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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3要#通过对英语和汉语语料中专名修饰结构的考察$可为专名的语义本质探索提供新的视角" 专名不但能自由

出现在主宾语的位置$还能被其他修饰语)如形容词短语!关系小句!介词短语等*所修饰" 这一现象表明专名具有二元

性+既可以产生个体的语义解读$也可以产生属性的语义解读" 专名和属性有关的语义解读源于个体的时空特性+专名

既可以指称整个个体$也可以指称个体的时空片段所组成的集合$而后者就是属性义的来源" 这两种语义解读之间具有

内在逻辑联系和转换关系+对个体进行分解能产生时空片段的语义#反之$对时空片段集合的最大化操作能还原个体"

关于专名具有个体与属性的二元特性的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限定描述分析法和严格指示分析法之间的对立与

冲突"

关键词#专名#限定描述式#严格指示语#专名修饰结构#个体,属性二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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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3问题的提出

专名的语义问题历来是分析哲学和逻辑学中

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 !$世纪的语言哲学中#围绕

专名的语义问题#衍生了两股相互对立的思潮&

其中一股思潮可以追溯到]E>S>和 aIGG>AA& 早在

(6世纪末#]E>S>在构建他的意义理论的时候#就

对专名的语义本质有过深邃的哲学思考#他反思

了C'AA关于专名只有指称没有涵义的观点#提出

专名既有意义也有指称& 在自然语言中#很多专

名没有指称#但有意义#如' 8D.HDPADIG%&>G.&H

E>DAAM>F'GH("圣诞老人不存在$这个句子#虽然圣

诞老人没有指称#但并不妨碍我们理解这个句子

并认为它是有意义的#而且为真&

]E>S>主张专名在语义上可以分解为一系列

属性表达的集合#相当于限定描述式"%>B'.'H>%>?

G-E'UH'&.$

!

& ]E>S>做了如下的论述#'就具体的

专名"如.亚里士多德/$而言#意义可能会不同&

.亚里士多德/可以用来描述以下的种种!柏拉图

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出生在斯塔吉

拉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等(

"

&

该思潮认为专名和限定描述式在语义上是一

样的#或至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一个重要的证据

就是它们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而不改变真值语

义& 如 (D和 (R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真值意义&

(D)8&-EDH>GJDG-IE'&IG)!苏格拉底很好奇&"

(R)Q=>SE>DH<E>>/ U='A&G&U=>EJ=&%ED./

=>@A&-/ JDG-IE'&IG)!那个伟大的饮下了毒芹的

希腊哲学家很好奇&"

在我们的认知世界里#'苏格拉底(和'那个

伟大的饮下了毒芹的希腊哲学家(指的是同一个

人#正因如此#(D和 (R 才表达相同的真值语义&

同理#专名'俾斯曼( " '̂G@DE-/$和限定描述式

"#

!

"

收稿日期#!$!(

2

(!

2

!"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6WWZ$$($-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8_9Z(!($

作者简介#曹育珍"(611,$#女# 福建古田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

'Z>G-E'UH'&.(也有学者译为'摹状(或'摹写(#本文遵从张建军"!$(0$的处理方法#统称为'描述(& 参见张建军!)摹状%规范与半

描述论*#)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年第 (期&

此处译自英译文!V. H=>-DG>&BD. D-HIDAUE&U>E.D@>GI-= DG.4E'GH&HA>/ &U'.'&.GDGH&H=>G>.G>@DM%'BB>E)VH@'S=H# B&E'.GHD.-># R>

HD/>. H&R>H=>B&AA&J'.S! H=>UIU'A&BYADH&D.% H>D-=>E&B4A>FD.%>EH=><E>DH5+6 H=>G>.G>&BH=>.D@>! H=>H>D-=>E&B4A>FD.%>EH=><E>DHJ=&

JDGR&E. '. 8HDS'ED"]E>S>(*6!!"*.$&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 #期

'德意志帝国的第一任首相(也具有同样的意

义!

& 根据这一分析#每一个专名在语义上都可

以用一个限定描述式来替代& 因为限定描述式一

般可以解析为'限定词b属性(的结构#也可以认

为#在这一分析思路中#专名的语义就是一系列属

性的集合& 这种分析法一般称为'限定描述分析

法(

"

#被aIGG>AA和其后的分析哲学传统所继承#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 如 8>DEA>%

T.>DA>和 ÎES>等都隶属于这一思潮行列&

另一股思潮源于 TE'U/>对限定描述分析法

的挑战& TE'U/>指出限定描述式和专名在语义上

存在根本不同& 限定描述的知识对于确定专名的

指称义既不必要也不充分#譬如一个人可能听说

过'P'->E&(这个名字#但可能并不知道他是一个

古罗马人&

此外#限定描述式和专名的语义也不完全一

样#比如限定描述式在内涵语境中一般会导致

'涉言("'('&)*"$和'涉物("'(+($的歧义#如例 !

既可以理解为 !D#也可以理解为 !R-但专名一般

只有涉物的解读#没有涉言的解读#如例 #只能理

解为 #D#不能理解为 #R&

!)CDEM-&.G'%>EGH=>@D. H&R>DB&&A)

!D)

!

,(+(E>D%'.S' Q=>I.'cI>@DA>'.%'L'%IDA

'. J

d

'GDB&&A'. CDEM(GR>A'>B

2

J&EA%G))涉物解读'

在玛丽的信念世界里#当前世界中的那个!唯一

的"男人是个傻瓜&*

!R)

!

,('&)*"E>D%'.S' Q=>I.'cI>@DA>'.%'?

L'%IDA'. CDEM(GR>A'>B

2

J&EA%G'GDB&&A'. CDEM(G

R>A'>BJ&EA%G))涉言解读'在玛丽的信念世界里#

信念世界中的那个!唯一的"男人是个傻瓜&*

#)CDEM-&.G'%>EGY>H>EH&R>DB&&A)

#D)

!

,(+(E>D%'.S' Q=>'.%'L'%IDA-DAA>% Y>H>E

'. J

d

'GDB&&A'. CDEM(GR>A'>B

2

J&EA%G)!涉物解读'

在玛丽的信念世界里#当前世界中那个叫 Y>H>E

的男人是个傻瓜&"

#R) ,('&)*"E>D%'.S'Q=>'.%'L'%IDA-DAA>%

Y>H>E'. CDEM(GR>A'>B

2

J&EA%G'GDB&&A'. CDEM(G

R>A'>B

2

J&EA%G)!涉言解读'在玛丽的信念世界里#

叫Y>H>E男人都是傻瓜&"

换言之#限定描述式的指称可以因可能世界

的不同而不同#但专名在所有的可能世界中#都指

称同一个体#不具有可变异性& TE'U/>进一步观

察到#专名的这一严格指示特性和指示词"'.%>F'?

-DAG#如'V%M&I%=>E>%H=>E>($等一样#在不同的可

能的世界中都指向同一个体& 鉴于这一专名的严

格指示特性#TE'U/>提出了专名在语义上是'严

格指示语("E'S'% %>G'S.DH&E$

#

#这一分析叫'严格

指示分析法(

$

&

这两种分析究竟如何取舍#至今未有定论#相

关争议从 !$ 世纪下半叶持续至今& 本文将以英

汉语语料为主#通过考察自然语言中专名修饰结

构的语义组合#为这一争论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专名不但能自由出现在主宾语的位置#还能被其

他的修饰语"如形容词短语%关系小句%介词短语

等$所修饰& 这一现象表明专名具有二元性!专

名既可以产生个体">.H'HM$的语义解读#也可以产

生属性"UE&U>EHM$的语义解读& 专名和属性有关

的语义解读来源于个体的时空特性& 专名既可以

指称整个个体#也可以指称个体的时空片段

"GUDH'&

2

H>@U&EDAGHDS>G+'

2

GHDS>G$所组成的集合#

而后者就是属性义的来源& 这两种语义解读之间

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对个体进行分解能产生时

空片段的语义-反之#对时空片段集合的最大化操

作就能还原个体& 认识到专名的这一用法对于我

们深刻反思专名的语义本质有重要的启示!至少

从自然语言事实来看#我们需要一种关于专名语

义的二元分析法#'限定描述分析法(和'严格指

示分析法(可能难言对错#它们只是专名语义的

一体两面#互为补充&

二3专名修饰结构

TE'U/>的严格指示理论在当代分析哲学和语

言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代语言学对专名的

分析#基本上都是建立在严格指示理论基础上的&

语言学界对专名的标准分析一般具有如下形式!

D)在句法上#专名是不可再分的原始个体

0#

!

"

#

$

aIGG>AA# )̂'T.&JA>%S>RMD-cID'.HD.->D.% RM%>G-E'UH'&.()aIGG>AA# )̂>%G)-./*&)&/01#' 2"$&)1#' 3*4(+5//1./)̀&.%&.! &̀.S@D.G#

<E>>.# D.% P&# (6((# UU)!$6

2

!#!)

'限定描述分析法(经历了两个历史发展阶段!]E>S>

2

aIGG>AA传统和 :'HHS>.GH>'.

2

8>DEA>传统#前者认为专名的语义可以等同于某

一属性的限定描述#后者则认为专名的语义应该分解为一系列属性之集合"H=>-AIGH>EL'>J$#又称'簇摹状词理论(& 这一区别和本文讨

论无关#此处从略&

TE'U/># 8)610&#$ 1#' 6()(//&*.)\FB&E%! ÂD-/J>AA# (6*$# U)*$)

a>-D.DH'# ]),&+()*7(8(+(#)(! 9+"021#$:1$(*"%4":$4*)\FB&E%! ÂD-/J>AA)(661# UU)(##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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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E'@'H'L>$-

R)在语义上#专名是严格指示语#指称某一

个体#其语义类型为(&

这一分析可以准确预测专名可以自由出现在

句子中的论元位置#如'鲁迅是浙江人%广州是华

南的大城市%我喜欢广州(等等&

上述标准分析的立论基础之一就是个体和属

性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地位& 个体是不可再分的原

子#而属性则可以用具有该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集

合来表示!

& 限定描述分析法认为专名可以分解

为专名所指对象具有的若干属性#而严格指示分

析法则认为专名能且只能指称个体& 从语言学角

度而言#这是这两派观点分歧的根本所在&

专名在自然语言中的表现是非常复杂的& 除

了充任主宾语之外#专名还可以被修饰& 自然语

言中存在大量专名修饰结构"本文主要以英汉语

语料为例$的用例#如 5 的汉语例句和 "

"# 的英

语例句& 修饰语可以是形容词%关系小句%介词短

语%量词短语等&

5D)(6!"年的鲁迅++

5R)好客山东欢迎您&

5-)美丽的广州人人爱&

5%)我所认识的鲁迅++

5>)一个黄继光倒下了#千千万万个黄继光站

起来了&

"D)Q=>B'EGH̀>GA'>JDGUE&RDRAMD@D.)

"R)Q=>@&E>BD@&IG]ED.-'G D̂-&. JDGDAG&

@&E>'.H>E>GH'.S)

"-)Q=>'.-&@UDEDRA>CDE'DPDAADG@&L>% H=>

DI%'>.->H&H>DEG)

"%)Q=>E>.&J.>% 7'-H&E'D. DIH=&E:'A/'>P&AA'.G

'G.>DEAMI./.&J. H&%DM)

">)Q=>4SDH=DH=DHV/.&J'GDRA&.%>)

据笔者所知#上述问题在学界尚未得到足够

的重视& 接下来本文将详细论述上述现象如何对

组合性原则"YE'.-'UA>&BP&@U&G'H'&.DA'HM$提出挑

战&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笔者采用 PDEAG&.

$ 关于

GHDS>+'.%'L'%IDA的二分思路#提出专名的二分分

析法!专名既可以理解为某一个体#也可以理解为

某一个体在特定时空上的阶段"GHDS>$的集合&

前者是严格指示语#语义类型为 (#而后者是关于

个体的谓词#语义类型为从个体到真值的特征函

数e(# *f& 最大化操作可以在个体和特征集合之

间建立转换关系&

三3严格指示分析法所面临的挑战

自从 ]E>S>对 ;&## 和 <('(:*:#$ 的哲学思考

开始#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将自然语言所表达的

各种意义都归结为真值条件并用逻辑式来表示&

这一思想经过]E>S>%aIGG>AA%P=IE-=%PDE.DU%C&.?

HDSI>等数代学人的努力#终于在 !$世纪 0$至 1$

年代发展为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形成了以组合

性原则为核心的当代形式语义学的理论雏形%

#

可以表述如 0&

0 组合性原则!

一个复杂表达式的意义是它的组成部分的意

义以及组合它们的句法规则的函数&

根据组合性原则#语言表达式的语义可以还

原为该表达式组成部分的语义及其组合方式的函

数& a'-=DE% C&.HDSI>的 YQg方案"YE&U>EQE>DH?

@>.H&BgID.H'B'-DH'&.$实质上就是在逻辑类型论

框架下对组合性原则的一次成功诠释& 这套方案

的核心在于不同的语言表达式所指对象的语义类

型不同#并且不同的类型具有不同的本体论地位#

不同语义类型的表达式可以通过某些普遍的语义

组合原则5譬如函项应用"]I.-H'&.DA4UUA'-DH'&.$6

进行结合&

在基于YQg方案的类型逻辑体系中#最重要

的两个语义类型是(">.H'HM#即个体$#指称非逻辑

的恒量#以及 *"HEIH= LDAI>#即真值$#后者也被认

为是句子的外延& 为方便说明#本文采纳了

<DAA'.

&基于C&.HDSI>的 YQg所发展出来的逻辑

1#

!

"

#

$

%

&

严格意义上而言#集合可以定义为从个体到真值的函数#属性则是从任意域到真值的函数& 因本文讨论主要局限于外延语义学

">FH>.G'&.DAG>@D.H'-G$#可以认为属性和集合之间存在转换关系#属性可以用具有该属性的个体组成的集合来表示#即属性也是从个体

到真值的函数& 关于集合和属性之间更详细深入的讨论#参见张建军!)正规模态集合论悖论及相关问题*#)逻辑学研究*!$(1 年第 #

期&

CDHIG=D.G/M# \)'\. H=>A'.SI'GH'--&@UA>F'HM&BUE&U>E.D@>G(#2&#$:&/*&)/1#' =4&>"/"?4.# !$$*"!($! "1#

2

0!1)

CDHIG=D.G/M# \)'Q=>&H=>E]ED.-'Ĝ D-&.! \. .&.

2

RDE>UE&U>E.D@>G( #5+@(##*#&/# !$(""*$$! ##"

2

#0!)

PDEAG&.# <)7(8(+(#)(*"A&#'/&# 5#$>&/4)K.UIRA'G=>% Y=)Z)%'GG>EHDH'&.# K.'L>EG'HM&BCDGGD-=IG>HHGDH4@=>EGH# (611)

YDEH>># )̂[)']&E@DAG>@D.H'-G()4A&.'# C)hY)Z>//>E>%G)%4(B10C+&'$(D1#'C""@"89"+01>;(01#*&)/# PD@RE'%S>! PD@RE'%S>K?

.'L>EG'HMYE>GG# !$(0# UU)#

2

#!)

<DAA'.# Z)E#*(#/&"#1>1#' D&$4(+

2

"+'(+-"'1>2"$&)! F&*4 G??>&)1*&"#//*"-"#*1$:(;(01#*&)/)iAG>J'>E)(61"# UU)5(

2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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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QM

!

框架& QM

!

和 C&.HDSI>的内涵逻辑的区

别在于前者有三个最基本的类型!除了 (%*之外#

还有代表可能世界变量的 /& 用 F

(

# +# F

.

表示

变量#-

(

#+# -

.

表示非逻辑恒量#

"

#

#

表示类型#

QM

!

系统的定义如 1#QM!的框架结构定义如 *&

1 定义'QM

!

中的项包括'

D)变量+恒量'每一个变量 F

.

'

"

和恒量 -

.

'

"

都是类型为
"

的项,

R)函项应用'如果 '̂e

"

#

#

f同时 4'

"

#则 ^

!4"'

#

,

-)

$

2抽象'如果4'

"

同时 F'

#

是一个变量#则

$

F)4*'e

#

#

"

f,

%)逻辑连接'如果 4'H同时 '̂H#则
%

4#)4

&

*̂#)4

'

*̂#)4

(

*̂的类型都是H,

>)量化'如果
)

'H同时F'

"

是变量#则
*

F)

)

*'

H#

+

F)

)

*' H,

B)闭合'不在上述定义中的不是QM

!

中的项&

* 定义'集合!!C

"

"

",

HMU>

"之组合是QM! 的框

架!BED@>"当且仅当'

D)C

>

j

Z!(是个体的类型"

R)C

G

j

:!/是可能世界的类型"

-)C

H

j

&̂&A

j

-HEI>#BDAG>.!*是真值"

%)C

e

"

#

#

f

j

!C

#

"

C

"

!e

"

#

#

f表示 C

"

到 C

#

的

函数"

在QM

!

系统里#如果采纳 TE'U/>的严格指示

分析法#专名的类型是(

!

& 若对句子依据主谓结

构进行严格的二分#即 8

&

;Y7Y#则担纲谓语的

7Y在语义上指称属性#即从个体到真值的函数#

类型 为 e(# *f& 套 用 ]E>S>关 于 '饱 和 (

"GDHIEDH'&.$的隐喻#属性指的是因为缺失个体论

元而得不到饱和的项#因而#只要填入个体论元就

能使之饱和#如 6

"

&

6 )

8

)

;Y

鲁迅*)

7Y

浙江人**&

D)3浙江人' e(# *f

R)鲁迅'(

-)))鲁迅浙江人**

j

( 如果'鲁迅
,

-F'F是

浙江人.

))鲁迅浙江人**

j

$如果'鲁迅
-

-F'F是浙

江人.

这一分析准确预测了专名可以自由出现在句

子中的论元位置"主语%宾语等$& 专名可以使属

性谓词从不饱和状态变成饱和状态#实现这一组

合过程的就是函项应用#如 ($&

($ 函项应用#

如果
"

是一个分支节点#-

#

#

.

.是
"

的子节

点#同时 ))

#

** 是一个包含 ))

.

** 的函项#则

))

"

**

j

))

#

** !))

.

** "&

例'))鲁迅浙江人**

j

))浙江人** !))鲁

迅**"

j

$

F)F'GBE&@9=>,'D.S*!AF"

))鲁迅浙江人**

j

( 'BBAF

,

-F'F'GBE&@

9=>,'D.S.

在这一套语义类型驱动的逻辑体系中#类型

为e(# *f的除了主谓结构中的谓语之外#还包括

不及物动词"也称一元谓词$%形容词短语%关系

小句%介词短语等& 这类表达式在语义上的共同

之处在于它们语义表达中都有一个缺省的论元

位#如 ((& (!是引入
$

算子之后的表达方式&

(( 类型为e(# *f的表达式

D)不及物动词'3离开,3 哭,3 笑# 等等&

R)形容词短语'3 高兴,3 美丽,3 好客#

等等&

-)关系小句'!H=>R&&/ H=DH" _&=. A'/>3 ,

!H=>@D." J=&3 JDGR&E. '. (6!",等等&

%)介词短语'3 在家里,3 DH=&@>,3 DR&L>

H=>%>G/#等等&

(!D)))离开**

j

$

F)A>DL>!F"*'e># Hf

(!R)))高兴**

j

$

F)=DUUM!F"*' e># Hf

(!-)))!H=>R&&/ H=DH" _&=. A'/>**

j

$

F

)_&=.

2

A'/>!F"*'e># Hf

(!%)))DH=&@>**

j

$

F)DH

2

=&@>!F"**'e>#

Hf

根据严格指示分析法#专名应该只能充任句

子的主语或宾语& 但实际情况是专名不但能充任

句子的主语或宾语#而且还能被修饰& 专名修饰

语包括形容词短语%介词短语%关系小句等#这些

表达式的语义类型都是e(# *f& 重复前述的部分

例子#如!

(#D)(6!"年的鲁迅++

(#R)好客山东欢迎您&

(#-)美丽的广州人人爱&

(#%)我所认识的鲁迅++

上述例子对基于严格指示分析法的理论体系

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好客(的语义类型

*#

!

"

#

除非特别说明#本文所使用术语都基于外延语义学框架&

罗琼鹏!)现代汉语中的分配量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年版#第 (5#,("$页&

[>'@# V)#4)TEDHX>E);(01#*&)/&# H(#(+1*&I(H+1001+)\FB&E%! ÂD-/J>AA# (66*# U)55)



第 !"卷 曹育珍#等!专名修饰结构的逻辑问题

是e(# *f#专名'山东(的语义类型是 (#'好客(和

'山东(结合后得到*#因为句子的谓语部分'欢迎

您(的语义类型是e(# *f#'好客山东(无法再与

'欢迎您(结合#违反可解读原则#语义组合失败&

这一过程如 (5%("所示&

(5D)))好客**

j

$

F)=&GU'HDRA>!F"*'e># Hf

(5R)))山东**

j

/'' >

(5-)]4!))好客** ' e># Hf" ! ))山东** '

>"

j

$

F)=&GU'HDRA>!F"*!G%"

j

=&GU'HDRA>!G%"' H

(5%)]4!))好客山东** ' H"! ))欢迎您** '

e># Hf"

j

k

(" 违反可解读原则 !YE'.-'UA>&BV.H>EUE>H?

DR'A'HM"

这一问题也可以推及其他的专名修饰结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一问题呢3 这一现象对于我们

理解专名的限定描述分析法和严格指示语分析法

又有什么启发3

四3专名的时空性

前文提到#如果将专名的语义类型处理为类

型 (#专名修饰结构的语义组合就会出现问题&

而实际上#专名被各种类型的修饰语修饰在自然

语言中是普遍现象#如例 (0%(1&

(0D)4. >F=DIGH>% _&=.+H=>>F=DIGH>% _&=.+

>F=DIGH>% _&=.

(0R)Q=>I.%>B>DH>% P='-DS& ÎAAG+D. I.%>?

B>DH>% P='-DS&̂ IAAG

(0-)Q=>4@>E'-D&B@M%E>D@+H=>4@>E'-D

H=DHVA&L>

(0%)8>L>.

2

B&&H

2

B&IE8=DcI'AA>\( ;>DA+

4.-'>.Ha&@>

(1D)疲惫不堪的张三

(1R)不可战胜的中国

(1-)我深爱的祖国

(1%)一米八的张三

(1>)古代罗马

上述下划线成分的语义类型都是e(# *f#当

它们和类型为 (的专名通过函项应用"]4$结合

后#输出的类型为*#而*类型不能再与类型为e(#

*f的谓语结合#导致语义组合被阻断#可解读性原

则得不到满足&

本文的方案是专名除了担任严格指示语之

外#还可以是所指个体的时空片段"阶段$的集合

"即'

2

GHDS>$& 从本体论上来说#'

2

GHDS>也是一种

实体& 举例来说#'鲁迅(这个个体#既可以理解

为一个整体#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个体在各种时空

片段的集合"如'(6!" 年的鲁迅%住在上海的鲁

迅%在日本留学时代的鲁迅(#等等$& 为了刻画

时空片段#我们引入三个新的变量!>"表示处所$%

*"表示时间$以及表示个体和时空片段之间关系

的变量7

!

& 引入这三个变量之后#'鲁迅(可以

在语义上表示属性& 这样我们得到两类关于专名

的语义表达方式!

(*专名作为严格指示语'

))鲁迅**

j

>J'>

(6专名表示个体的时空片段的集合'

))鲁迅**

j

$

F)

+

H)

+

A)a

!H#A"

!AF" !F"***'e

(# *f

表达式 (*%(6 表示!F是个体鲁迅在特定时

间*#特定处所 >的一个片段#a理解为实现函数

"'.GHD.H'DH'.SBI.-H'&.$&

从理论上而言#个体所有的时空片段和这个

个体是等同的#这种等同关系可以通过最大化操

作"CDF'@DA'XDH'&.$来实现& 这一转换关系藉由

下面的定义实现!

!$定义'个体 F的时空度!GUDH'&H>@U&EDA>F?

H>.H#用
/

F

表示"是一个集合'

/

F

j

-eH

(

#A

(

f#+#eH

.

#

A

.

f.#对任意的'

0

.# A

'

是F在H

'

时段的处所& 用

符号表示'

/

F

j

%>B

-eH# Af

1+

M)a

!H# A"

!F"!M"*.

时间关系是一种线性顺序关系#满足反对称

性%传递性%反自反性#同时是稠密"%>.G>$的&

!(定义'对任意的H

(

#H

!

#H

#

#有'

D)反对称性'H

(

2

H

!

H

!

2

H

(

R)传递性'H

(

2

H

!

2

H

#

!

H

(

2

H

#

6#

! >̀BB>A# Q)%4(;(01#*&)/"8-"'&8&)1*&"#! G'K()*&I(/# 6":#/1#' 3+'(+)K.UIRA'G=>% Y=)Z)%'GG>EHDH'&.# ;>JW&E/ K.'L>EG'HM# !$(5# UU)

(1$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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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自反性'

*

')H

'

H

'

*

%)稠密性'H

(

2

H

!

!+

H)H

(

2

H

2

H

#

*

相应的#我们可以定义个体 F的时空片段之

集合#定义如 !!!

!!定义'个体F的阶段集合是一个集合'-M

1

+

eH#Af

,/

F

)a

!H# A"

!F"!M"*.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定义个体和

个体的"所有$时空片段之间的等价关系#定义

如 !#!

!#定义'如果 8 是个体 F的阶段集合#则 F

和 8是阶段等价的#记为F

3

8&

上述定义也可以理解为!对个体 F的时空片

段的最大化操作所得结果和个体F等同& 最大化

操作如 !5!

!5 C4N!Y"

45

F)Y!F"

'*

M)Y!M"

&

M

0

F**

这样我们可以在专名的两种语义分析中建立

联系#如 !"!

!" C4N!

$

F)

+

H)

+

A)a

!H#A"

!AF" !F"***'e># H

f"

j

>J' >

!"表示的是对某一个体的时空片段集合的

最大化操作会还原成这个个体本身#如对鲁迅这

个个体在所有时空片段的最大化操作会还原为鲁

迅这个个体本身& 上述思路为我们解决专名修饰

结构的语义组合问题提供了直观的分析框架&

五3专名修饰结构的语义组合问题

我们认为自然语言语义组合规则#除了函项应

用之外#还有谓词修饰!

"YE>%'-DH>C&%'B'-DH'&.#

YC$!

!0谓词修饰

如果
"

是一个分支节点#-

#

#

.

.是
"

是子节点#

同时))

#

** 和))

.

** 都属于Z

e># Hf

#则'

))

"

**

j

$

F

,

Z

>

)))

#

** !F"

'

))

.

** !F"*

换言之#两个同类型"都属于e(# *f$的谓词

可以通过YC规则结合#所得到的结果仍是一个

类型为e(# *f的谓词&

上述分析为处理专门修饰结构的语义组合问

题提供了贴切的理论框架& 下面以'好客山东欢

迎您(为例来说明& 假定主语位置的'好客山东(

是一个ZY#其中包含零形式的限定词 Z

6

& 这个

限定词在语义上贡献一个 aIGG>AA

2类型的
5

2算

子& 整个句子具有如 !1的底层结构&

!1 )

8

)

ZY

Z

6

)

;Y

)

4

好客*)

.

山东***)

7Y

欢迎

您**

'山东(表示个体山东的时空片段#类型为e

(# *f& '好客(是形容词修饰语#类型也是e(# *f&

'好客(和'山东(类型一致#可以通过 YC规则结

合#输出类型为e(# *f的表达式& Z

6

是 aIGG>AA

2

类型的
5

2算子#语义类型为e(*# (f& Z

6

和'好客

山东(结合后#生成表达式的类型为 (& (和谓语

部分"7Y$通过函项应用"]4$结合#所得类型为

*& *是句子的语义类型& 整个推导完成#并且完

全满足可解读原则& 具体语义推导如 !*!

!* D)))山东**

j

$

F)

+

H)

+

A)a

!H#A"

!/' "

!F"***'e># Hf

R)))好客**

j

$

F)=&GU'HDRA>!F"*'e># Hf

-)))好客山东**

j

))好客**

'

))山东**

!应用YC规则"

j

$

F)=&GU'HDRA>!F"

'+

H)

+

A)a

!H#A"

!/'"!F"***

%)))Z

6

**

j

$

Y

5

F)Y!F"*' e>H# >f

>)))Z

6

好客山东**

j

))Z

6

** !))好客山

东** "!应用]4规则"

j

$

Y

5

F)Y!F"*!

$

F)=&G?

U'HDRA>!F"

'+

H)

+

A)a

!H#A"

!/'"!F"***"

j

5

F)=&GU'?

HDRA>!F"

'+

H)

+

A)a

!H#A"

!/'"!F"***' >

B)))欢迎您**

j

$

F)J>A-&@>

2

H&!F"*'e>#

Hf

S)))好客山东欢迎您**

j

))欢迎您**

!))Z

6

好客山东** "!应用 ]4规则"

j

J>A-&@>

2

H&!

5

F)=&GU'HDRA>!F"

'+

H)

+

A)a

!H#A"

!/'"!F"***""

=)))好客山东欢迎您**

j

('BBJ>A-&@>

2

H&!

5

F

)=&GU'HDRA>!F"

'+

H)

+

A)a

!H#A"

!/'"!F"***""

表达式"!*=$表示!存在某个特定的关于山

东的时空片段#这个时空片段的山东是好客的#这

个好客的山东"的特定时空片段$欢迎您&

从这个角度上说#专名修饰语的贡献是丰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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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卷 曹育珍#等!专名修饰结构的逻辑问题

和完善专名时空阶段性的内涵& 在自然语言语料

库中#不乏下面的用法#如 !6%#$!

!6D)国家防办已经协调排涝能力较强的山

东++

!6R)去冬今春遭受长期干旱的山东

!6-)而且受灾减产较多的山东

!6%)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山东

!6>)齐鲁大地如今已是生机勃勃告别了贫

困的山东

!6B)北京一位名叫小卓的女孩子初中毕业

后#被父母送到当时偏僻/贫困的山东

#$D)这是伟大的鲁迅

#$R)真实的鲁迅

#$-)可爱的鲁迅

#$%)去掉那种失意愤恨的鲁迅

#$>)真诚而崇高的鲁迅

#$B)小时候#淘气的鲁迅是亲邻眼中的$胡羊

尾巴%

这些丰富的自然语料#如果完全沿用严格指

示语分析法"即专名在语义上指称特定个体#类

型为($将很难解释#但如果将专名分解为时空片

段集合#则可以很容易获得解释&

结语

自然语言中的专名既可以自由地充任论元#

出现在主宾语的位置#也可以被其他修饰语修饰&

专名同时具有不同用法#表明它们在语义上具有

二元性!专名既可以表示个体#也可以表示属性&

专名在语义上可以分解为个体时空片段所组成的

集合& 这一时空片段义#正是专名属性义的来源&

专名的这两种语义解读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

联系&

本文从语言学角度的分析#表明了 !$世纪语

言哲学中关于专名意义的两种理论思潮#可能并

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互为补充的& 属性与个体#

应该视为专名语义本质的一体两面!

& 本文的研

究表明#基于自然语言中实际用例的语义学分析#

可以为解决语言哲学和逻辑学中的某些重大争议

引入新的视角& 希望本文能够引发更多语言学和

逻辑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H%/5-E"6+2&'I$"K'-D"(;"3+(+-3I$"A-$:&D-.

P4\WI?X=>.

(#!

# K̀\g'&.S?U>.S

#

"()8-=&&A&B]&E>'S. 8HI%'>G# ;D.,'.SK.'L>EG'HM# ;D.,'.S!($$!## P='.D-

!)8-=&&A&B]&E>'S. D̀.SIDS>G# 8&IH=>DGHK.'L>EG'HM# ;D.,'.S!($$60 # P='.D-

#)8-=&&A&B̀'R>EDA4EHG# ;D.,'.SK.'L>EG'HM# ;D.,'.S!($$!## P='.D$

!"#$%&'$! Q='GUDU>EDHH>@UHGH&G=>% A'S=H&. H=>G>@D.H'-.DHIE>&BUE&U>E.D@>GRM'.L>GH'SDH'.S

@&%'B'>% UE&U>E.D@>G'. .DHIEDAAM?&--IEE'.SA'.SI'GH'-%DHDBE&@R&H= i.SA'G= D.% P='.>G>)̂ >G'%>GBE>>AM

DUU>DE'.S'. DESI@>.HDAU&G'H'&.GD.% R>'.SIG>% DGGIR,>-HG&E&R,>-H&B-ADIG>G# UE&U>E.D@>G-D. R>

@&%'B'>% RMD%,>-H'LDAU=EDG>G# E>ADH'L>-ADIG>G# UE>U&G'H'&.DAU=EDG>G# >H-)Q='GU=>.&@>.&. '.%'-DH>GH=>

%IDA'HM.DHIE>&BUE&U>E.D@>G! H=>M-D. S>.>EDH>>'H=>ED. >.H'HM?RDG>% '.H>EUE>HDH'&. &EDUE&U>EHM?RDG>%

'.H>EUE>HDH'&.)VH'GDESI>% H=DHH=>UE&U>EHM?RDG>% @>D.'.S-&@>GBE&@H=>GUDH'&H>@U&EDA.DHIE>&B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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