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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杰：“关于无知的逻辑研究”报告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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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26日19:00，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范杰副教授应中心邀请在线上为广大师生带来一场精彩的学术报告。本次报告的主题

是《关于无知的逻辑研究》（Logical Research on Ignorance）。此次报告由中心熊作军副教授主持、孙洋博士评议，中心师生及线

上听会人员共七十余人参与。

范老师从 “我比别人知道得更多的一点，就是我知道自己的无知。”这一苏格拉底名言出发引入关于“什么是无知？”的两个主要观点

（标准观点和新的观点）。标准观点认为无知就是缺乏知识，新观点认为无知是缺乏真信念。但是两种观点都受到了反驳。标准观点

存在“我们既不知道一个命题，但是我们对该命题又不无知”的反例。新观点存在“碰巧的真信念很难说是不无知”的问题。

在后面的报告中，范老师主要介绍四种不同的无知形式/类型的逻辑（一阶无知、群体无知、析取无知、拉姆斯菲尔德无知），并介

绍了基于这四种类型的无知建立起的四种不同逻辑系统。

从历史上的（非）偶然逻辑与一阶无知逻辑在技术上的相通性讲到如何在对称框架类上公理化（非）偶然逻辑？给出了偶然逻辑在

（单模态、有穷多模态和无穷多模态情形）对称框架上的公理化解决方法和完全性证明。针对是否有一个一致的方法来处理无论单

个、有穷多个、无穷多个模态词情形的问题，范杰副教授提出一次性对相对于不同主体的死点进行处理的方法。

接下来，范老师介绍了“群体宣告的不是群体的知识，而是群体的无知”的群体无知，举例说明了宣告一个个体的无知能够消除另一个

个体的无知这一有趣现象。利用著名的泥孩难题例子说明宣告群体无知能够消除个体无知这一有趣现象。

介绍了将费奇式无知和一阶无知析取起来得到的包含析取无知的逻辑系统的语言、语义，并研究了相关的逻辑性质。

最后，为了解决拉姆斯菲尔德无知、二阶无知等都可以由一阶无知来定义的问题，范老师采用了将出现在一阶无知和拉姆斯菲尔德无

知的二元可及关系视为两个不同的二元可及关系（其中一个二元关系是另一个二元关系的任意子集）的方法避开可定义性问题。给出

了相关的语言和语义，以及拥有两个可及关系的二维模型，证明了极小公理系统的完全性。

在讨论环节，中心师生就偶然和非偶然算子能否定义必然算子问题、如何使用“副本+对称闭包”方法获得对称模型问题、觉知逻辑和

无知逻辑是否存在互动问题与范老师进行了进一步地探讨，加深了对“无知逻辑”的理解。

 

（黄钰 供稿  熊作军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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