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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系统 z 的一些意见

张 清 宇

编者按
:

本刊 1 9 9 2 年第 6 期刊发了张金成同志的《辩证 逻辑形式化 的研 究 》

一 文后
,

陆续收到 了一些稿件
,

对张文展开了讨论
。

我们本着
“
百 花齐放

,

百 家争

鸣
”
的宗 旨

,

已在本刊第 4 期及本期发表了部分来稿
。

至 此
,

对该 文讨论暂告一段

落
。

系统 z 出现在文「l」中
,

文 [ 2〕对它作了评价和补证
。

本文将论述我的看法和意见
。

一
、

2 12 在系统 z 的公理中不是独立的

系统 z 是在古典命题逻辑中加进否定词 z 以及有关于 z 的两个模式 21 1 和 21 2而得
,

经

研究
,

笔者发现 21 2 是可以从系统 z 中其他公理推出来的
,

具体证明见下面的引理和定理
。

令 P C 表示 由 z
一

l 至 2 10 加上分离规则 M P 而得的系统
,

也就是古典命题逻辑系统
;
再令

P C 十表示 P C 加上公理模式 21 1 而得的系统
。

引理
:

在 P C 中
,

有下列定理模式和推理规则
,

( 1 )一 A ~ ( A V B一 B ) ;

( 2 )从 A一 ( B一 c )可推出 B一 ( A ~ C ) ;

( 3 ) 从 A ~ B 可推出 ( C一 A ) ~ ( c ~ B ) ;

( 4 )从 A ~ ( , B~ c )可推出 A~ B V c
。

(证明从略
。

)

定理
:

在 P C+ 中
,

有下列定理模式
,

( 1 ) ( A ~ B )~ ( Z B ~ Z A ) ;

( 2 ) Z Z A一 A V Z ( A V Z A )
。

证明
:

( [ ) 1
.

( A一 B )一 ( ( A ~ Z B )一 Z A )

2
.

( A一 Z B ) ~ ( ( A一 B ) ~ Z A )

3
.

( Z B一 ( A一 Z B ) ) ~ ( Z B一 ( ( A一 B ) ~ Z A ) )

4
.

Z B~ ( A一 Z B )

5
.

Z B~ ( ( A ~ B )一 Z A )

2 1 ]

引理 ( 2 )

引理 ( 3 )

Z 1

3
,

4
,

M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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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A ~ B )一 ( Z B一 Z A ) 引理 ( 2 )

( 2 ) 1
.

( ^ V z ^ ~ Z ^ )一 ( 2 2 ^ ~ z ( A V z ^ ) ) 定理 ( 1 )

2
.

(二 ^ ~ ( ^ V z A ~ z A ) ) ~ (一 ^ ~ ( 2 2 ^ ~ z ( A V z ^ ) ) ) 引理 ( 3 )

3
.

一 A ~ ( A V z A ~ z A ) 引理 ( )]

4
.

一 A一 ( Z Z A一 Z ( A V Z A ) ) 2
,

3
,

M P

5
.

zz A ~ ( , A一 (z A V z A” 引理 ( 2)

6
.

Z Z A一 A V z ( A V z A ) 引理 ( 4 )

所以
,

2 12 在系统 z 中可以从其他公理导出
,

从而可知 P C + 一 z
,

也就是说系统 z 等价于系

统 p C + 。

有了上面的结果
,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建立起 z 的 iF t hc 型 自然推理系统 N z
,

以便更简捷地

来推导 z 的定理
。

我们这样来表示一个推演
:

推演中用到的有穷多个公式 自上而下排成一个序列
,

在这序列

的左边划一条垂直线以示推演的起讫
。

如果这推演以若干公式为假设
,

则将它们排在序列的最

初几个
,

并在最后一个假设公式的下面划一条跟垂直线连接的短横线
。

因此
,

我们有两种推演
,

一种是无假设的推演
,

见例 ( 1 )
。

lA
···

一一nABI
·

:mBcll阵cxIEI
·

:E]AA…A

、

,
.

1几例

.

…里
例 ( 2 ’

}
A

·

1代
’

. B
m

例 ( 3 )

另一种是有假设 的推演
,

见例 ( 2 )
,

其 中的公式 A
, 、

…
、

A
。

都是这推演的假设
,

公式 B , 、

…
、

B
m

都是它们的后承
。

允许在一推演中进行另一个推演 (有假设的或无假设的都可以 )
,

后者被称为前者的从属

推演
。

如例 ( 3) 所示
,

其中公式 A ,

一直到公式 E
:

构成了一个有假设的推演
,

记为 D
。

在 D 中有

一个垂直线
,

此垂直线右边的公式 c ,

至 c 、

也构成一条推演 D , 。

D ,

就是 D 的一个从属推演
。

称

公式 A , 、

…
、

A
。 、

B , 、

…
、

B
, 、

E
, 、

…
、

E
,

为
D 中 的 项

,

并 称 公 式
c , 、

…
、

c k

为
D ;

中 的 项

。

一 个 推 演 可

以 有 几 个
从

属 推 演

,

从 属 推 演 也 可 以 有 它 们 自
己 的 许 多 从 属 推 演

。

系 统
N z 的 全 部 推 理 规 则 详 述 如 下

:

( 0 ) R o p (重 复 规 则 )
:

一 推 演 中 的 项 可 以 在 该 项 的 正 下 方 重 复 出 现

。

( 1 ) R iet (重 述 规 则 )
:

如 果 公 式
A 是 一 推 演 D 的 项

,

推 演
D

`

是

D 的 一 个 从 属 推 演 并 位 于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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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则 可 以 在
D

’

的
全

部 假 设 下 重
述

A
。

( 2) 一 (I 蕴 涵 引入 )
:

如 果 在 一 推 演
D 中 有 一 个 仅 以 公 式 A 为 假 设 的 从 属 推 演 D

` ,

并 且
B

是 D
’

的 项

,

则 在
D 中 可 以 推 出 A ~ B

。

( 3) ~ E (蕴 涵 消去 )
:

在 一 推 演 中

,

由
A 与 A ~ B 可 推 出 B

。

( 4) 八(I 合取 引入 )
:

在 一 推 演 中

,

由
A 与 B 可 推 出 A 八 B

。

( 5) 八 E (合 取 消 去 )
:

在 一 推 演 中

,

由
A 八 B 可 推 出 A 和 B

。

( 6) V (I 析取 引入 )
:

在 一 推 演 中

,

由
A 或 B 可 推 出 A V B

。

( 7) V (E 析取消去 )
:

在 一 推 演 中

,

由 公 式
A V B

、

A一 c 和 B一 c 可 推 出 c
。

( 8) 一 (古典 否 定 )
:

如 果 一 推 演
D 中 有 一 个 仅 以 一 A 为 假 设 的 从 属 推 演 D

` ,

并 且
D

’

中 有 项

B 和 项 一 B
,

则 在
D 中 可 推 出 A

。
.

( 9 ) z (非古 典否 定 )
:

如 果 一 推 演
D 中 有 一 个 仅 以 公 式 A 为 假 设 的 从 属 推 演 D

` ,

并 且
D

`

中

有 项

B 和 Z B
,

则 在
D 中 可 推 出 z A

。

称
A 为 N z 的 一 个 定 理

,

记 成
卜

、 z A
,

当 且 仅 当 有 一 个 无 假 设 的 推 演 以
A 为 一 项

。

称
A 为 公

式 集 P 的 一 个 后 承
,

记 成
r 卜

、 z A
,

当 且 仅 当 有 一 个 仅 以
r 中 若 干 公 式 为 假 设 的 推 演 以 A 为 一

项
。

系 统
N z 等 价 于 系 统 z

,

即

,

r 卜 、 z A 当 且 仅 当 F 卜
: A

。

当
r 为 空 集 时 我 们 有

,

卜
z
A 当 且 仅 当

卜 N z
A

。

二

、

系 统
z 等 价 于 一 个 正 规 模 态 系 统

在 系 统 z 中
,

我 们 可 以 引 进 如 下 定 义

:

>< A 一
d f

, Z A
,

口
A 一

d f

一 >< 一A
。

利 用 自 然 推 理 的 方 法

,

不 难 证 明 在 系 统
z 中 有 下 列 两 个 定 理 模 式

,

具 体 证 明 从 略

。

定 理

:
( 1 ) 卜

:

口
( A一 )B 一 (口 A 、 口 )B

;

( 2 ) 卜
z

>< A ~ A
。

令
K +

表 示 P C 附 加 上 述 两 个 模 式 为 公 理 模 式 而 得 的 系 统
。

关 于 系 统
K十

,

我 们 有 下 面 的 结

果

定 理

:

在 系 统
K +

中

,

有 下 列 定 理 模 式

,

.

( 0 ) ( A一 Z A )一 Z A ;

( 1 ) A一 口 A ;

( 2 ) ( A ~ B ) ~ ( >< A一 >< B ) ;

( 3 ) B 八 >< A 一 >< B ;

( 4 ) ( A一 B )一 ( ( A ~ Z B )~ Z A )
。

证 明

:

( O )
.

1
、

>< A ~ A

2
、

>< A一 今 A

3
、

( >< A一 A )一 ( (今 A 一 >< A ) ~ ( >< A 一 A 八 >< A )

4
、

( >< A一 >< A )一 ( >< A一 A 八 >< A )

5
、

>< A ~ A 八 >< A

即
,

一
z A一 A 八一 Z A

K +
的 公 理

p c 的 定 理

P C 的 定 理

1
,

3
,

M P

2
,

4
,

M P



6
、

A 八 , z A~ 一 ( A , z A ) P C 的 定 理

7
、

一
z A~ 一 ( A一 z A ) 5

,

6
,

一 传 递

8
、

(二 z A 一 一 ( A一 z A )) 一 ( ( A一 z A )一 z A ) P C 的 定 理

9
、

( A一 z A ) ~ z A 7
,

8~ 传递

(1 )
.

1
、

>< 一 A ~ 一 A K 十的 公 理

2
、

( >< 一 A一 , A )~ (A~ 一 >< , A ) P C 的 定 理

3
、

A一 一 >< , A
.

1
,

2
,

M P

即
,

A一 口 A

(2 )
.

1
、

(A ~ B) 一 (一 B~ 一 A )
.

P c 的 定 理

2
、

(一 B ~ 一 A ) ~ 口 (一 B~ , A ) (1 )

3
、

口
( , B一 一 A )~ (口二 B , 口 , A ) K +

的 公 理

J
、

(口 一 B一 口 , A )一 (一 口一 A , , 口一 )B P C 的 定 理

5
、

( A~ B )一 (一口一 A~ 一口 , )B
·

1
,

2
,

3 , 4
,

~ 传递

即
,

( A ~ B )~ (令 A ~ 令 B )

( 3 )
.

1
.

B 八 >< A一 B 2 4

2
.

B~ ( A 一 B )
.

2 1

3
.

( A ~ B )一 ( >< A ~ 今 B ) ( 2 )

4
.

B A >< A一 ( >< A ~ >< B)
.

1
,

2
,

3
,

~ 传递

5
.

( B 八 >< A ~ ( >< A ~ >< B” ~ ( B 八 >< A一 >< B ) P C 的 定 理

6
.

B A >< A一 >< B 4
,

5
,

M P

( 4 )
.

1
.

B A >< A一 >< B ( 3 )

即
,

B A 一 Z ^ ~ 一 Z B

2
.

( B 八 >< A一 >< B) ~ (B 一 (一 z A ~ , z )B )
.

P C 的 定 理

3
.

B
一 (一 Z A一 一 Z B ) 1

,

2
,

M P

4
.

(一 Z A一 , z B )一 ( Z B~ z A )
.

p c 的 定 理

5
.

B一 ( Z B~ Z A ) 3
,

4
,

M P

6
.

( B~ ( z B~ Z A ) )一 ( ( A一 B )一 ( A ~ ( z B~ Z A ) ) ) p c 的 定 理

7
.

( A 一 B )一 ( A一 ( Z B~ Z A ) ) 5
,

6
,

M P

8
,

( A ~ ( z B、 z A ) )一 ( ( A ~ z B ) ~ ( A一 z A ) ) P e 的 定 理

9
.

( A 一 Z A )一 Z A ( 0 )

1 0
.

( ( A一 z A )一 z A )一 ( ( ( A ~ z B )一 ( A 一 z A ) )一 ( ( A一 z B ) ~ z A ) ) P e 的 定 理

1 1
.

( ( A ~ Z B ) ~ ( A一 Z A ) ) ~ ( ( A 一 Z B ) ~ Z A ) 9
,

1 0
,

M P

1 2
.

( A ~ B )~ ( ( A ~ Z B )一 Z A )
.

7
,

8
,

1 1
,

M P

上 面 的 结 果 表 明
,

系 统
z

。

等 价 于 系 统
K + 。

由
卜

K十 A一 口 A 和 分 离 规 则 可 知
,

必 然 概 括 规 则

(从 A 可 推 出 口 A )在 系统 K 十中 成 立 扩因 而
,

系 统
K 十是 一 个 正 规 模 态 系 统

。

所 以

,

系 统
z 等 价 于

一 个 正 规 模 态 系 统
。

文 〔1〕中 的 定 义 7 把 系 统 z 的 模 型 定 义 为 一 个 有 序 的 二 元 组 a(
,

v )
,

但 该 定 义 的
I 中 说 、

是 一 个 世 界
”
而 l 中 则 说

“ a

是 两 个 世 界

” 。

这 样 的 定 义 是 无 法 用 的

,

更 无 法 说 它 是 什 么 世 界 模

型

。

文 〔2〕中 说 什 么
“
它 非 常 象 复 变 函 数 论 里 的 螺 旋 式 的

`

黎 曼 面

’ ,

具 有 分 叶 的 结 构

” ,

这 就 更 不

恰 当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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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建 立 可 能 世 界 语 义
,

可 以 利 用 它 等 价 于 正 规 模 态 系 统
K 十

,

由 模 态 逻 辑 的 克

里 普 克 语 义 理 论 引 出 如 下 的 定 义

。

定 义

: 。 一 <w
,

R ,
v )是 系 统 z 的 一 个 克 里 普 克 模 型 (或 简称模 型 )

,

当 且 仅 当

:

( 1) w 是一个集合 ( w 中的元素可以称为
“

可 能 世 界

” 、 “

世 界

” 、

或 者

“

点

” ) ;

( 2) R 是 集 合 w 上 的 一个 二元 关 系 (即
,

R g w X w )
,

并 且 使 得
v

w
( w R w V , 」 斌

( w R w
’

) ) ;

( 3 ) v 是 一 个 映 射
,

它 确 定 各 个 命 题 变 项
p 在 各 个 可 能 世 界 w 中 的 真 值 v (P

,

w ) 任 { o
,

1}
。

·

这 定
义

中 的

R 就 是 可 能 世 界 之 间 的 相 对 可 能 关 系
,

w , R w Z

表 示 世 界
w

Z

相 对 于 世 界
w ,

是

可 能 的

。

w
1R w Z

也 可 以 有 其 它 种 种 读 法

,

例 如 读 成

“ w :

可 以 替 代
w

, ” 、 “ w ,

可 接 近
w

Z ”

或 者

“ w l

可 达
w

Z ”

等

。

w 中的点因 R 所 满 足 的 条 件 而 可 分 为 两 类
,

一 类 中 的 点 可 以 自
己

接 近 自
己

但 不 可

以 接 近 其 它 任 何 点

,

另 一 类 点 既 不 可 接 近 自 己 也 不 可 接 近 其 它 任 何 点

。

前 一 类 点 相 当 于 文 [ l 〕

中 的
“

原 世 界

” ,

但 不 一 定 是 一 个

,

而 是 一 类

。

后 一 类 点 相 当 于 文 〔l 」中 的
“

超 越 世 界

” ,

在 专 著

〔3〕中 称 它 们 为
“

死 点

”
(d e a d e n d s )

。

给 定
一 个 模

型
。 一 ( w

,

R ,
v 》 ,

我 们 就 能 唯 一 地 确 定 其 各 个 命 题
A 在 各 个 世 界 w 中 的 真 值

’

V ( A
,
w )

:

v ( , B ,
w )二 1 当 且 仅 当 v ( B

, w ) = 0 ;

v ( B A C ,
w ) = 1 当 且 仅 当 v ( B

,

w ) = v ( C
,

w ) 一 1 ;

v ( B V e
,

w ) = 1 当 且 仅 当 v ( B
,

w )一 z 或 v ( e
,

w ) = 1 ;

v ( B~ e , w ) = 1 当 且 仅 当 v ( B
,

w ) = 0 或 v ( e
,

w ) = l ;

V ( Z B
,

w ) = l 当 且 仅 当 v w
`

( w R w
`

~ v ( B
,

w
`

) 一 0 )
。

v ( A
,

w ) ~ 1 可 以 读 成
“ A 在 w 中 为 真

” ,

v ( A
,

w ) 一 0 可 以 读 成
“ A 在 w 中 为 假

” 。

给 定 一 个 模 型

。 二 < w
,

R
,

v >
,

如 果 命 题
A 在 w 中的任一个可能世界 w 中 都 为 真

,

则 称
A 在 模 型 。

中 有 效
,

记 成

“
片 A

。

如 果
A 在 任 一 个 模 型 中 都 有 效

,

则 称
A 为 (普遍 )有效

,

记 成 卜
A

。

: 利用 克里普 克语 义理论 中的典 范模 型方 法 (t he m et h od of ca on in ca l m od els )
,

不 难 证 得 系 统

z 的 完 全 性
。

完 全 性 定 理

:
卜

Z A 当 且 仅 当 片 A
。

具 体 证 明 从 略

,

有 兴 趣 的 读 者 可 以 参 看 专 著 〔3〕
。

从 模 态 逻 辑 的 克 里 普 克 语 义 理 论 可 知

,

v ( , >< A
,

w ) = 1 当 且 仅 当 一 三 w
’

( w R w
’

A v ( A
,

w
’

)一 1 )

当且仅 当 v w
`

( w R w
’

一

v ( ^
,

w
’

) = 0 )

当且仅 当 v (Z A
,

w ) 一 1
。

因 此

,

A 的
“

辩 证 否 定 ” A 跟 不 可 能 命 题 , >< A 的 意 义 相 同
。

所 以

,

系 统
z 中 的 否 定 词 z 只 是 一

个 否 定 模 态 词 二 ><
。

如 果 认 为 这 样 的 系 统

“

完 全 有 资 格 被 称 为 辩 证 逻 辑 的 一 种 形 式 系 统

” ,

那 恐

怕 是 完 全 不 可 靠 的

。

三

、

也 论 系 统
z 和 科 斯 塔 的 系 统

巴 西 逻 辑 学 家 科 斯 塔 ( N e w t on C
·

A
·

da C os at
,

1 9 2 9 年 9 月 26 日生 ) 是 弗 协 调 逻 辑

(娜
r a e o n s i s te n t lo g i e ,

文 [ 2〕译 作
“

次 协 调 逻 辑

”
)分 支 的 创造 人

,

他 构 作 逻 辑 系 统
c

。

是 想 为 有 意

义 的 不 协 调 理 论 提 供 逻 辑 基 础

,

他 只 要 求
c

。

满 足 下 列 四
个 条 件

:
.

· .

·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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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矛 盾律不 普遍 成立
;

( 2) 从互相矛盾的前提不推出任何公式
;

( 3) 从命题部分到谓词部分的扩张必须简单直接
;

( 钓必 须包括 尽可 能 多的古典 逻辑 中的模 式和 规则
,

只 要 是 不 与 前 面 条 件 相 冲 突 的 就 应 当

包 括 进 来

。

很 显 然

,

科 斯 塔 构 作 系 统
C

。

的 目 的 并 不 是 为 了

“

对 传 统 辩 证 法 原 型 进 行 逻 辑 重 建

” 。

这 一

点 从 他 在 文 [月中最后一段有关于辩证逻辑形式化的论述来看
,

将 显 得 更 为 明 确

。

在 那 一 段 落

中

,

他 说

: “

辩 证 逻 辑 跟 不 协 调 系 统 的 理 论 密 切 相 关

。

辩 证 逻 辑 有 若 干 冲 突 的 概 念

,

而 且 对 大 多

数 专 家 来 说 它 既 不 是 形 式 的

,

甚 至 原 则 上 也 不 是 可 形 式 化 的

。

然 而

,

利 用 不 协 调 系 统 的 理 论 中

所 用 的 技 术

,

形 式 化 一 些 已 经 提 出 来 的 辩 证 逻 辑 显 然 还 是 有 可 能 的

。

顺 便 讲 一 下

,

我 们 正 在 谈

论 的 形 式 化 事 实 上 类 似 于 为 直 觉 主 义 数 学 各 个 部 分
所 作 的 形 式 化

:

我 们 并 不 打 算 在 所 作 的 形

式 学 说 上 建 立 辩 证 逻 辑

,

而 仅 想 弄 清

`

辩 证 运 动

’

的

`

规 律 性

’ 。

这 样

,

我 们 也 许 可 以 重 新 阐 明 辩

证 逻 辑

。 ”

科 斯 塔 从 来 也 没 有 说 过 他 的 系 统
C

。

是

“

辩 证 逻 辑 的 部 分 形 式 化

” 。

构 作 系 统
z 的 目 的

是 不 同 的
,

从 一 开 始 就 是 为 了

“

建 立 一 个 新 的 逻 辑 系 统

,

以 实 现 辩 证 逻 辑 的 部 分 形 式 化

” 。

因 此

,

文 [ 2」中所 说
“

我 们 认 为

,

在 对 传 统 辩 证 法 原 型 进 行 逻 辑 重 建 方 面

,

系 统
z 比 起 系 统 c

。

或
D L

来 又 前 进 了 一 步
” ,

似 乎 是 不 大 妥 当 的

,

至 少 就
c

。

而 言 是 如 此

,

至 于 对
D L 是 如 何 又 当 别 论

。

虽 然 不 宜 从

“

对 传 统 辩 证 法 原 型 进 行 重 建 方 面
”

来 比 较 系 统
z 和 C

。 ,

但 从 否 定 词 方 面 来 说

明 它 们 的 相 似 和 相 异 之 处 还 是 可 以 的

。

系 统
z 和 C

。

都 涉 及 两 种 否 定 词

,

古 典 的 和 非 古 典 的

。

但 在 系 统
z 中 这 两 种 否 定 词 都 是 初

始 的
,

而 在
C

。

中 古 典 否 定 词 则 由 非 古 典 否 定 词 定 义 为 一

`“ ’ ,

一

`” ’
的 具 体 定 义 见 [ 4〕

。

系 统
C

。

是

在 古 典 的 正 命 题 逻 辑 上 添 加 关 于 非 古 典 否 定 词 的 新 公 理 而 得

,

而 系 统
z 则 是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的

扩 展
。

二

` , ’
在 系 统

c
。

中 具 有 古 典 否 定 词 的 全 部 性 质

,

将 古 典 否 定 词 转 换 成 一

` “ , ,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的 定 理 就 都 被 转 换 面
C

。

的 定 理

。

所 谓

C
。

包 含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就 是 在 这 种 转 换 意 义 下 说 的

,

这 跟

系 统
z 直 接 为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的 扩 展 是 不 相 同 的

。

系 统
z 以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为 子 系 统

,

C
。

不 能 直

接 以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为 子 系 统

,

后 者 可 以 转 换 成
C

。

的 一 个 子 系 统

。

笔 者 曾 经 建 立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的 否 定 词 扩 展 系 统

z
。 ,

它 所 涉 及 的 非 古 典 否 定 词 相 当 于 系 统

C
。

的 否 定 词

。

以
z

。

为 代 表 来 比 较 系 统
z 和 C

。

二 者 的 非 古 典 否 定 词

,

将 更 能 说 明 问 题

。

用
N 表

示 C
。

的 非 古 典 否 定 词

,

系 统
z

。

就 由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的 语 言 附 加
N 为 初 始 符 号 而 得

。

z
。

的 公 理 系

氏

统 是 由 古 典 命 题 逻 辑 的 公 理 系 统 附 加 下 列 模 式 而 得

:

( 1 ) , A一 N A
,

( 2 ) B A 一
` 八 ) B一 N A

,

( 3 ) N N A一 A
,

(」)一
( ” )
~ 一 A

,

( 5 ) A 吸
六,

A B (竹,

~ ( A A B ) ( n ) A ( A V B ) ( n )
八 ( A 、 B )

` n ) 。

这 里 的 , `” ,

如 上 述

,

一 指 古 典 否 定 词

,

A ` “ ,
的 定 义 见 文 [ 4〕

。

可 以 证 明

,

二

` n ’
A一 一 A 是 系 统

z
。

的 定 理

,

不 过 等 值 置 换 规 则 在
z

。

中 不 普 遍 成 立

,

但 对 于 不 含 有
N 的 公 式 还 是 成 立 的

。

上 面

的
( 1)

、

( 2 )
、

( 3) 三个模式表明了非古典否定词的全部特性
,

它 们 可 以 分 别 读 成

“ A 假 则 否 定

A ” 、 “

逻 辑 矛 盾 否 定 一 切
”

和

“

否 定 之 否 定 是 肯 定

” 。

从 本 文 第 一 部 分 的 证 明 可 知

,

系 统
z 的 非 古 典 否 定 词 z 只 接 受 一 个 归 谬 律

:

( A一 B )~ ( ( A一 Z B )一 Z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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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个 归 谬 律 等 值 于 下 面 的 ( 1 )加 上 ( 2 )
:

( l )一 A ~ Z A
,

( 2 ) B A Z B~ Z A
。

( 1) 和 (2 )可 以分 别读 成
“ A 假 则 否 定 A ”

和
“
(辩 证 )矛 盾否 定 一切

” 。

由 此 可 见

,

系 统
z 和 z

。

都

接 受 有 关 于 否 定 词 的 一 个 基 本 态 度

“ A 假 则 否 定 A ” ,

此 外 系 统
z 还 接 受 基 本 态 度

“

矛 盾 否 定 一

切

”

但 拒 绝 基 本 态 度

“

否 定 之 否 定 是 肯 定

” ,

而 系 统
z

。

则 拒 绝

“

矛 盾 否 定 一 切

”

但 保 留
“

逻 辑 矛 盾

否 定 一 切

”

并 接 受

“

否 定 之 否 定 是 肯 定

”
的 基 本 态 度

。

所 以

,

系 统
z 和 系 统 z

。

作 为 古 典 逻 辑 的 否

定 词 扩 展 对 于 否 定 词 的 态 度 是 有 同 也 有 异 的

。

由 关 于
z 的 归 谬 律 可 得 系 统 z 的 下 列 三 个 定 理

:

( 1 ) ( A一 B )一 ( Z B一 Z A )
,

( 2 ) A V Z A ~ Z ( A 八 Z A )
,

、

( 3 ) B A Z B~ Z A
。

它 们 有 一 个 共 同 的 结 论 为

:

B A Z B~ Z ( A A Z A )
。

按 文 〔1〕和 [ 2」的 说 法
,

这 结 论 表 明

: “

辩 证 矛 盾 将 辩 证 否 定 一 切 辩 证 矛 盾

” 。

这 样 的 结 论 很 不 利

于 保 留 系 统
z 的

“

辩 证 逻 辑 形 式 系 统

”

资 格

。

要 认 真 建 立 辩 证 逻 辑 的 形 式 系 统

,

必 须 对 归 谬 律

持 保 留 态 度

。

科 斯 塔 和 沃 尔 夫 构 造 的 系 统
D L 把 归 谬 律 限 制 在 遵 守 矛 盾 律 的 情 况 下

,

使 得 上 面

的
( l )

、

( 2) 和 ( 3) 都 不是 D L 的 定 理
。

这 样 做 很 不 错

,

很 符 合 黑 格 尔 和 马 克 思 不 否 认 古 典 逻 辑 对

一 大 类 命 题 有 效 的 精 神

。

因 此

, “

在 对 传 统 辩 证 法 原 型 进 行 逻 辑 重 建 方 面

,

系 统
z 比 起 系 统 cn

或 D L 来 又 前 进 了 一 步
”

的 说 法 是 很 不 妥 当 的

。

综 上 所 述

,

系 统
z 只 是 命 题 逻 辑 的 一 个 正 规 否 定 词 扩 展

,

它 等 价 于 一 个 正 规 模 态 系 统

;
非

古 典 否 定 词 z 同 于 否 定 模 态 词 , ><
,

不 宜 解 作 辩 证 否 定

, “

辩 证 逻 辑 形 式 化 的 新 进 展

”

的 提 法

是 缺 乏 根 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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