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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逻辑学在20世纪获得蓬勃发展，提出了构造形式系统和语义模型的技术手段。而自然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符号形式系统，能够

接受语义模型的解释，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语言的内在基础就是逻辑。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计算机信息技术要求人们在逻

辑的框架内去描述自然语言的特征。在机器的自动句法分析、以逻辑公式为中介语的机器翻译以及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等领域，

逻辑方法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所以，近30年来，逻辑的应用范围从数学和哲学扩大到语言学和计算机人工智能科学等领域，形成

了所谓逻辑、语言和信息计算等学科的交叉研究。这种研究在西方被称作形式语义学或逻辑语法，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其发展

态势极为迅猛，以著名的蒙太格语法为开端，形成了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境语义学和类型-逻辑语法等理论。这些理

论大大推动了当今逻辑科学的发展。同时也引起了对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高度重视。 

    将逻辑语法或形式语义学纳入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范围，是近年来国内语言逻辑的重要发展方向。我国语言逻辑研究的开拓者—

—著名逻辑学家周礼全先生，早在1978年就明确提出语言逻辑要研究各种类型语句的逻辑，从语用角度研究语句同语境的关系，要

研究语用推理。王维贤、李先焜和陈宗明合著的《语言逻辑引论》和周礼全先生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等

著述使周先生的设想得以初步实现。但与西方相比，我国语言逻辑研究总体上还是落后许多，既没有阵营强大的专门研究机构和充

足的研究经费，也缺乏专业的期刊，只是偶见几本论文集，研究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 

周先生的学生邹崇理博士继续前辈的工作，为促进语言逻辑研究与国际接轨，选定逻辑、语言和信息处理相交叉的新领域作为研究

方向，历经十载，成绩斐然，先后出版了《逻辑、语言和蒙太格语法》、《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等专著，并于2002年出版了《逻

辑、语言和信息》一书。 

二 

《逻辑、语言和信息》正文七章。第一章从宏观角度给出整个逻辑语法群体的概观；第二章介绍刻画自然语言量化结构的广义量词

理论；第三章讨论新颖的语义理论——情境语义学；第四章阐述各种各样的动态语义理论；第五章介绍加标演绎系统以及该理论应

用于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成果；第六章运用广义量词理论研究汉语量化句的语义特征；第七章运用情境语义学的概念描述周礼全先

生的语用交际图式。通读全书，以下四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整体凸显信息时代语言逻辑研究的新特色。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自然语言理解日益为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计算机专家所重视，因为自然语言作为信息与知识的载体，是最

大的信息库与知识库。自然语言理解的重要前提是自然语言的形式，也就是运用相应的数学和逻辑工具对自然语言的语形、语义和

语用三个层次作出适当的刻画和描述。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国外逻辑学界将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重点锁定在信息加工和信息处

理上，尤其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高度关注语言信息的增殖问题；二是十分重视语言信息的效率（efficiency）问题；三是力图

满足计算机处理语言信息的要求。纵览全书，上述问题始终是作者着力探索的关键。正是基于对“信息时代需要”的把握，作者在

引论中明确地概括了计算机处理自然语言的步骤以及语言逻辑在其中的作用。在作者看来，当今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处理自然语言

有三个步骤：（1）确立自然语言的形式化表述；（2）确立形式化表述的算法；（3）根据算法编制有关程序。自然语言逻辑研究

以达到前两步的要求为目标，即致力于逐步地、部分地把自然语言转换成适合计算机处理的信息数据，使得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的

程序设计者可以在此基础上实施第三步工作。 

       第二，努力体现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新思路。 

       “逻辑、语言和信息”是相当宽泛又十分复杂的研究课题，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综合交叉的学科领域。它不仅涉及逻辑

和数学，还涉及语言学、哲学、计算机科学和认知科学等。从自然语言逻辑的角度看，它至少涉及如下三个层面：第一，形式刻画

层面；第二，描述解释层面；第三，技术应用层面。形式刻画层面的研究更注重精细性，描述解释层面的研究更注重实证性，技术

应用层面的研究更注重实用性。但无论从哪一个层面看，其学科交叉综合的特点都是显而易见的。 

从宏观角度看，该书内容涉及三方面：研究对象是语言（确切地说是自然语言）；研究方法或依据是逻辑（确切地说是现代逻

辑）；研究的结果是把自然语言变成一种计算机可以处理的信息。对象、方法和结果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本书的交叉性特征。作者认

为，自然语言逻辑是介于现代逻辑学和理论语言学之间的交叉学科。这种“中性边缘”的性质体现为：研究对象是自然语言，研究

的题材受到理论语言学的影响，即自然语言逻辑关注的热点有相当部分同时又是理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但研究的出发点是现代逻

辑，即按照现代逻辑的原则，把自然语言看作是一种符号形式系统，把其意义看作是参照形式语义模型进行解释的结果，即从形式

语义学的角度去分析自然语言的语义特征，自然语言逻辑在逻辑思想的影响下对自然语言中与推理有关的语义现象显示出特别浓厚

的兴趣。可以说，自然语言逻辑既有理论语言学的题材，又讨论其中的逻辑问题。不仅如此，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甚至还考虑到了

计算语言学的需要，从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 

第三，准确阐述逻辑语法理论的新成果。 



在回应信息革命的挑战和关注日常生活语言的时代背景下，逻辑语法经过近30年的长足进步，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深入探究

逻辑、语言和信息之间的三项关系显得尤为重要。作者认为，自然语言远比人工符号语言复杂丰富得多，很难在一个框架内对它的

句法、语义乃至语用的方方面面进行统一处置，也很难在短期内把其中的复杂问题研究透彻。对不同的方面给予侧重，或者就某个

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就形成了逻辑语法的多种理论学派。从第二章到第五章，作者用大量篇幅阐述了广义量词理论、情境语义

学、动态语义学和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等逻辑语法理论的新成果，评价了这些新学说对现代逻辑、理论语言学以及计算机

人工智能科学等研究领域产生的广泛而积极的影响。作者不仅以“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视野阐发逻辑语法的新成果，而且始终以独

特的学术视角注视这些新成果与信息处理之间的相互参照，从而在知识的广阔性和深刻性两方面给人有益的启示。 

该书在高度关注信息处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言语交际的问题。第七章涉及周礼全先生在《逻辑——正确思维和有效交际的理论》

一书中提出的语用交际思想。《逻辑》的后面几章在深入研究语境、隐涵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自然语言进行成功交际的思

想，其核心表现为一连串的意图或结果所构成的语用交际图式。（参见周礼全）对此作者尝试用情境语义学关于命题态度句及话语

陈述情境的表述方式，用情境语义学所谓情境类型之间的制约关联概念来描述语用交际图式的基本思想。这种描述的特色是：

（1）制约关联的概念建立在情境理论基础上，比原交际图式中各环节之间的联接关系显得更有理论的说服力；（2）对准确传达、

成功传达以及成功交际等概念的理解采用体现“符合”思想的信息条目方式来说明，这样比“En (M) = E′n(M″)”之类的“等

同”定义显得更合理一些；（3）交际图式各个环节的出现在情境语义学的描述中有明显的时间标志, 这样能够显示从主观意图到现

实结果的过程，语用交际的一些重要性质通过时间因素也能得到更确切的说明；（4）本章关于语用交际图式的情境语义学处理具

有从“信息流”角度解释语用推理的潜力。 

第四，致力于建构反映汉语语义特征的新系统。 

从分析个别零散的汉语句子出发，进入比较系统的汉语句子的形式化生成，从而逐步建构真正意义上的面向汉语信息处理的语言逻

辑，这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有意义的尝试。我国逻辑学界、语言学界和计算机科学界都有学者在关注这类研究，并把它视为计算机

信息处理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本书第六章运用广义量词方法对汉语的量化结构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在作者看来，汉语

量化句的特点有：（1）其内在的量化结构类似于Barwise的“主谓逻辑”量化公式，一部分量化句只包含一个量词且位于句子最前

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量词的汉语量化句大都不存在量词的辖域问题。（2）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量词的汉语量化句具有许多复

杂特征。句子整句的量化意义由所包含的简单量词的语义特征组合而成，这就是复合量词的概念。（3）汉语量化句中还有表聚合

语义的量词。这种量词表现在许多场合：如“所有教师共捐款500万元”，“整(全)团的士兵一起构筑了坚不可摧的防线”，等

等。关于聚合语义用法，汉语还有通过数目词组体现出来的形式，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两个和尚抬水吃”等等。笔者

对汉语数目词组的聚合语义给予特别重视，提出新的技术手段进行处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创造性地构造了两个富有特色的新系统。一个是专门刻画上述量化意义的汉语部分语句系统（这是西方学

者所没有做的工作）；另一个是体现聚合语义的一元谓词的一阶逻辑系统（采取与西方学者不同的思路来进行这样的工作）。就前

者而言，作者构造的系统在技术方面做了一些巧妙而独特的构思：先把汉语量词分为简单量词和复合量词，再把复合量词分为可化

归的和不可化归的两种，对不可化归的复合量词进行专门定义；另一方面，作者从刻画逻辑推理出发对该系统进行了扩展，通过对

其中广义量词的解释，说明传统逻辑的对当关系推理、换质换位以及三段论推理的有效性。就后者而言，由于作者在解释汉语的聚

合语义时采用了一些与Link等人的处理方式略为不同的技术手段，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体现聚合语义的一阶逻辑系统就有了独到之

处，如语义理论比较简明，同时作者也证明了这个系统的可靠性和完全性。 

三 

《逻辑、语言和信息》一书将可能产生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和效益：第一，逻辑语法属于类似逻辑学那样的基础学科，是与计算机

对自然语言的信息处理密切相关的理论，是一种交叉的边缘研究。这类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准确地把握逻辑、语言和信息三

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为相关学科的发展找到新的生长点，并有可能突破原先逻辑学和语言学“单兵作战”的研究范式，为建构真正

意义上的汉语逻辑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第二，目前无论是国内外中文信息产业还是研究信息处理的专家，都把机器翻译设定为攻

克的目标。在我国的几个科学攻关计划中都列有这类项目。本书反映时代特色和学科前沿的研究路径，有可能为解决计算机处理自

然语言问题找到一个新的切入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语言学家也十分重视语言逻辑与信息处理的关系。 

    毋庸讳言，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1）对逻辑语法理论的阐述有些地方显得比较生硬。如果能增加一些深入浅出

的例子，该书的可读性会更强些。（2）各章的写作风格不尽一致：有的地方侧重思想的论述，有的地方却偏爱技术的介绍。如果

能更多地考虑两者的融通，则会使本书更具整体感。（3）就理论的全面性和前沿性而言，第三章关于情境语义学的介绍稍显不

够。情境理论的逻辑基础以及情境类型之间的关联所导致的信息流逻辑等重要内容，似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4）最值得一提的

是，我们认为，作者构造的刻画量化语义的汉语部分语句系统应该和特征逻辑的方法结合在一起，按照计算语言学功能合一语法的

要求，给系统的初始单词附上体现功能特征的标记。这样，在句法生成中同时进行功能特征的合一运算，可以限制“蒙太格语法

式”过强的生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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