模式也是

真的)

综合上两段的分析#结论是显然的!不论%,&

%S&和%"&的真值如何#整个模式都是真的) 以上

整个分析过程可以体现在下面的真值分析图

%中)

图 %3真值分析

33这个图表显然不及真值表美观#但这种方法

却是更高效的#从而也是更实用的) 在真值分析

法中#我们实际上只做了四次计算#即只计算了

%,&真%S&真*%,&真%S&假*%,&假%S&真*%,&假

%S&假这四种情形#而真值表方法需做八次计算)

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呢, 因为在真值分析法中#

我们在考虑%,&和%S&四种组合情形时#都碰巧无

需分别考虑每一种情形下%"&的两种情形) 但真

值表方法是无法讨巧的) 当模式中的字母更多

时#真值分析法的优越性将更加明显)

二3奎因独创的谓词提取概念及其在

量化模式替换中的作用

奎因发展出了一种统一的*整体说来更加方

便的谓词表达形式) 这种表达形式就是他所谓的

提取"B[L8?B.8$

!

#其原型是日常语言中的关系从

句) 谓词提取不会出现在语句模式中#也不会出

现在推理技术中#但它对于我们理解谓词*变项和

量词的概念#对于顺利地形成模式的例句和子模

式#有着非常大的帮助)

一位谓词提取的一般形式是%3H! 1H14&#

意思是!如此这般的H以致1H1) 简单而自然的

谓词可以纳入这一形式中) 比如%学生&可以改

写成%3H!H是学生4&"如此这般的 H以致 H是学

生$#含有这一谓词的语句%张三是学生&可以改

写成%张三是如此这般的 H以致 H是学生&) 当

然#将谓词提取用于这些简单的例子#会让人有一

种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但它对于从比较复杂的语

境中提取出描述某个对象的谓词是非常有用的)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获得提取的方法)

!%"张三是学生$ !提取出描述张

三的谓词"

!!"我从发现费多的人那里买下了

它$ !提取出描述费多的谓词"

第一步!将%如此这般的H以致&置首!

!%

2

%"如此这般的 H以致张三是

学生$

!!

2

%"如此这般的 H以致我从发现

费多的人那里买下了它$

第二步!将指称被描述的对象的专名或代词

替换为%H&!

!%

2

!"如此这般的 H以致 H是学

生$ !%H&H是学生'"

!!

2

!"如此这般的 H以致我从发现

H的人那里买下了 H$ !%H&我从发现 H

的人那里买下了H'"

至此#提取谓词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

体会一下用这两个谓词提取分别描述张三和费

多#看看语句是否和原句的意思是一样的)

!%

2

*"张三是%H&H是学生'$ !读

作&张三是如此这般的 H以致 H是

学生$"

!!

2

*"费多是%H&我从发现 H的人

那里买下了 H'$ !读作&费多是如此这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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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的H以致我从发现 H的人那里买下

了H$"

不难看出#"%

2

*$和"!

2

*$经具体化处理后

就是"%$和"!$) 所谓具体化".'/.?A8('/$#就是

上面所说的提取过程的逆过程#即将含有谓词提

取的语句"比如%3H!H是学生4=&$转换成不含谓

词提取的语句"在这个例子中是%=是学生&$的

过程)

谓词提取的上述记法%3H! 1 H14&#相信很

多读者是熟悉的#但会把它看成类表达式) 而奎

因在这里是把它用作谓词的)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谓词提取在量化模式替

换中的作用!

)

从真值函项模式中生成例句是很简单的#只

需将其中的字母替换上一个具体语句即可#唯一

的限制是相同的字母必须替换以相同的语句) 比

如从%,S

-

,&得到的例句可以是%如果张三是学

生而且李四是老师#那么张三是学生&",!张三是

学生#S!李四是老师$#也可以是%如果王五是学

生而且赵七是老师#那么王五是学生&",!王五是

学生#S!赵七是老师$#但不可以是%如果张三是

学生而且李四是老师#那么王五是学生&#因为

%,&不能在一处被替换为%张三是学生&#在另一

处被替换为%王五是学生&)

但一般的量化模式要比真值函项模式复杂#

里面除了%,& %S&之类的语句字母外#还有%e&

%T&之类的谓词字母#逻辑词汇也不限于真值函

项联结词#还有 %H& %=&之类的变项和 %

.

H&

%

/

=&之类的量词) 这些因素使替换环境复杂

化了)

量化模式中的原子模式是附有变项的谓词字

母#如%eH&%e=&%THH&%TH=&#等等) 这些模式和

前面说的语句字母不同#并不能随便用一个什么

语句来替换) 比如#%eH&就不能用%张三是学生&

来替换#因为%eH&说的是H怎样怎样#但%张三是

学生&中根本没有说到H)

这时谓词提取便可以发挥它的作用) 对

%eH&的替换可以分为两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将

要替换%e&的谓词改写成谓词提取"大量复杂的

谓词只能用谓词提取来表达$#并代入%eH&) 第

二步!对得到的结果进行具体化处理) 举例!如果

替换%e&的谓词是%学生&#可以将它改写为%3=!

=是学生4&#代入%eH&#得到%3=!=是学生4H&#

再经过具体化处理#得到%H是学生&) 如果替换

%e&的谓词是%3?!

/

="?为 =感到自豪$4&#这

已经是谓词提取形式了"其实就是谓词%为某些

东西感到自豪&$#可以直接代入%eH&#得到%3?!

/

="?为=感到自豪$4H&#再经过具体化处理#

得到%

/

="H为 =感到自豪$&"可以翻译为%H为

某些东西感到自豪&$) 但要注意#谓词%为某些

东西感到自豪&的有些提取形式是不能直接代入

%eH&中的%e&的#其中的一个是%3?!

/

H"?为 H

感到自豪$4&) 如果强行代入#会得到%3?!

/

H

"?为H感到自豪$4H&#再经过具体化处理#则得

到%

/

H"H为H感到自豪$&) 这显然是不合格的

例句#因为它的意思是%有人为自己感到自豪&#

变项H从自由状态变成了约束状态) 为了避免这

一情况出现#就需要下面这条规则!替换谓词字母

的谓词提取中不得以谓词字母后缀变项为约束变

项) 这条规则是以谓词提取来表达的) 关于量化

模式的替换#还有一条规则#也是以谓词提取来表

达的) 就我们所知#这是对量化模式替换规则表

述得最清楚的版本"

)

三3一位量化模式有效性的检验

奎因在'逻辑方法(一书中#谈到过两种一位

量化模式有效性的检验方法#我们这里谈其中的

一种!纯存在式方法#

) 这一方法不是奎因的原

创#但奎因的表述更清楚)

所谓一位量化模式#是指这样的量化模式#其

中的原子模式只包含像%eH&%e=&%TT&这样的只

附有一个变项的谓词字母) 一位量化模式都可以

通过等价变换转化为全称量词在前*存在量词在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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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量化模式的替换规则#这里概括如下!量化模式的替换涉及谓词字母和语句字母的替换) 被替换上来的谓词"或谓词模式$

的提取形式中的约束变项不得与替换下去的谓词字母的后缀变项相同"规则一$#而提取形式中的自由变项也不得为原模式中的量词所

约束"规则二$) 被替换上来的语句"或语句模式$#由于不是谓词和谓词模式#因而没有遵守规则一的问题#但仍要遵守规则二) 对这部

分内容感兴趣的读者除了可以阅读奎因原著外#也可参阅翟玉章'现代逻辑基本概念和技术( "河南人民出版社 !$!$ 年版$第十二章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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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前置量化模式) 而全称量词在前*存在量词

在后的前置量化模式#去掉其最前面的全称量词#

对有效性并无影响) 因此#一位量化模式的有效

性都可以转化为纯存在式的有效性)

为便于说明和读者理解#我们假定纯存在式

中含有两个量词%

/

H&和%

/

=&#和两个自由变项

字母%T&和%?&) 首先#我们将模式中的两个量词

全部删除#这样得到的便是这个模式的基体模式)

进而#我们对基体模式中的原约束变项 H和 =用

自由变项 T和 ?来替换#总共有四种替换方式!

"%$将H和=都替换为 T/"!$将 H和 =都替换为

?/"*$将H和 =分别替换为 T和 ?/"5$将 H和 =

分别替换为?和T) 这四种替换将各产生一个真

值函项模式) 原来的纯存在式是有效的#当且仅

当上述 5个真值函项模式的析取式是有效的) 但

在很多情况下#为了表明纯存在式的有效性#没有

必要检验这 5 个模式的析取式是有效的#只要能

看出其中的某一个或某两个*某三个的析取式是

有效的即可) 如果纯存在式中没有自由变项#可

以任意指定一个字母#比如%H&#用它来替换基体

模式中的所有变项#再来检验所得模式的有效性)

如果纯存在式中的量词数目退化为零#则可以直

接检验它的有效性#因为这是一个没有量词的真

值函项模式)

我们举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下面这个纯存在

式是从对关系推理的经典案例%因为马是动物#

所以马头是动物头&的处理中得到的!

"%$

/

H

/

=5"eH

-

TH$

-

"e70FT7

-

T=0

FT=$6

首先#我们写出其基体模式!

"!$"eH

-

TH$

-

"e70FT7

-

T=0FT=$

进而#我们写出对这个基体模式替换得到的

5个模式!

!!

2

%"!eT

-

TT"

-

!e7(FT7

-

TT(

FTT"))用T替换H和=所得

!!

2

!"!e7

-

T7"

-

!e7(FT7

-

T7(

FT7"))用 7替换H和=所得

!!

2

*"!eT

-

TT"

-

!e7(FT7

-

T7(

FT7"))用T替换H*用 7替换=所得

!!

2

5"!e7

-

T7"

-

!e7(FT7

-

TT(

FTT"))用T替换=*用 7替换H所得

再往下#最规矩的做法是检验这 5 个模式析

取式的有效性) 但这样做#工作量甚大#应该是不

得已才为之) 在不得不这样做之前#我们可以看

看能不能有所简化) 只要在这 5个模式中发现任

何一个是有效的#我们就可得出原模式有效的结

论了)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会觉得"!

2

!$为有效

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其中只含有 *种原子模式!

e7*T7*FT7) 读者可以自行验证一下"!

2

!$确实

是有效的)

纯存在式方法也可以应用于一些多位量化模

式"上面的例子就是一个多位量化模式$#只是不

能应用于所有多位量化模式#因为有些多位量化

模式无法转化为全称量词在前存在量词在后的前

置量化式) 但令人欣慰的是#虽然并不存在适用

于一切量化模式的有效性检验技术#但只要一个

量化模式是有效的#我们都可以通过一定的证明

程序表明它确实是有效的)

四3一般量化模式有效性的证明方

法#奎因方法

奎因在总结 !$ 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的

各种自然演绎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量化

模式有效性的证明技术#他自己称之为%主要方

法&"M7AIB(/ IA87'&$) 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是因为其他与之相似的自然推理方法都可以从中

发展出来) 这个方法非常自然*简单*容易掌握#

我们将之命名为%奎因方法&)

这个方法严格说来不是用来证明有效性的#

而是用来证明不一致性或矛盾性的#但可以很容

易地用来证明有效性) 大家知道#一个模式是有

效的#当且仅当它的否定式是不一致的) 因此要

证明一个有效模式的有效性#只需证明它的否定

式是不一致的即可/要证明一个模式为一组模式

所蕴涵#只需证明这个模式的否定式和那一组模

式之间是不一致的即可)

那么如何证明一组不一致的模式确实是不一

致的呢, 首先将需要处理的一组模式中的每一个

都做前置化处理#必要时更改其中的约束变项字

母#使之异于这组模式中的自由变项/再对这些已

经前置化的模式反复进行全称例化"Ù$和存在

例化"\̀$#其中存在例化"\̀$选用的例化字母须

与前面各行的自由变项字母有所不同#直到产生

一组矛盾的真值函项模式为止)

举例说明#我们要表明下面两个模式"同样

来自关于马头的那个推理$是不一致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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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H

-

TH$

"!$

2

.

H5

/

="e=0FH=$

-

/

="T=0FH=$6

"%$已经是前置化模式了#我们再对"!$做前

置化处理#得到!

"*$

/

H

/

=

.

T5e=0FH=0

2

"TT0FHT$6

下面对"%$和"*$进行例化处理) 先做存在

例化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如果先做全称例化的话#

所产生的自由变项是无法被后面的存在例化所用

的/而如果先做存在例化的话#所产生的自由变项

是可以被后面的全称例化所用的)

"5$

/

=

.

T5e=0F7=0

2

"TT0F7T$611

用字母%7&对"*$做存在例化

""$

.

T5e-0F7-0

2

"TT0F7T$611 用字

母%-&对"5$做存在例化

"#$e-0F7-0

2

"T-0F7-$11 用字母%-&

对""$做全称例化

"1$e-

-

T-11 用字母 %-&对 "%$做全称

例化

再接着#我们用真值分析法表明"#$和"1$的

合取是一个矛盾模式#详见下面的真值分析图 !)

图 !3真值分析

33

五3奎因方法的完全性证明

奎因之所以重视他所谓的主要方法"即我们

所说的奎因方法$#除了因为它简单易学外#还因

为它的完全性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证明) 奎因本

人对此相当自得#并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一点) 这

里引一段'奎因自传(里的文字!

!在+数理逻辑,一书中---引者"#

我设计了一种符号联结法#并用于证明

哥德尔的著名的不完全性定理#大意是

说数论不可能有可靠和完全的证明程

序$ 我花了些时间把它同样用于证明哥

德尔的完全性定理#大意是说量化逻辑

系统能有可靠和完全的证明程序$ 当我

用它完成了这一解释性的证明后#我发

现这一证明还是太难懂了$ 它没有我对

不完全性定理的证明那么难懂#但问题

是不完全性定理具有根本的颠覆性#而

完全性定理却很平常$ 所以我略去了对

完全性定理的证明$ 我没有想到的是#

终于有那么一天#我在我的+逻辑方法,

一书中给出了非常容易理解的证明$

!

前面说过#这个方法严格说来不是用来证明

有效性的#而是用来证明不一致性或矛盾性的)

因此这一方法的可靠性在于#只要通过这一方法

从一组量化模式中产生出某组真函不一致的无量

词模式#就可以断定这一组量化模式是不一致的/

而完全性则在于#如果一组量化模式是不一致的#

那么就一定可以通过这一方法从中产生出某组真

函不一致的无量词模式) 关于可靠性的证明是比

较简单的"

#此处只谈完全性的证明#

) 显然#要

证明上面的完全性#只需证明!如果通过这一方法

从某组量化模式产生的任何一组无量词模式都是

真函一致的#那么该组量化模式也是一致的)

让我们假定要考察的一组量化模式的量词已

经完全前置化#而且其中任何约束变项都不与自

由变项相同#并制定下面的例化顺序) 首先是第

一波的存在例化) 存在量词置前的每一行都只被

例化一次) 如果在例化过程中产生新的存在量词

置前的行#随后立即例化之) 然后是第一波的全

称例化#前提中已有的和第一波存在例化过程中

产生的自由变项全在考虑之列) 然后是第二波的

存在例化#对象是第一波的全称例化过程中新产

生的存在量词置前的行) 进而是第二波的全称例

化) 对在第一波中已经例化过的那些全称量词置

前的行#以第二波存在例化中产生的新的自由变

*5

!

"

#

dE(/A#W)̂ )56)5#C).P0=F#P)! D/ D7$.O#.3"&,6=)NB>[?(&CA! M7AÌMD?ALL# %6+"# 99)%5*

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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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为例化变项) 对在第二波中新产生的那些全称

量词置前的行#则以迄今所有的自由变项为例化

变项#如此等等) 有一种极端情况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要考察的一组量化模式在完全前置化后没有

存在量词#而且没有自由变项#我们就随意指定一

个字母来做全称例化)

令 4%*4!11是前提中的谓词字母与前提

中已有的和例化过程中产生的全部自由变项字母

结合而成的原子模式) 整个过程中产生的每一个

无量词模式都是它们的真值函项) 假定任何无量

词模式的有限集都是一致的#那么!根据无限合取

引理!

#存在着一个对 4%*4!11的赋值 8%*8!

11#使得每一个无量词模式都是真的) 令论域

为自然数 %*!11#其个数正好等于不同的自由

变项的个数/如果不同的自由变项有无限多个#就

以全部自然数为论域) 根据自由变项的出场次序

分别对它们赋值为 %*!11#再根据上面对 4%*

4!11的赋值8%*8!11#把任何一个一位谓词字

母解释成适用于论域中的任何自然数或一些自然

数#或不适用于论域中的任何自然数/把任何一个

二位谓词字母解释成适用于论域中任何成对的自

然数或一些成对的自然数#或不适用于论域中的

任何成对的自然数#如此等等)

以上所证明的是!如果任何有限的无量词模

式是一致的#那么存在着一种对谓词字母和自由

变项的解释#使得每一个无量词模式都是真的)

接下来我们来说明#含有一个量词的模式在此解

释下也都是真的) 我们分存在模式和全称模式两

种情况加以说明) 对于存在模式#由于它一定会

在下一轮的存在例化中得到处理#所以其例化模

式一定包含在无量词模式的集合之中) 但存在模

式是为其例化模式所蕴涵的/既然其例化模式在

此解释下为真#那么它本身在此解释下也一定是

真的) 对于全称模式#由于它并不为其例化模式

所蕴涵#论证要复杂一些) 我们规定的例化程序

可以确保任何全称模式会被所有自由变项所例

化) 而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些无量词的例化模式

在上面的解释中都是真的) 说全称模式的所有例

化模式在上面的解释中都是真的#也就是说全称

模式在上述解释中是真的)

以下的过程就一马平川了#只要把上面的说

明重复几次"到底几次#视前提模式中含有最多

量词的那个模式有几个量词而定$#就可以说明

每一个前提模式在上述解释中是真的#从而是一

致的)

六3使用和提及

以上简要说明了奎因对现代逻辑基本技术方

面的一些贡献) 当然奎因的贡献不止这些#而且

他的贡献也不限于技术方法#在基本概念方面也

做了不少澄清的工作) 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但

有一点必须提一下)

有些读者可能对我们在行文中提到语句字母

时都用引号这一做法觉得不够简洁#去掉引号不

是更简洁吗, 但这正是奎因所强调的#体现了他

一贯所强调的在语言表达式的使用和提及这两者

之间的区分"

)

对这两者的区分贯穿奎因逻辑和哲学研究的

始终) 这个区别说起来是很简单的) 当我们说北

京是中国的首都#我们是在使用%北京&这个名

称#但并没有提到这个名称#提到的是北京这个城

市) 而当我们说%北京&由两个汉字所组成时#我

们提到的才是%北京&这个名称#而要提到这个名

称#我们就只能使用这个名称的名称#方法是把两

个汉字加上引号) %这应该是够明显的区别#但

在数学著作中#这一区别却会以微妙的方式迷失

掉#"'数学原理($对两者的混淆产生了数学上的

粗糙#也产生了哲学上的混乱)&

#

回到我们行文中语句字母加引号的问题上

来) 只要将语句字母代之以具体的语句#加引号

的必要性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试比较!

!%",和S都是真的$

!!"雪是白的和 !

f

!

g

5都是真的$

"!$的语法错误是一目了然的) 就像%中国是强

大的&#其中的主语%中国&是一个名词一样#"!$

的主语同样也应该是一个名词#而不能是一个语

句#因此它现在这个表述是错误的#应该修改为!

!*".雪是白的/和.!

f

!

g

5/都是

真的$

55

!

"

#

这条引理是说!一个由无限多个真值函项模式所组成的集合是一致的#如果该集合的任何有限子集都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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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错误之所以不那么醒目#是因为字母本身

是一个名词) 但"%$之所以仍是错误的#是因为

其中的字母所扮演的正是语句的角色#它们是语

句的模型)

有人可能会说!有真假可言的正是语句#所以

%是真的&之前就应该填上一个语句2 没错#有真

假可言的确实是语句#因此以%是真的&为谓语的

语句是提及语句的语句) 但要提及一个语句#是

不能直接使用这个语句的#而必须使用这个语句

的名称) 把语句加上引号正是形成其名称的

手段)

应当指出#这里说到的对语言表达式的使用

和提及的区别#可以追溯到弗雷格#罗素也有涉

及) 但弗雷格和罗素的提法远不及奎因的概括#

他们谈的是名字及其命名对象之间的区别"相当

于提及和使用一个名字之间的区别$#而且在罗

素那里甚至还可以找到混淆使用和提及的例子

"下面马上就会提到$) 奎因终生都在与这个混

淆作斗争#他不停地告诫说#这方面的混淆将产生

哲学上的混乱)

正是出于对使用和提及一个表达式的区别的

充分意识#他竭力反对许多逻辑书中将真值函项

联结词%

-

&读成%蕴涵&#或者不加区别地读作

%蕴涵&和%如果11那么&"可以追溯到罗素!

$#

因为%

-

&作为联结词的语法要求联结两个语句#

而%蕴涵&作为动词的语法要求联结两个名词"在

这里是两个语句的名称$) 换句话说#%

-

&作为

联结词要求使用两个语句#即在它的每一侧直接

填入一个语句#而%蕴涵&作为动词的语法要求提

及两个语句#即在它的每一侧填入要提到的语句

的名称) 奎因强调#%如果11那么&才是%

-

&的

正确读法#至少是语法上正确的读法)

奎因在自传中谈到!%今天#使用和提及的区

别已经比较为人所注意#与此相关的混乱状况也

有改观) 模式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已经极少引起误

解了) 我认为我在这方面是发挥了作用的)&

"但

实际情况也许并没有那么乐观#至少在中国是这

样) 我们遗憾地看到#将%

-

&读成%蕴涵&或%实

质蕴涵&的做法在中国还相当普遍) 希望这篇文

章对于正本清源能有些作用)

O#+%-A. D"%/$+<#/+"%. /"/5-4-25%"'"60 "(

>"3-$%7'-E-%/&$0 H"6+2

QU4G_(/CX@(/CoJF4̀ YEX<7B/C

"O.7''@'PDE[@(.4&>(/(L8?B8('/# GB/-(/CG'?>B@U/(ZA?L(8;# GB/-(/C!%$$!*# N7(/B$

6/4,&'$,! dE(/A7BL>B&A>B/;.'/8?([E8('/L8'87A8A.7/'@'C;'P>'&A?/ A@A>A/8B?;@'C(.# L'>A'P

:7(.7 B?A'PAL9A.(B@@;C?AB8(>9'?8B/.A)M7AP(?L8(L87B87A7BL&AZA@'9A& BE/(P(A& B/& >'?A.'/ZA/(A/8P'?>

'P9?A&(.B8AA=9?ALL('/L# :7(.7 (LZA?;7A@9PE@P'?EL8'E/&A?L8B/& bEB/8(P(.B8('/B@L.7A>B8BB/& 87A?E@AL'P

87A(?LE[L8(8E8('// 87ALA.'/& (L9?ALA/8(/C:7B8dE(/A.B@@L87AIB(/ IA87'& "?APA??A& 8'(/ 87(LB?8(.@ABL

dE(/AKLIA87'&$# :7(.7 (LB/B8E?B@B/& L(>9@A>A87'& 8'9?'ZA87AZB@(&(8;'PbEB/8(P(.B8('/B@L.7A>B8B)̀/

B&&(8('/# 7A7BLC(ZA/ B?A@B8(ZA@;ABL;>A87'& 8'9?'ZA87A.'>9@A8A/ALL'P87(L>A87'&)M7A87(?& (L87B8

dE(/AB@L'?A9AB8A&@;A>97BL(<AL87A&(L8(/.8('/ [A8:AA/ 87AELAB/& 87A>A/8('/ 'PA=9?ALL('/L# :7(.7 7BL

[AA/ &(L.ELLA& [AP'?A[;e?ACAB/& cELLA@@# [E8(8(LdE(/A:7'7BL>B&A87A>'L8?A.B9(8E@B8(ZA

A=9@B/B8('/L)

7%8 9"&(4! W)̂ )dE(/A/ 8?E87XZB@EAB/B@;L(L/ 8A?>B[L8?B.8('// dE(/AKL>A87'&/ ELAZL)>A/8('/

!责任校对3葛丽萍"

"5

!

"

W7(8A7AB& 4)G)#cELLA@@])("#/%#,#& 0&$6C)C&$#%& " '̂@)%$)IA?.7B/8]''0L# !$$6# 9)1)

dE(/A#W)̂ )56)5#C).P0=F#P)! D/ D7$.O#.3"&,6=)NB>[?(&CA! M7AÌMD?ALL# %6+"# 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