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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符号系统的自然语言,其最大特点，也是优点,是它有一个组织与存放概念知识的逻辑框架，

即它的词汇体系。自然语言靠它实现了凝聚、吸收、组织、存放概念知识的功能，从而使语言内部逐

渐形成一个极其庞大复杂的概念知识体系。语言的这项功能是它另两项功能，即实现交际的媒介与体

现思维的实体的基础。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必须再现语言的这三项基本功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因此我

们认为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必须以它的词汇语义学为核心与基础。在这里，语义词典成了核心中的核心。 

    词语是概念的符号体现。概念产生于特定的认知图式。概念，或标识它的词语的义项，只有在产

生它的特定图式中才能描述、定义清楚。概念的使用则是在使用环境中对照、还原、引用产生它的图

式的过程。 

我们用情境做认知图式的数学模型，把情境理论当作上述的词汇语义学和建基于其上的语义学的

统一理论的框架，于是得出情境理论的一系列新课题。本文讨论其中的初步问题：1) 用情境表示图

式和用情境定义/描述概念，后者是重点；2) 建立情境代数以刻画情境间的关系、变换与运算，实现

用代数演算体现概念思维；3) 建立情境网，以实现图式的结构、概念的组织方式，侧重点落在语义

词典的构成与组织方面。本文主要是使用实例说明我们的做法，后面的文章将讨论相关的数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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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 and an advantage of natural language is that, as a symbolic system, 

it has an internal logical framework for organizing and positioning conceptual knowledge, which 

is its lexicon system. This framework implements the fundamental function of natural language 

to condense, absorb, organize and position conceptual knowledge, and creates progressively a 

very huge and complex build-in knowledge system in the language. It is also the basis of the 

other two fundamental functions of natural language, i.e., the tool for communication and the 

medium for conceptual thought. The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should reproduce it in their 

theoretic realms to represent these three funct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he lexical 

semantics thereby become the core among them. 

 A word is the symbolic embodiment of a concept. And a concept is generated in a peculiar 

cognition scheme, which will be called as the generating scheme of it. We cannot describe and 

define a concept clearly unless we put it into its generating scheme. Whi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cept is a procedure to contrast, restore, and refer to its generating scheme in special 

environment, which will be called as the applying scheme of it.  

We proposed to use the situation as the mathematical model to describe the cognition scheme. 

Therefore the situation theory could serve as a unifi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constructing 

the lexical semantics and the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built upon it, as mentioned above. 

Therefore, many new viewpoints we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only some elementary questions 

among them were discussed, including:  1) To use situation to express the scheme, and to use 

situation to describe the concept (this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paper); 2) To formulate the 

situation algebra for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 transformations, and operations upon the 



situations, so as to to simulate the conceptual thinking through these algebraic calculus. 3) 

To construct a situation network to implement the scheme structure and conceptual structure, 

where the key point is the constitution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semantic dictionary. We tried 

to use some practical instances to illustrate these methods.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relevant 

to them will be presented in our future pa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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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约在 20年前，逻辑学家 J.Barwise与心理学家 J. Perry创建了情境语义学[1],当即
引起极大关注，Stanford大学专门成立了语言与信息研究中心(CSLI,Center for Study of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从事探索，开展了情境理论与情境语义学（ STASS 
group,Situation Theory And Situation Semantcs）建设（见[26]及 CSLI 出版物）。对
此它的创始人之一的 Barwise 在 1987 年曾指出[2]，当前信息时代急需信息与信息加工
的理论。这种信息理论的核心就是信息的语义学。这是一种全新的，内涵式的语义学理论，
是一种面向内容的信息与交际理论[26].他希望他们的新理论[1]就是这种核心理论。约在
10 年以前，逻辑学家、情境语义学另一创始人 K. Devlin 也指出，没有关于信息与交际
的数学理论，人工智能理论就不成其为理论[3]。然而经过近廿年的轰动与辉煌，情境语
义学渐渐失去了动力，而人工智能理论竟也仍然是几乎空白（比如见[28]

1
。）可以说，现

如今这种理论贫乏的窘况与 20 年前的状况竟毫无二致，人们对相关的理论的渴求依然如
故（请见[29][30][28].）究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情境理论在基础设定上，特别是其
哲学-心理学的基础，存有问题，致使它未能找准前进的方向。 
 其实新理论的基础问题从一开始就备受关注。Barwise 与 Perry [26][27][32],[1]
的重版等都曾经多次评述、研讨他们的新理论的哲学-心理学基础与数学基础，并断言他
们选定的哲学-心理学基础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其数学工具（所谓的 KPU 集合论）选得不
好，后来又提议改用非良构的集合论(non-well-founded set theory)为基础。Devlin[3]
也强调了哲学-心理学基础与数学基础在情境理论中的根本性。哲学、心理学、逻辑学、
自然语言语义学等学科的学者曾围绕情境语义学的基础问题进行过多次热烈的讨论。
Barwise,Perry,Devlin 等几位创始人，以及参与争论的持对立意见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
情境理论的基础做过深入的研究，围绕着语言、思维、认知、交际等的本质、实质进行过
针锋相对的论战，彼此间有过尖锐的批判(比如见[27].)尽管争论中不乏真知灼见和深刻
的、细致的分析，但却未能产生令人信服的理论

2
。其原因是各派理论在基础上也都有自

身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的困难。若遵照它们的哲学-心理学理论来建设语言与思维的理论、
信息与信息加工的理论等，一定也会像情境语义学理论一样地迷失方向、陷入困境的。创
建新语义学最重要也最困难的是确立它的哲学与心理学基础，其次就是数学基础。其实创
建任何新理论也都如此。 

我们曾在[4]中分析过，问题出在情境语义学认定信息存在于外部世界，个体或物种
信息接受者获取信息的能力得自于自身适应环境的进化结果。这就忽略了信息接受者主体
方面的复杂的而又是主导的关键性的因素。主体仅仅被当作被动的接受者，其知识构成、
价值取向等因素都被忽略了。主体的能动的反映行为、主动的实践行为被降格为不过是从
外部接受信息做出响应的被动的适应环境的行为。于是该理论把重点放在对外部世界的情
境的描述与分类上。在这样的框架里，没有了生成信息的主体-客体相互作用:客体主体化
与主体客体化两个生动过程3。客体-主体间行进的信息流显得十分贫乏而且问题多多：思
维有时可以没有语言[1]，语言在思维中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被否定了；语言的组织与存放
概念知识的重要功能不见了，难怪该理论不去考察词汇体系与它背后的概念结构；等等。 

[4]中我们曾借公式：信息=信号+解释 表述我们的观点。详细讲就是 
 信号存在于客体世界，经过主体的能动的加工而得到信息，并存在主体的认知器官（大
脑）之中。在这里，接受者的解释机制是重要的主导因素。根据信息的性质，也即解释机
制的性质，应当建立不同的语义学理论

4
。具体到自然语言符号系统，其解释机制就是主

                             
1
有趣的是，尽管在理论目标上[28]与我们的不尽相同，却与我们一样认为人工智能理论贫乏，急需发展；

也一样的把自然语言理解的理论问题当作是人工智能理论的最困难的、最高级的问题。 
2
此后学界仍不停地在探索、论述。以至在 1999年[1]重版之时作者仍要重提、重载当年他们的论争文章。 

3
 借用 Piaget的术语、说法（见[25]）。 
4
 据我们看，一个完整的信息语义学理论至少应包含三部分：以人或机器实现的概念思维与话语交际（中

的信息活动）为对象的认知语义学研究；以人、动物或机器的行为模式为对象的行为模式语义学研究；



体的概念知识与运作概念知识（即概念思维）的体系，以及概念思维的表达系统。我们要
做的就是建立关于概念知识组织、运作（概念思维）与言语交际的语义学理论。语言作为
认识人的概念思维规律的窗口，是主要的考查对象。语言有三大功能5：即，交际的媒介，
思维6的介质，和凝聚、组织、存储与（支持）使用概念知识的框架。其中后一项功能是
前两项功能的前提与基础。语言主要是用它的词汇体系实现该项功能的。人脑中的许多概
念组成一定结构，叫概念结构。词汇体系是它的外显形式[5]。过去我们说过[5]，概念结
构基本上是个网，概念的意思就存在于、体现在该网中它与其它概念的联系、关系之中。 
 任何概念都必须用词语称谓它。于是上述的概念结构就诱导出词汇的一种结构（叫词
汇体系）。可见，词汇体系以概念结构为内核，而成为它（概念结构）的外显。人们直接
使用的只能是符号（词语）。正因为如此，才使词汇体系成为凝聚、组织、存储与使用概
念知识的唯一逻辑框架。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词汇语义学研究应当以概念义为本位[4]。首先研究人脑中
的概念结构，然后再去考查它的外显----词汇体系。因为用词语称谓概念并不是简单地贴
个标签。词汇一旦形成体系就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规
律。诸如，造字、构词、韵律、文野之分等方面都有其自身历史演变的制约，不具有任意
性且也相当复杂。何况哪些概念词语化，哪些没有，其间难有什么规律可循。这样，首先
考察概念，可以在纯态中把握它们，暂时撇开各种复杂因素来探讨概念结构的相关的理论。
而且概念义也确实是词语\词义的核心内容。有了概念的定义再用来描述相应的词语，就
可以把有关词语的零星知识附加在其概念义上面。这种做法确有许多好处。 

 人脑中的概念结构常常也称作（抽象的）概念词典或语义词典。尽管我们尚不知道人
脑中的概念结构是否确以词语与词语间的联系来实现的7。[4]曾设想这种概念词典由底层
的日常用语词典为基础，与建于其上的专业词典组成。专业词典的主要成分，即它的众多
词条，是用基础词典的词条（概念）陈述的一个个知识包，加上这些专业词条间的联系网。
[4]讨论了它们的构成。它们的构成与运行方式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中心对象。基础词典
加上其上的常识知识库，专业词典再加上其上的专业知识库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知识总汇，
是人脑解释信号的机制。它们是语义学的对象。一个良好的关于概念思维与言语交际的语
义学必须至少能在理论上再现上述的语言的三大功能。考虑到关于语言使用的系统知识也
是概念知识，而使用环境、情境因素必须间接地通过使用者对其认识才能起作用[4].这就
把词汇体系推到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境地。特别是日常用语的词汇体系8，占据最核心
最根本的地位。因此，合逻辑的结论就必然是：这种语义学理论一定是以（日常用语的）
词汇语义学为核心与基础的。于是可以把我们心目中的语义学简括成：这将是一种统一的，
把词汇、短语、语句的意思与语境以及通常归于语用范畴的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来考虑的，
全新的，内涵式的语义学理论[4]。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文章[4]考察了这种设想的理论的各个基本面，特别是作为其核心与基础的语义词典
的构成。[4] 更象是一篇宣言书，它只是一个高度概括的纲要，需要对其各个方面的各个
层面做进一步研究与阐发。本文及随后的一系列文章意在逐步展开它的各个方面。首先要
探究的当然是作为主体的解释机制的核心要素语义词典，考查它的构成与运行机制,
建立它们的理论。本文作为其中的第一篇，着重探讨概念与概念结构，研究概念和概念间
的联系的描述或叫定义方法，为探求相应的数学性质奠定基础。 
本文的意图是要给出概念的真正的描述性定义。回顾地看，我们为此做了一系列假设：

首先假定词汇体系是人脑中的概念结构的外显形式，概念结构是词汇体系的内核（[5] 
[4]）。接着我们假定概念的意思、内涵就存在于、就体现在它与其它众多概念的联系的总
和之中 ([5] [4])。在此，需要区分本质联系与附带联系。本文认为概念首先是在产生它
的那个情境（叫做它的定义情境，是产生该概念的认知图式9的数学模型与有限近似）中
与相关的其它概念建立起本质联系的；情境与情境之间还有错综复杂的联系，它们诱导出
概念之间的附加联系。本文给出了用情境(包括情境表达式)定义概念、概念的性质，以及
概念间的关系等的方法与工具，略微讨论了情境间的联系，等。限于篇幅，还有许多直接

                                                                              

和以细胞社会为对象的胞内与胞间生物大分子信息传递为内容的细胞社会语言语义学研究。混淆界限蛮

干必然得不偿失。这种教训在语义学中可谓多矣（不乏先例）。 
5
 据我们所知，现行的语言学理论似乎都只承认语言有两项基本功能，即交际的工具与体现思维的符号

表示系统。未见有把凝聚、组织、存放概念知识做为其基本功能之一的。我们认为由词汇体系实现的这

项基本功能乃是前两项功能的基础，因而更基本，是语言的核心功能。 
6
 本文中思维专指概念思维，也即抽象思维；知识专指概念知识。下同。 

7
 神经语言学研究似乎支持这种看法。 

8
 下面我们就用词汇体系称呼日常用语的词汇体系，用词汇语义学称呼日常用语的词汇语义学，等等。 

9
 借用 Piaget的发展认识论中的术语。该理论和能动的反映论的认识论一致，是我们所主张的哲学-心

理学基础。 



相关的内容，特别是相关的数学理论，只能放到续篇里了。 
情境语义学（[1][2][3]等等）提出的问题以及许多见解是很有见地的；在语义学中

情境及其数学描述等是情境语义学的首创 ([1][2][3][26]等).认知图式与概念生成机制
则是哲学-心理学熟知的结论(见[25]等)。在此,本文主要贡献仅在：提出了把情境当作认
知图式的数学模型和在概念的定义情境中定义、描述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的做法10,等。并
为此提炼了一套描述工具(它们是在情境理论的基础上做成的)。随后的文章会证明它们有
坚实的数学理论的支持。情境语义学建立起来的成套的情境理论，特别是它的数学理论，
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宝贵的理论工具([1][3][26]等等。)我们的工作顺带也验证了这一点。 
当然，这些都是为了构作一个自主式的语义词典，使词汇体系成为组织概念知识的框

架，从而使语言能成为支持、体现思维与实现交际的工具。这种将语言的凝聚、组织概念
知识的功能作为语言的主要功能的基础，认定语义学要以词汇语义学为基础与核心等的主
张,也许是我们独特的,但未必正确的见解。我们以此为线索来看相关的研究。 

向来的语义学都不曾把能动的语义词典当作、取做运作概念思维，包括自然语言理解，
的核心机制。传统的语义学，比如逻辑语义学（参见其集大成者 Montague语义学[7]）就
不研究也研究不了词汇体系的构成。除了描述零星的词语的语义外它不处理大面积的词
汇，也处理不了。即使对个别词语的意思的描述也存在不少难以解决的致命的困难。新诞
生的语义学理论，比如 Jackendoff 的概念语义学[8]它只承认数量极有限的几个语义函
数，而且当作是先验的，显然无法描述词汇体系所承载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它对词语的意
思的描述只能倒退到义素分解与标注法。根本无法产生一个能动的语义词典作它的基础与
核心。等等。这样的语义学自然不是也不能置于词汇语义学基础之上。等等。总之，现有
的语义学理论的架构都无法在理论的层面上自然地再现语言的三大功能，或它们认可的两
大功能。自然语言符号系统的最重要的特点也是优点，是符号系统本身凝聚着庞大而复杂
的已有的常识知识体系。它显然不是形式化的符号系统。也不能任意地简化。现有的语义
学理论似乎没有尊重这一点，所作的理论建设根本不是本着这点进行的。 
近年来，由于语言工程需求的驱动，出现了许多描述词汇体系的方法与理论，也建立

了一些系统。比如：⑴义素分解，[8]⑵ 义场分解，[9][10]⑶ 语义分类树，[11][12][13]⑷ 
同义词集标示，[14]中的名词的描述 ⑸格框架，[12][16]及其近期发展：框架网[17]，
以及[22]的动词部分⑹词语搭配/配价关系，[11][18][19][20] ⑺原语集标注[15]⑻多
个、多层次网多重标注，[21]⑼ 特征义（核心语义特征）标注，[22]⑽ 关系网，[5][23]⑾ 
专家系统，[24].等等，就是从不同角度对词义描述方法、系统与理论进行的艰苦探索。 

这些方法有些是陈旧的，早已证明是无效的，如⑴⑵；有些只是为特定的目的而设的，
如⑶⑷⑸⑹；有些只针对一方面词语或一方面属性，如⑷⑸⑹；真正想做成通用的语义词
典的，试图成为组织概念知识的框架，涵盖常识知识，使能成为自然语言理解的核心的
⑺⑻⑼⑽⑾，看来又都缺乏系统的语义学理论的支持，要想进而成为能动的解释机制恐怕
一时还不行。也看不出由它们如何直接建成它们的词汇语义学和建基于其上的它们的语义
学。至少还嫌太弱。此外，上述种种方法中多数给出的仅仅是标记法，并非语义描述。少
数描述方法给出的也仅仅是区分性描述，而非内容描述。而给出内容描述的方法却又难以
数学化。等等。看来不可能成长成我们所期盼的语义词典。必须“另起炉灶”这就是本文
意图所在。所幸情境语义学、反映论的认识论已为我们准备好了非常合用的理论工具。 
本文组织如下：§2 基于情境的概念描述方法。论述定义和描述概念的一种新方法，

考察情境内部的构成。§3 情境代数与情境网。讨论情境间的关系、变换与演算，和体现
这些联系的组织方式----情境网。§4 关于情境描述。§5 结束语，概述了本文的要点，
并提出今后的工作设想。最后是鸣谢与文献  

§2. 基于情境的概念描述方法 

 §2.1. 情境与情境描述 

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乃至一般认识论科学中，所谓情境是指主体从认知的目的所
把握的客体的那个部分。客体并不直接就是情境，只有当它成为认知对象并为主体所把握
时才是情境。此时主体用自己的概念工具在脑中描述、再现了这个情境。我们称之为抽象
情境。抽象情境是，也只能是所描述的情境的有限近似：在空间与时间上，深度与广度上
和正确程度上的有限近似，甚至可能包含有错。为了区分，我们把客体世界的情境暂叫做
客体情境。易见，对应同一个客体情境，可有多个抽象情境。这些同源的抽象情境之间有
一些有趣的关系，以后的文章将论及它们。这里暂且不提。为了便于使用，在此做一些简
单推广，即把在概念世界中产生的对真实客体情境的有所偏离或歪曲的描述，甚或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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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配的是，在概念的运用情境中展开它（该概念）的定义情境。（后续的文章中将要讨论。） 



并不直接对应某客体情境的相关描述，也都叫做抽象情境。为了区分，我们常把与客体情
境相符的抽象情境标上“真实的”，而把其他的标上“虚拟的”记号、标签。由于我们下
面主要的是与抽象情境打交道，就把抽象情境简记做情境。当用到真实世界中的客体情境
时，除非上下文明白，都一律用客体情境来称呼。 
遵照[1]，情境描述的基本单元叫信息元，它由四类基本量：时空场合、关系、个体、

与定值元构成。基本形式为《r,l:Loc,i1,i2,⋯,in;p》.下面稍作解释：  
 作为描述对象的情境，其内容大体包括：对象，它的存在，具有的性质，它与其它对

象之间的联系；事件及其发生、存在（演变、发展）与消亡，以及人们对这些事物的认识：
肯定与否定的判断，好与恶的评价，赞同与反对的表态之类，等等。概括地讲，这些内容
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上述的四个基本量。（可能还会有别的基本量。）其中 
时空量作为事物存在的抽象，也是一种个体11。因为它突出的重要作用而单列出来。

为了区分，在句法上用记号 l：Loc表示。有时只用到时间区段（简作时段）、空间处所（简
作区域），约定分别用 t,t1,t2,⋯； s,s1,s2,⋯ 表示它们。它们是时空场合的组成成分与
特例。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以时段和区域为时间与空间的基本量。时间点、空间点作为导
出量，是数学的近似12。有时 l 可分解成时间与空间的卡氏积：l=t×s，我们就把时空场
合 l表示成 t×s：Tempo×Spat，或写成 t：Tempo，s：Spat。这里 Tempo与 Spat分别表
示时间型式与空间型式。有时只涉及时间或空间，就只写出时间项或空间项，还有一些关
系与时空无涉，或可忽略其存在时空，就完全不写。 
关系作为信息元的主要构件，可以用来表示事物间静态的联系和动态作用。关系有其

存在的时间与空间。在这里，概念（包括关系）不再用它的外延集解释。关系像是个函数
算子，当它作用在不同的个体列上时得到的是它的不同的“实现”。而它的外延则理解成
是另一个函数，其值（外延集）依所在情境而定。  
在语义学领域，个体这个概念是情境语义学[1]提出来的（见[1][3]）。个体不同于通

常的原子概念。语义学中原子通常含有本原的、不可再分的、无内部结构的之类含义。情
境语义学中个体是指在思维中可以当作一个整体的对象，能在思维中把它从其存在环境
（情境）中割裂、剥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能在思维中保持其质的规定性的
对象。因此个体就其本身而言可以是有结构的，由其它一些个体组成，可能有很复杂的结
构。照此理解，任何概念和从概念定义出的（几乎任何）对象都能当作个体。是否当作个
体不取决于对象自身的特性，而取决于思维如何把握、对待它。只要也只有当它被当作相
对完整的整体时才是个体。信息元中个体（列）协助关系形成信息的内核（叫陈述相）。 
定值元相当于通常的真值13。作为信息元的构成要素，它帮助最后形成信息。改变定

值元（其它要素不变）将得到一族同源陈述。根据 p的取值不同，信息元有不同含义： 
 当 p=1时表示在时空场合 l上个体 i1,⋯,in之间关系 r成立。 
 当 p=0时其含义是在 l上不存在上述关系。

14
 

 当 p=⊥ 时含义是不能确定上述关系是否成立。所获得的信息少于上述两种情况。 
当 p=⊤  时含义是该信息元含矛盾，即自身是冗余信息。 
情境描述是对情境的一个有限的近似的描述。我们称 δ={σ1, σ2,⋯,σn}为一个最简单

的情境描述，这里诸 σi是若干个如上面定义的基本信息元。 
该描述实际上枚举了所描述的情境的若干属性，相当于它们的并。复杂点的情境（和

情境表达式）的描述可能要用到更复杂的信息元或诸信息元之间不是并的运算等。我们后
面文章会有所论述。目前只考虑最基本的情况。 
几乎任何事物，其存在的时空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在描述情境时我们常常把它的存

在时空突出出来。写成{l: σ1,σ2,⋯,σn }，若 l=t×s，就写成{t×s: σ1,σ2,⋯,σn}.如果
只有时间或空间项，则写成{t: σ1,σ2,⋯,σn }或{ s: σ1,σ2,⋯,σn }.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情境描述的具体方法。该例子是最简交易情境的一个描述： 
x，y两个人在时空场合 l进行了一次交易，x付给 y货币 m，y交付 x货物 g. 其中 x交
款场合是 l1，y付货场合是 l2。 
 c_最简交易（l,x,y,m,g;l1,l2）  
 {Arg:  l:[c_时空场合],x,y:[c_人],m:[c_货币],g:[c_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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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把时空场合作个体对待。[6]还论证了这样做的合理性。但其后在[3]等一系列论文中都又改回用

时间区段与空间处所的卡氏积了。我们觉得时空场合当作个体常更好用，故仍用[1]的约定。 
12
 我们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论述与此处观点相配的时间空间结构，及其上定义的函数与关系等。 

13
 情境语义学中称作极性元，只取 0，1两个值。我们将它们稍作扩张，改成四元格，叫定值元域。以后

可能还会用到其它形式的结构作定值元的域。 
14
应该说这个表述不够清晰。光表示了“在 l上 i1,⋯,in之间不存在关系 r”，并未讲明在别的时空场合上

怎样。特别是未说明是否排除了在 l的“子段”上以及在含 l为“子段”的其他场合上可能存在该关系

的情况。但若把时空场合项丰富一下，比如引进 in l,on l,upon l,at l等算子，可使表示更细致一些。 



  Internal Arg:  l1,l2: [c_时空场合]  
 Kernel: 
 l: 
 《r_他动-迁移,l1:Loc,x,拥有权#m,x,y;1》 
 《r_他动-迁移,l2:Loc,y,拥有权#g,y,x;1》 
 《l_contain,l,l1;1》 
 《l_contain,l,l2;1》 
 《coend,Proj(l,Tmpo), Proj(l1,Tmpo);1》 
  《coend,Proj(l,Tmpo), Proj(l2,Tmpo);1》 

  End_Kernel 
  Pre-conditions: 

  《r_拥有,Pre(l1):Loc,x,拥有权#m;1》 
  《r_拥有,Pre(l2):Loc,y,拥有权#g;1》 
  《r_需要,Pre(l2):Loc,x,拥有权#g;1》 
  《r_需要,Pre(l2):Loc,y,拥有权#m;1》 
  End_Pre-conditions 
  Post-conditions: 
  《r_拥有,Post(l):Loc,x, 拥有权#g;1》 
  《r_拥有,Post(l):Loc,y, 拥有权#m;1》 
 End_Post-conditions 
 Rationality: 
  《r_宁愿,Pre(post(l)):Loc,x,拥有权#g, 拥有权#m;1》 
  《r_宁愿,Pre(post(l)):Loc,y,拥有权#m, 拥有权#g;1》 
 End_Rationality 
 Superiors: 

c_合作行为: ⋯ 
c_合同行为: ⋯ 
 ⋯ 

  End_Superior 
/*此处填写从上位继承来的各种量和对其新加的约束等，以及其它内容。暂略。
*/ 

 End_Internal_Arg 
 End_Arg 
 } 

 在上述描述中，我们把“x 交给 y 货币 m，并从 y 处取得货物 g”这个简单的交易活
动看成两个迁移，即“x在时空场合 l1把对 m的拥有权转让给了 y”，和“y在时空场合 l2

把对 g的拥有权转让给了 x”。x，y分别是这两个迁移的施动者。并且 x，y能进行转让的
前提条件是有拥有权。这是社会行为规范要求的。x，y 能分别完成各自的转让行为，从
而从整体上完成这次交易则是合作行为所保证的。转换的结果是互换了拥有权。之所以要
进行这种转换则是因为双方都是更愿意拥有对方的东西。这些内容连同它们的推论都可用
公理的形式附在 r_拥有，c_拥有权与 r_宁愿等概念对象处。等。 

 描述中我们主要引用了两个抽象概念：“拥有权”与“它动-迁移”。前者是个部分
函数

15
，记成“拥有权#”。这里‘#’是函数记号，叫做#型函数，“拥有权”是它的标识。

表达式“拥有权#g”代表“对 g的拥有权”。后者是个五目关系，表示在时空场合 l,z将
某对象 m从 x处移到了 y处。这里涉及到了人与物之间的一种“拥有-归属”关系。这是
一种原关系。即不能再用其他概念来定义的。 
此外，概念“r_宁愿”与“r_需要”是属于心理世界的，是两种心智状态，都可归入

价值论范畴。其中“r_需要”可取做原语。而关于需要的知识可以任意选用，比如可用
Engels的三层结构模式，也可用 Maslow的五层结构模式，或其它别的模式，用公理的形
式陈述出来，表述成情境间的约束等。“r_宁愿”是一种价值判断，涉及到价值比较与取
向，它像本例一样要用一个情境来刻画。同样，也可放进许多知识在里面。限于篇幅，一
概从略。总之可以看出，情境可以用来放置许多相关的知识，可以揭示概念的本质属性，
提供该概念与其它概念的本质联系，等等。 

                             
15
我们用函数形式来陈述对象的附加属性而不把它们直接附在对象本身上面。这种技术处理的好处是，可

使对象自身完整，而其附加属性可随时增减。我们共引用两种属性附加函数：dot型函数与#型函数。前

者用来附加对象自身固有的属性，后者用来附加由其他关系诱导出的属性。 



 描述式中的“l_contains”是时空场合论域中的关系，“coend”是时间论域中的关系，
意思自明。“post”与“pre”是时间论域上的函数(不定函数).Post(t)与 pre(t)分别表
示与某个时间段 t衔接且在其后，和在其前的那种时间段。这里的不定函数理解成：存在
一个这样的时间段。Proj(l，Temp)是时空场合 l 在时间域上的投影。类似的，Proj(l，
spat)是 l 在空间域上的投影。我们在时空场合上已定义有一些关系与运算。能够表示需
要的各种时空场合。有关内容将另文讨论。 

 另外，我们承认上下位概念之间的继承机制。比如关于“合作行为”、“合同行为”和
“经济行为”这几个更大的概念也需要在别处描述。它们都从“社会行为”处继承一些性
质，后者又从“行为”处继承性质，等等。这样既便于知识的组织，又便于引用。利用上
下位的继承机制，可使图式体系变得很紧凑。（上位信息由 Superior：引导）。 

§2.2. 用情境定义概念 

 概念产生于一定的情境中。新概念用来吸收、凝聚对这个新情境的新认识，以形成一
个相对稳定的、能独立引用的个体作为进一步认识的立足点。此时常需用一个词语（或词
组）称谓它，以便日后在思维与交际中引用。该概念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性质就是在此定
义情境中给出的。概念（除了原语）只有放到产生它的那个情境中去才能解释清楚。易见，
这种本质性质，就体现在由其定义情境建立起来的它与其它概念之间的联系上。 
就以简单交易情境为例。首先买者、卖者、商品、货款、价格、交易场所、交易时间

等诸多概念，以及买者卖者关系、货物价格关系等，只有用交易事件才能说清楚。再如付
款、交货这两个事件，还有购买、销售这两个行为，若不从交易事件来说好像也很难说清
楚。至于交易合同生效时间，买者卖者与货物和货币的关系等等，离开交易又从何谈起？ 
其次，情境头“c_简单交易”这个概念当然是要用交易这个情境来定义的。情境头“c_
简单交易”看作函数可以用来形成一个简单交易情境实例对象。该概念还可用作信息元中
的关系（记作 r_简单交易）以陈述关于某个交易的信息。此外，有了交易情境，也就有
了一个模式。由此还能得到租赁、借贷、赊购、预订等相关情境及它们定义的概念。而且
还能建立起它们和它们定义出的概念与交易情境及交易情境定义出的概念之间的联系。顺
便指出，运用下面陈述的情境运算，这些情境还可以很简单地从交易情境“计算”出来。 
由此可见，情境是刻画概念本质属性、建立概念间本质联系、汇聚相关的概念知识的

最自然的框架。仅从上述的例子就可以至少概括出用情境定义概念的下述六种情况： ① 
抽象出存在于该情境里的，在该情境中担任特定角色的量，我们称之为角色，是一种条件
参量16，如买者、卖者等。② 抽象出在该情境中建立起来的特定关系，如买卖关系，货物
价格关系等，我们称之为情境诱导的关系。③ 表述一个情境进入到另一个情境中（成为
其子情境）因此而有了新义，比如交付当它作为子情境含于交易情境中时，就变成了付款
或交货了。这就是“嵌入”。 ④ 提及情境时可以有意忽略它的一些方面，人们在引用情
境时常是这样。比如购买与出售不过是交易的部分情境，我们称此变换为“屏蔽”。 ⑤只
突出情境的一部分参量，即取出它的涉及其部分参量的那部分的内容，常也得到一个情境，
这就是“投影变换”。比如从交易可用投影得出交货、付款两个情境。当然投影变换的功
效却远不止于此。对一些复杂的情境讲我们常能用投影得出一些非常有用的结构（不一定
是情境）成为构造其它对象（包括情境）的重要成份。此外投影运算在情境理论上也很有
用（我们以后文章会谈及）。 ⑥ 在已有的情境中增删若干信息往往又得出另一种情境或
有用的结构。这就是情境的一些演算（和结果表达式）。由之常能得出一类相近的情境。
比如从交易情境得出租赁借用等等情境。从而产生一丛相近的概念及它们的联系。等等。 
以上是对一个情境而言的。几个情境（可能还要再配上一些条件）联合一起，常能引

出（定义出）更多的概念来。这就要引入情境表达式了。这种表达式（的结果）有时又是
个情境，或反过来讲，有些情境可看成是由几个更基本的情境，或再辅以若干附加条件，
结合而成的。比如交易可看成是交付物品与交付钱币两个情境再附加若干条件做成的复合
情境。等等。可以预见，基于情境的概念描述方法确实是个有力而又实用的方法。本文及
后续文章意在说明只需简单工具就能描述上述各项内容。往后还会看到，这些描述内容具
有良好的数学理论作基础，足以建立起优美的情境理论来。  
限于篇幅，我们略去数学描述工具的定义（详见附录），只给出用一个或几个情境定

义概念和诱导出关系的几个具体实例，再辅以简单解释。 

§2.2.1 概念与其型式的定义形式 

许多概念都可以用条件参量来表述。下面是一些实例：c_买者≝ x|c_简单交易(l,x,y, 
m,g;l1,l2),c_卖者≝ y|c_简单交易(l,x,y,m,g;l1,l2),c_购货款≝ m|c_简单交易(l,x,y,m, 

                             
16
 角色与条件参量是情境语义学引入的，分别参见[1][3]与[26]. 



g;l1,l2),c_商品≝ g|c_简单交易(l,x,y,m,g;l1,l2),c_交易时空≝ l|c_简单交易(l,x,y,m, 
g;l1,l2)等。还可以定义出它们的专属型式17与专有属性, 如 c_买者的专属型式为：[c_买
者]=[x|c_简单交易(l,x,y,m,g;l1,l2)]，该型式的专有属性是 γ[x|c_简单交易(l,x,y,m, 
g;l1,l2)]. 
另外，也可定义出一些暂时尚未形成概念的信息内容,比如,c_买卖双方≝ <x,y>|c_

简单交易(l,x,y,m,g;l1,l2)等。“c_买卖双方”实际上是买卖两个量的序对：<x,y>|c_简
单 交 易 (l,x,y,m,g;l1,l2)= <x|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l2),y|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 l2)> 。  相 应 的 型 式 等 式 为 ： [<x,y>|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l2)]=[<x|c_ 简 单 交 易 (l,x, y,m,g;l1,l2),y|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l2)>]=<[x|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 l2)],[y|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l2)]>= [x|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l2)]×[y|c_ 简 单 交 易
(l,x,y,m,g;l1,l2)]. 
另外的很多情况是几个情境联合在一起引出新概念。下面是一个例子。 
c_转销商≝ z|{ c_简单交易(l1,z,y,m1,g)⊕c_简单交易(l3,x,z,m3,g)⊕c_拥有

(l2,z,g),l1↶ l2↶ l3 }， 
life_time(c_转销商)= l1↶ l2↶ l3.（多个情境联合定义的概念要显式给出其生存期。） 
由 l1↶ l2↶ l3可推知 l1*l2*l3.这里结合符⊕是两个情境的半加运算,后面有介绍；结

合符↶ 表示两个时空场合合成一个的运算，关系符*表示两个时空场合前后衔接。显然都
满足结合律。 

§2.2.2 关系抽象  

引进新关系的关键工具就是上小节所谓的属性抽象：若 T 是一个型式，我们用 γT 表
示 T的特有属性（即 T的所有元素都有的属性）。引入新关系是极端重要的功能，我们再
用一些例子来阐述该定义的内容实质，以帮助理解背后的想法。 

1. 若 α是个简单参量，则 α的特有属性就是它专属的型式[α]的属性 γ[α]。 
2. 若 α=σ′(β)是一个复合参量，则属性 γ[σ′(β)]是 σ′(β)的特有属性，具有该属性的

类是型式[σ′(β)].这里是把 σ′(β)当作个体参量对待的。属于该类的对象 χ 应具有如下结
构：χ=τ(δ)，满足 τ:[σ]且 δ:[β]. 
比如，个体参量 c_简单交易(l,x,y,m,g)的特有属性 γ[c_简单交易(l,x,y,m,g)]应至

少包括：它指称一种社会行为，是发生在场合 l的 x与 y之间的一种合作行为、合同行为。
是经济行为，是买卖活动，至少涉及五个参量：在时空场合 l，其间 x与 y交换了货物 g
与货币 m等等。因为是合作行为就要受一定的规程制约，因为是合同行为和经济行为又要
受一定的法律（经济法）制约等等。（这些属性虽不一定直接含在 γ[c_简单交易
(l,x,y,m,g)]中，但可从它的上位型式等处的属性获得。） 
与此相应地有：r_简单交易= λ(l,x,y,m,g).γ[c_简单交易(l,x,y,m,g)].它是个关

系，用在陈述《r_简单交易,l:Loc,x,y,m,g:1》中，含义是 l,x,y,m,g之间有“r_简单交
易”所言的关系。 

3. 若 α是个条件参量。我们则通过关系抽象（或叫 γ抽象）来进行操作。比如 γ[m|c_
简单交易(l,x,y,m,g)]与 γ[g|c_简单交易(l,x,y,m,g)]，就分别是简单交易赋予的货款
与商品的属性。 γ[x,y|c_简单交易(l,x,y,m,g)]是由简单交易建立起的买者与卖者关系。 

有时，要表达的关系要复杂一些，需要引用别的工具。但关系抽象已经提供了基本要
素为引用其它工具准备了基础。比如货款与货物之间的等价交换关系——商品价格。因情
况复杂要用更复杂一些的表述。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r_ 商 品 价 格
18
≝ γ[<id.,nominal_value.>(g,m|c_ 简 单 交 易 (l,x,y,m,g))]= 

γ[g,nominal_value.m|c_简单交易(l,x,y,m,g)]
19
.这里的<id.,nominal_value.>是个二

                             
17
 我们把 type译成“型式”，有意与现成的译名“类型”相区分。两者其实指称同一的对象，只是类型

普遍地用在了句法领域，我们这里则用在语义领域，故在术语上先区分一下。型式抽象算子是[3]、[31]

和[26]首先引入的，尽管只是针对特定的类型的对象。[3]中对型式做了专门研究，得出有趣的结论。[3]

用条件参量定义出两种型式抽象，即对象抽象与情境抽象。我们要求一切参量都可抽象出一个型式，即

它的专属型式。为此我们引入了结构参量概念。这样做的好处是使我们的描述语言（本文未论及）是强

类型的，而且可以在型式论域上建立结构。以后的文章会论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工具。 
18
我们约定用 r_作关系概念的标志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可读性.因为自然语言中通常用同一个词

语(术语)指称关系和具有该关系的对象等. 
 

另外,经常会考虑关系表达式中固定一个参量的情况.因此我们要用 λ表达式,比如用

λ(x,y,⋯,z).γ[x,y,⋯,z|⋯], 以便利用现成的 Curry化变换,甚至可直接写成

γ(x,y,⋯,z).γ[x,y,⋯,z|⋯]或干脆写成 γ(x,y,⋯,z).[x,y,⋯,z|⋯]等.(暂不用) 
19
 <α,β>是 Bacus的序列算子，作用在等长的运算元列上，得到等长的结果列。此处长度为 2. 



元算子列,第一个是个恒等算子 id,第二个是“名义值”算子 nominal_value,作用在二元
条件参量列(g,m)上,得到二元条件参量列(id.g,nominal_value.m)=(g,nominal_value. 
m). 这里的(g,m)当然是指情境 c_简单交易(l,x,y,m,g)中的参量(g,m).而 dot 函数
nominal_value.作用在货币 m上的结果是货币 m的名义值,也即票面值,因为该属性是货币
的固有属性,用 dot函数表示。该条件参量列的型式抽象是[g,nominal_value.m|c_c_简单
交易(l,x,y,m,g)],再对它做属性抽象就得到在情境 c_简单交易(l,x,y,m,g)中的 g 与 m
的名义值的元偶的属性,也即二元关系,γ[g,nominal_value.m|c_简单交易(l,x,y,m, g)]. 
应该注意,属性抽象算子 γ作用在型式上，而不是作用在参量上。 

§3. 情境代数与情境网 

上节讨论了情境内部概念间的联系。以及如何由情境定义出关系、个体、个体元组与
时空场合等量。本节我们来看情境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也间接地建立起了由它们定义的概
念之间的联系。我们将用情境关系来表述这方面内容。此外，由一个或几个情境经过运算
转变成另一个情境(或别的对象)也是常见的现象。它们可用映射来表示。结合起上节的内
容可见情境上可定义一个代数,当然是个部分代数(partial algebra),而且其大多数关系
与映射是十分“稀疏”的。这种稀疏性直接影响词典数据的组织。对数学理论的建设是否
产生影响，目前还不知道。建立情境代数或其它数学结构的目的是用数学中的关系反映概
念结构中的联系，等等。以期最后实现用数学演算反映概念思维，包括从词典构造直到言
语交际与认知过程中的信息提取，其中许多环节都必须实现在同一个数学结构中。可以想
见这种关系与联系会非常之多，本文仅考查几个与词义描述直接有关的联系与运算。 

§3.1. 情境变换与情境运算 

 由一些情境稍作变更就转化成另一种情境。先来看一些最简单的情况。 

1）屏蔽 

实际上屏蔽并不产生新情境，并不是情境变换，而只是涉及情境的引用。在交际与思
维中往往并不需要完整地引用一个情境而只是引用它的一个侧面，即隐蔽一部分参量不
提。这部分参量自然仍存在，只是在交际或思维中无需提到它们。这种用法已反映在词语
上了。我们约定用 \α.σ(β) 表示含参对象 σ(β)中屏蔽掉参量列 α（可能只含一个参量，
下同。）中的所有参量。 

举例讲，c_购买(l,x,m,g) ≝ \y.c_简单交易(l,x,y,m,g)，c_出卖(l,y,g,m) ≝ \x.c_
简单交易(l,x,y,m,g)，可以作为买卖两种情境的定义，而 c_购买≝  λ(l,x,m,g).(\y.c_
简当交易(l,x,y,m,g))20, c_销售≝  λ(l,y,m,g).( \x.c_简当交易(l,x,y,m,g)) 可作为
这两个词的定义。(只是它们的一种定义。因为买卖有时还可不提及货款等。因而还可有
其它形式的定义。比如 c_购买 1(l,x,g) ≝ \y,m.c_简单交易(l,x,y,m,g)等。) 
下述关于屏蔽算子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设 α =〈a,b,c,⋯〉是个参量列，π 是个排列算子，σ(β)是个情境。显然有： 
·\πα.σ(β)=\α.σ(β); 
·\a.\b.\c.\⋯.σ(β)=\α.σ(β);（左式也简记作\abc⋯.σ(β).） 
·\a\a\b\c\⋯.σ(β)= \a\b\c\⋯.σ(β); 
·etc.                  
在上述定义中我们有意使用“含参对象”这个含糊的术语，使它既能运用于情境也可

以运用于情境的描述等对象。 

2）增删 

有些情境彼此十分相似，只是在某些要素上稍有差异。这样的一族情境可以设想成是
由一个中心情境经不同修正逐个形成的。这就引出了增、删、替代(换)运算。我们所谓的
修改是对情境的内部结构的改动。设 τ,σ是两个情境，e是个信息元，我们用 τ=σ@e 表示
τ 是在 σ上加进信息元 e的结果。相反的运算记作 σ=τe. 下面是简单的例子。 

通常认为赠送他人一件东西, 应当是自愿
21
给与对方所需要的东西。c_赠送(l,x,g,y) 

≝ c_给与(l,x,g,y)@《r_认为,Pre(l):Loc, x,c_需要(Pre(l),y,g);1》
22
或反过来,有 c_

                             
20
 这里 λx.f(x)是函数抽象记号，用以从具体的对应中抽象出一个函数。λ也叫做函数抽象算子。通常
语言学上多用一元函数，并与句法结构相关联。我们这里用了多元函数，把句法信息暂时放在了一边。 
21
 下述的定义式忽略了“c_自愿”含义。增加一个指称自身的符号（比如用 THIS）就能做到。（暂略。） 

22
 此式也许该用《r_认为,Pre(l):Loc, x,《r_需要,(Pre(l),y,g;1》,;1》.这些属于句法上的取舍还需

再考虑。 



给与(l,x,g,y) ≝ c_赠送(l,x,g,y)《r_认为,Pre(l):Loc, x,c_需要(Pre_l,y,g);1》(从
常理讲，后一表述不太自然。尽管单从运算讲两式等价。)  

下属增删运算的性质是简单的。 
 设 σ,τ 是两个情境，设 δ,ε是两个描述，e是个信息元。 

·σ@e@e=σ@e;  δ@e@e=δ@e; 
·σee=σe; δee=δe; 
·若 σ⊨ δ23,则有 σ@e⊨ δ@e; 

    若更有 e⊨ δ,则有 σe⊨ δe; etc.           
 与增删运算一样，替换运算也是很重要的建立情境间联系的方法。我们用 σ[b\a]表
示用 b替换 σ中出现的所有 a得到的新对象 τ。 

先看信息元的替换。下面是个例子： 
 如果交易中转让的不是货物的拥有权而是货物的使用权,就成了租赁了:  
 c_租赁(l,x,y,m,g) ≝  c_简单交易(l,x,y,m,g)[《r_他动-迁移,l2:Loc,y, 使用权

#g,y,x;1》\《r_他动-迁移,l2:Loc,y,拥有权#g,y,x;1》] 
 [ 《r_需要,Pre(l2):Loc,x, 使用权#g 1》\《r_需要,Pre(l2):Loc,x,拥有权#g;1》] 
 [ 《r _拥有,Post(l):Loc,x, 使用权#g;1》\《r _拥有,Post(l):Loc,x, 拥有权#g;1》] 
 [ 《r_宁愿,pre(post(l)):Loc,x, 使用权#g, 拥有权#m;1》\《r_宁愿,pre(post(l)): 

Loc,x, 拥有权#g, 拥有权#m;1》]. 
 后式也可写成成组替换的形式： 

c_租赁(l,x,y,m,g) ≝  c_简单交易(l,x,y,m,g)[《r_他动-迁移,l2:Loc,y,使用权#g, 
y,x;1》,《r_需要,Pre(l2):Loc,x, 使用权#g 1》,《r_拥有,Post(l):Loc,x,使用权
#g;1》,《r_宁愿,pre(post(l)):Loc,x,使用权#g, 拥有权#m;1》\《r_他动-迁移, l2: 
Loc,y,拥有权#g,y,x;1》,《r_需要,Pre(l2):Loc,x,拥有权#g;1》,《r _拥有, Post(l): 
Loc,x, 拥有权#g;1》,《r_宁愿,pre(post(l)):Loc,x, 拥有权#g, 拥有权#m;1》]. 
或直接写成 c_租赁(l,x,y,m,g) ≝ c_简单交易(l,x,y,m,g)[使用权#g\拥有权#g]，

如果知道情境 c_租赁(l,x,y,m,g)的有关结构的话。为了能涵盖这种情况,我们把替换演
算定义成较宽的形式.并把情境中的替换仅当作一种特例。（详见附录。） 

最常见的情况是 σ是个情境，所得到的 τ 也是情境。或 σ是个描述，τ也是个描述。
易见，对任意信息 u，若有 σ⊨ u，则有 σ[b\a]⊨ u[b\a]。式中 u[b\a]表示在信息表达式
u中出现的 a全替换成 b的结果。 

下面是另一例子： 
如果在交换物品的情境中一方付给的是货币，那就是我们的简单交易了： 

 c_简单交易(l,x,y,d,e) = c_互换物品(l,x,y,d,e) @ (arg:d: [c_货币]) 
 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比如一族同义、近义词，它们大体有一个核心意思，族内各词
都是对它的一点修改。用增删替换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是很方便和合用的。 
 替换也有一些简单性质。限于篇幅，从略。 

3）投影与嵌入 

 设 σ 是个情境，e是个信息元，满足 σ⊨ e.常有这种情况：需考虑是否存在和取出 σ
的一个部分(叫做 σ的部分情境)τ，使支持关系 τ⊨ e成立

24
。比如 e所含的参数只牵涉到 σ

的一部分,可考虑 σ的含这些参量的部分 τ. 
 为此我们考查一种构造部分情境的方法：由它的只含某一部分参量的部分信息元做成
的情境，叫作它在这几个参量上的投影。我们用 Proj(σ,(i1,⋯,ik))表示 σ中含有参量列
(i1,⋯,ik)上的参量的那个部分，叫做 σ在参量列(i1,⋯,ik)上的投影。 
 这种投影可称之为最小投影。再看下述的定义：我们用 Views( δ(l,j1,⋯,jn), 
(i1,⋯,ik))记一个新情境描述，它由 δ(l,j1,⋯,jn)的定义中的那些直接和间接含有属于
(i1,⋯,ik)中的参数的信息元组成，叫做 δ(l,j1,⋯,jn)在(i1,⋯,ik)上张开的（或支起的）
部分描述（称作视景）。它显然是含(i1,⋯,ik)的最大的部分描述。 
 情境描述 δ(l,j1,⋯,jn)在(i1,⋯,ik)上的投影 Proj(δ (l,j1,⋯,jn), (i1,⋯,ik))与
Views(δ(l,j1,⋯,jn), (i1,⋯,ik))都当作独立于其母体 δ(l,j1,⋯,jn)的子情境的描述。
需要考虑其出处时可用 within δ(l,j1,⋯,jn)来限制。 
 当然还可定义别的投影，只要有需要。 

                             
23
 我们用符号 σ⊨δ表示信息元 δ(陈述的内容)在情境 σ中成立。符号 σ⊨δ也叫做命题([1][26]).⊨是情
境与信息元之间的一个关系。 
24
特别要提到的是，对作为广义情境的“真实世界”而言,恐怕只能考虑取用其一部分。因为[2]中已有论

证，该世界不是情境，只能简化地看作情境。我们做的相当于把它的部分定义成情境。 



 下面性质说明 Proj与 View都是投影算子。 
简单性质. 设 δ(l,j1,⋯,jn)是个情境描述。(i1,⋯,ik)是(j1,⋯,jn)的一个子列。显然有 

⑴ Proj(δ(l,j1,⋯,jn),(i1,⋯,ik))⊆δ(l,j1,⋯,jn); 
   Views(δ(l,j1,⋯,jn),(i1,⋯,ik))⊆δ(l,j1,⋯,jn); 
⑵  Proj(Proj(δ(l,j1, ⋯ ,jn),(i1, ⋯ ,ik)),(i1, ⋯ ,ik))=Proj(δ(l,j1, ⋯ ,jn), 
(i1,⋯,ik)); 
    Views(Views(δ(l,j1,⋯,jn),(i1,⋯,ik)),(i1,⋯,ik)) = Views(δ(l,j1,⋯,jn), 
(i1,⋯,ik)). 

 投影可以看成是引入新情境（部分情境）的方式。与此相反的是一个情境嵌入到另一
个情境中，从而获得新义的做法。我们用 τ withinσ表示“处在σ中的 τ”，读作“囿于
情境σ的情境 τ”。比如付款，就是在交易情境中交付（给与）货款的行为。交货就是交
易中的交付（给与）货物的行为。此时付款与交货都是交易的子情境（部分情境），而简
单交易则可看成是由交货与付款两部分组成的。离开了交易，这两个交付（给与）就不再
是付款与交货了。 
  “付款”与“交货”这两个概念只有在交易情境中才能定义出来。下面是定义式。 

c_付款 ≝  λ(l1,x,m,y).(c_付给(l1,x,m,y) within c_交易(l,x,y,m,g;l1,l2))  
reminder {contains(l,l1),coend(Proj(l,Tmpo),Proj(l1,Tmpo))}; 

c_交货 ≝  λ(l1,y,g,x).(c_付给(l2,y,g,x) within c_交易(l,x,y,m,g;l1,l2)) 
reminder {contains(l,l2),coend(Proj(l,Tmpo),Proj(l2,Tmpo))}. 

 这两个概念既从“付给”情境中获取\继承信息，又从“交易”情境中获取\继承信息。 
 注意，我们未要求嵌入的情境与被嵌入的情境所在的时空场合完全一样，有时需加说
明，以便应用。这里是用提醒算符 reminder 与随后的信息来完成的。其作用是明白给出
嵌入时必须满足的条件。尽管此条件在被嵌入的情境中能查到。 换一种视角看，嵌入是
在作为基相的背景情境中突出其一个部分，也许称作突显（saliencing,salientify）更
贴切。这在日常思维与表达中非常常见，不限定在词汇层中采用。 
投影与嵌入，以及下面几个运算，也都有若干简单性质，限于篇幅，一律从略。 

4）半加⊕（联）与兼容或 

 §2中说过，简单交易可粗略看成是两个给与的合成。现在我们给出它的符号表述。 
设σ,τ 是两个情境。我们用σ⊕τ 表示它们的联合体，称作σ和 τ 的半加或联立。 
设 δ,ε是两个基本描述。我们用 δ⊕ε表示它们的集合并 δ∪ε 做成的描述。 
 下面的性质可以看成是情境联合体的意思的直觉解释。 
简单性质：设 σ,τ 是两个情境，设 δ,ε分别是它们的描述。则 δ⊕ε是σ⊕τ 的描述。 
 情境的联合体不一定是个情境，因为没有指定其生存时空。但已可构成一个情境的主

体。举例讲，c_赠送(l1,x,d,y)⊕c_赠送(l2,y,e,x)实际上给出了“互赠物品”情境的主
体部分。由此可以给出互赠情境的定义如下：  

 c_互相赠送(l,x,y,d,e) ≝  (c_赠送(l1,x,d,y)⊕c_赠送(l2,y,e,x) ) with l = 
span(l1,l2). 

 这里 with 是个附加时空场合(或时间)的算符。它用随其后的时空场合(时间)来替换
位于其前的情境的时空场合(时间)。Span 是时空场合型式上的函数，span(l1,l2)的含义
是由 l1与 l2张开的时空场合，即，包含 l1与 l2的最小时空场合。 

下面是另一个更有意思的例子。 
 简单交易(l,x,y,m,g;l1,l2) ≝  (((c_给予 1(l1,x,m,y)⊕c_给予 1(l2,y,g,x))with l 
= span(l1,l2))@{  
 《coend,Proj(l1,Tmpo), Proj(l2,Tmpo);1》 
 Superiors: 

c_合作行为: ⋯ 
c_合同行为: ⋯ 
 ⋯ 

  End_Superior 
}  
在陈述条件参量时，曾引用过情境联立的情况[6]，通常还要附加一些额外条件，做

法与上面的一样。与此相似地，情境σ,τ 的“兼容或”σ|τ，也是很常用的，另一种情境
的联合体。同样也可附上一定条件用来定义条件参量或引入概念等。就不举例了。 
 对情境联合体还可进行增删替换运算，只要把前面的定义稍微修改一下即可，暂略。 

5）提升(概括、抽象)  

 我们仅给出三种提升，即个体化，诨名与信息元化。 



• 个体化. 把一个复杂的有结构的对象个体化是使它能转换成参量的前提。在我们的
描述中当其它量要作为个体进入信息元时就有一个个体化变换。个体化的含义是忽略它的
结构，从整体上来把握它。日常语言中频繁出现的名物化就是个体化现象。 
若 e是一个非个体的对象。我们可用ιe表示把它转换成个体，即忽略它的结构，从

整体上把握它。由于在信息元中个体的位置明显的表明了它们的个体身份，因此在句法表
示上我们常常忽略这个变换。但在词义/词性标示时却常要用到。 

• 诨名. 人们经常是用对象的某个特征来称谓该对象。这就把它在特定的情境中的角
色/属性带出了那个特定的情境，即一种泛化现象。我们用诨名算子(nickname)来记录这
种用法。比如，我们常把用作进行教学活动的房间叫做教室。尽管当时并未进行教学活动。
又如，我们把行车情境中驾驭车辆的人叫作司机(驾驶员) 。但也常用司机指称其人，尽
管此时他并未驾驭车辆，等等。这就是用对象的一项特征称谓它的做法。其描述为： 

c_教室≝ nickname(Proj(l|c_教学(l,⋯),Spat)), 
c_司机 ≝ nickname(x|c_驾驶 (l,x,v)).(比较 :c_驾驶员 /者 ≝ x|c_驾驶

(l,x,v)). 
 诨名算子 nickname 是一种泛化算子。当它作用在条件参量 x|Σ 上或是作用在角色
25
x|〈σ〉上，就是将 x在Σ或 σ中扮演的特定角色用作 x的称谓，从而可在其有效范围之
外称呼它、引用它: nickname(x|Σ), nickname(x|〈σ〉),可见是非常强的手段！ 
 在这层意思上诨名有点像摹状词,它们的联系可不严格地叙述成: 
 nickname (x|〈σ〉)={ιx|∃τ:[σ]∃y. ρx contains y∧(y position in τ ≈ x position 
in σ)26

} 
右式是说，x是满足下述条件的对象:存在与 σ同型式的情境 τ 与个体 y, y在 τ 中的

角色与 x在 σ 中的角色一样且 x的历程(经历)的一部分曾是 y在 τ 中的那个角色。其中
ρx表示 x的经历,即过程地看，x历经了哪些变迁，ρ叫过程化算子。（下一节有解释。） 

• 信息元化. 将一个情境或含参对象转换成信息元的做法我们在上面的例子中已经遇
到了。这相当于将客体中真实地或虚构地存在的事物转换成对它们的认识、表述，这种转
换及其逆至少在句法上是很有用的。例如，设有一个情境 c_驾驶(l,x,v)，我们用 

info(c_驾驶(l,x,v)) =《r_驾驶,l,x,v;1》 
表示与该情境相对的一个信息元，即言及它的、指称它的信息元。反过来也常要求把

信息元转换成它所言及的、它所指称的对象。比如用 
deinfo《r_驾驶,l,x,v;1》= c_驾驶(l,x,v) 
表示把信息元陈述的信息内容对应成为它所言及的、所指的对象。Info与 deinfo分

别叫做信息元化算子与去信息元化算子。它们的句法性质与语义性质，因篇幅，从略。 

§3.2. 过程化（概要） 

过程化是与生存期密切相关的概念。“一切事物都是过程。”即，个体与事件都是过程。
“一切过程都生活在一定的（自己的）时空里。”即，个体与事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空。 
 若 σ是个情境，x是在其中存在的某个个体，e是其中的某个事件。我们用 π(x, σ)
与 π(e,σ)分别表示将它们看成是在 σ中它们在各自的生存期上历经的过程(叫历程)。或
许不用指定所在的情境，就简化地分别用 πx与 πe表示，即看成是生存期上的时间的函
数,叫做 x(或 e)的历程。 

事物的历程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尽管通常是给不出历程的细致描述的。但常常是，
只要能给出它的部分描述就是很重要的信息。如何描述事物的历程，我们还没有一套有效
的方法。我们猜想区分两种历程也许是必要的：即，事物内在因素的演进与事物与外部环
境的关系的变迁。前者可想象成是对用情境表示的对象在时间上的演进的表示（即对该情
境的细化），后者可看作是对个体在其环境中的角色作用的细化。故用符号区分开来。 
设 x是个个体，e是个情境。我们用 ρx表示 x在其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经历，

用 µe表示 e在其生存期（存在时段）中自身经历的演变。  
分阶段描述可以看成是对事物历程的一个近似描述。对 ρx与 µe都合用。其想法如下。 
设 x为任意事物。若把 x的生存期 t分割成若干时段 t1,t2,⋯,tk.设 St1,St2, ⋯ ,Stk 

分别是 x在这些时段上的状态。则我们把事态描述〈t1:St1〉〈t2:St2〉⋯〈tk:Stk〉叫做对
x 的历程的阶段的一个描述，简称做 x 的分阶段描述，如果对任意 j 而言, 〈tj:Stj〉都
是对 x 在时段 tj上的情况的描述。每个〈tj:Stj〉就叫做 x的一个阶段(j=1,2,⋯,k) 。 

比如讲， 如果 x是用情境描述的事件，那么就可以把 x的事态描述〈t1:St1〉〈t2:St2〉⋯
〈tk:Stk〉看成是它的更精细的描述。 

                             
25
 条件参量其条件式是只含一个情境的就叫做角色。 

26
 这仅仅是示意式，严格的表述将在后面的文章中给出。 



通常只能得到事物的阶段描述的一部分，或叫部分阶段描述。尽管只是这个对象的生
命历程的部分阶段描述，也常是重要的。通常的语言逻辑分析工作可以佐证。 

同一事物的历程可有各种不同描述。不同描述之间可有各种关系。比如，阶段描述、
部分描述、完整描述等。因为同一事物的不同阶段描述应该是兼容的（所谓横向相容性）。
描述之间可以比较精细程度，按信息量的多寡可建立序关系。上例其实已反映了精细关系
的序的基本想法。在此序关系下众多描述组成一个定向集。可有一定的拓扑结构。对之我
们可以建立相应的数学理论。我们以后将用收敛的定向描述集定义情境。从而用定向集的
聚点定义可认识的事物。此外，对历程的分阶段描述也引来情境的接续运算与接续条件，
即纵向相容性关系等的考虑。纵横两个方向各自的相容与互斥性交互作用可产生复杂的情
景，反映情境在时间空间上的复杂结构。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重要而又有趣的。 

过程进入情境理论考查的视野一下子就呈现出十分生动、十分丰富的特性来。尽管目
前描述的手段还很粗糙，但因其本身重要，相信理论很快会充实发展起来的。 

§3.3. 情境间关系（简述） 

 不言而喻情境间的关系也是极丰富又极重要的。限于篇幅，我们不能详细叙述它们。
只粗略地看看它的大体面貌。先看情境语义学的有关内容。 
 情境语义学一开始[1]就极其重视客体情境之间的关联,称作约束(constraint),认为
是客体情境携带信息的机制27，并用关系 involving/involves 来概括/陈述这种联系。这
里 involves是一类关系，[26]把它们分成：反映自然定律的名义约束(nomic constraint),
反映本体上必然联系的必然约束(necessary constraint),与反映强弱两种逻辑联系的逻
辑约束(logical constraint)⊲ 与≫28 .  
 参照上述内容，结合语义词典需要，我们随意列举如下一些实例，希望能解释清楚情
境关系既重要，不可或缺，又普遍存在，处处遇到。随后的文章还将说明，在我们的框架
里很容易描述与研究、讨论它们。 
 情境变换与运算引出部分情境、子情境等关系，它们是包摄关系的特例。横向的相容
与互斥关系可引出情境的正交分解等的讨论。比如讲，正交分解用在条件参量中的条件表
达式时就是剖分情况的依据，从而成为剖分情境的方式之一；类似地，纵向的相容与互斥
则可引入（事件与个体的）历程的正交分解等。它们在考查事物的可共存性、事件的可接
续性、事物历程的正交分解等方面的问题上是基本的。纵横两向的相容性与互斥性的交互
作用为我们考察事物经历及其可能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工具。 

情境之间的上下位关系也比通常的义类分类法更灵活。传统的同义、反义、近义、对
义等关系往往界限模糊，用情境描述可以给出更确切的刻画。从情境描述出发我们能给出，
相仿关系，它们可作为所谓”隐喻”的数学模型，等等。 

对至关重要的因果关系也可提供便利的表示方式。首先，对已确认的因果关系可有显
式表示。对于与因果邻近的其它关系，比如，相伴、互补、引发、中止、终结等关系也能
给出明确界定。下面我们以诱导与引发两个关系为例说明实现方式。 

诱导算子是产生各种新关系的重要手段。若干情境的共存常使它们涉及的时空、个体
间产生联系，从而在情境间引起诱导关系。新关系的建立往往有明确的时间起止和空间范
围。一个情境或一组情境的发生与存在往往又是另一情境出现、诞生或消亡的开始。这种
类似因果的关系称之为引发。即以亲族关系为例。x与 y有夫妻关系，y与 z有母子关系，
就诱导出 x与 z有父子关系。类似地，可以定义（狭义）同胞关系，姑嫂、叔侄、祖孙等
等关系。加上前面介绍的各种运算还能定义，比如，兄弟、兄妹、姐弟、姐妹等等关系。
如果要表示这种种关系何时（何处）诞生，就要用到引发关系。比如，y 生产 z（生产情
境）的事件就引发了 y与 z的母子关系与 x与 z的父子关系，更引发了 z的生命史（存在
情境）。等等。凡此种种都能够给出足够精确的描述（见附录）。 

 设 e1,e2是两个情境(事件)。如果情境(事件)e1的完成就意味着情境(事件)e2的开始，
我们说情境(事件)e1引发了情境(事件)e2。记做《initiation,e1,e2;1》。如果 t1,t2分别是
e1与 e2的生存时间，则有《meetl, t1,t2;1》。意即 e2紧接在 e1之后发生。 

 类似的，如果情境(事件)e1的完成就意味着情境(事件)e2的完成，我们说情境(事件)e1

终止了情境(事件)e2，记做《termination,e1,e2;1》。 如果 t1,t2分别是 e1与 e2的生存时
间，此时有《=e, t1,t2;1》。意即 t2与 t1终端相同，也即 e2与 e1同时结束。 

 注意，我们用了两个情境。意即，当引发的是个关系或个体时也都是当作过程来对待
的。关系与事件、事物一样地是有其生存时空的，至少是有生存期。我们可以就此定义出

                             
27
 情境语义学的重要信条就是信息存在于客体情境的约束(constraint)之中。[1][3][26] 

28
 含意分别是 1.若α是事实，且 α⊲α1，则 α1是也事实与 2. 设 σ是某个客体情境, 若有 α≫α1且命题

σ⊨α 为真,则 σ⊨α1也为真。等等。当然都是对客体世界而言的。 



各种“时间逻辑”算符。比如讲 till(until,unless),during(when,while)等。 
归结到一点，可以说关于情境可以建立起内容丰富的代数理论和拓扑理论。 

§3.4. 关于情境网 

 情境按相互联系构成一个网，叫情境网。该网的主干是上下位关系。上下位用于知识
的继承，遵循邻近优先原则。选定一些情境作基本情境，叫基本节点。其它情境是能用基
本情境通过运算生成的，叫派生节点。基本节点上有情境的定义。派生节点上只有生成它
的表达式。选做基本节点的情境应是基本的，或者是使用频度高的。每个节点处附有类似
公理/规律/规则形式表述的相关的知识。情境定义中陈述的该情境与其它情境的联系在该
节点处要有启动机制，以备需要时用。情境间的其它各种关系建立起的联系也有相应要求，
使用时往往要配有搜寻。因此情境要做一些归类。我们有一个初步的分类体系，大约是把
事物或其各个方面按物质、精神、符号、人际社会四大部类及其相互作用分成各种类别。
这里就不谈了。上述种种，包括未提到的，都旨在实现信息的联想。这里面要用到一定的
推理机制，但不限于此。这里不细讨论。我们的做法是，把需要的知识放在相关的局部节
点上，使用时由当时的数据根据需要驱动。 

§4.关于情境描述    

 情境描述是情境的信息结构的一个有限近似。它可以看作是(人脑中的抽象)情境的一
个模型。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到，描述一个情境总是要用到一些概念的，通常还要用到其
它情境。而我们知道概念又是用情境定义的，这就涉及情境描述 的体系结构问题了。我
们假定有一些基本概念，叫做语义原语，它们的意思假定是自明的，人们对之没有异议，
不含歧义。有一些基本型式，也含意明晰，大家无异议，它们相当于原始语义范畴。由这
些原语与原始型式可以定义出一些情境描述，由这些情境描述又可定义出一些新概念，新
概念加入已有概念又可进一步定义新情境描述，如此反复不已，得到一个情境描述网和一
个概念结构，是对我们脑中的抽象情境与概念体系之网的近似描述。由上面的例子还可以
看到，由一些信息常能推演出另一些信息，比如由“拥有”可推演出“支配权”的归属，
而由“支配权”又能得出相应行为的合法性。等等。这些信息间的联系是与背景文化有关
的，用我们的话说，它们是与所在世界有关的。它们可以用公理形式放在适当的概念或信
息（元）处。此外，情境与情境之间也有种种联系，也是与所在世界相关的，它们能诱导
出概念间的更多更重要的联系来。这些联系应放在情境网的适当位置上。这又产生了各种
各样的推演，是属于语义词典的。可见情境描述应当封闭于某些个推演。每个描述实际是
个闭包，是可以由我们给出的有限描述生成的闭包。这样，如何组织上述的网，恰当安放
合用的推演等信息就至关重要了。后续文章将试图探讨这种组织方法，和它们所倚的数学
理据。由情境的描述可以给出该情境定义的各种量的描述。考虑到同一个情境可有许多不
同的描述。由它定义出的各种量也就有许多描述。同一个对象的不同描述之间应当是协调
的。合在一起仍然是该对象的一个描述，而且是一个更丰富的描述。如何“演算”出这种
“复合”描述，如何保证与论证这种协调性，没有强有力的数学作后盾是不可想象的。在
后续文章中我们将引入信息量概念，并论证这种不断丰富的过程的收敛性问题。等等。所
有这些内容不仅有趣，而且有用。顺变提一句，今后我们的理论将以描述为基本构件来建
设。 

§5.结束语 

 将情境作为认知图式的数学模型，在概念生成的情境中定义、描述概念，优点来自情

境是组织与存放概念知识的最佳框架。与此同时情境理论（只要稍加改造）提供了现成的

良好的理论工具。建立情境代数意义重大。它是实现我们的目标：把语义学建基于词汇语

义学之上的必不可少的中枢理论之一。我们随后的工作还将进一步延伸它、发展它。后面

文章还要说明：在使用情境中对照、落实、引用、还原概念的定义情境的做法。那时情境

代数的功用就会显得更清楚，当然，可能主要要用它的另一部分。那时情境作为词汇语义

的组织与存储最佳框架的作用也才能得以显现出来。这里具有统一的代数理论（以及别的

理论）就非常重要。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概念、概念组织（结构）与概念思维的数学理论。从而使我们能用
概念演算，特别是代数演算(包括逻辑演算)反映概念思维，当然，语言与语言的使用（言
语）的数学理论将作为特例包含、嵌入在其中。这是任何理论学科成长的必由之路。如此
建立的词汇语义学理论才可望成为建立语义学的基础。在其中，本文着重在概念与概念联
系的描述方法上，顺带也给出了描述所用的元语言的雏形。后者还需要严格定义。 



我们的描述体系可以随意提炼时间、空间，可以根据需要不断地定义和生成新的关系，
形成个体(用角色等)并引入条件化参量、复合参量，等有结构的参量，可以通过型式抽象
引入新的型式。可用个体化、信息化随意提升，可用过程化转而考查个体或时间的进程中
的情况等等，研究事物在其生命期中的许多现象。这和只限定在预先选定的几种关系和若
干固定的元对象上的做法不一样。和它们相比，同样是用概念间的关系来描述概念，我们
的做法有很大的灵活性和较强的生成与描述能力。我们能定义诸如“元概念”、“亚(次)
概念”、“超概念”等类对象，研究概念的词语化，概念组织方式的语法化现象等等，从
而获得极大的自由来研究概念体系及其外显形态问题等。此外，我们把对情境、概念、关
系等对象的描述取作为基本数学对象，使我们的工作能有良好的数学理论作后盾。这些将
在随后的文章中展开。 

在随后的论文中，我们还将重点考查：情境间的关系与演算；信息量的序关系及相关
问题；原语的理论问题；时间结构；关于语义辞典组织；句法理论是语义规律的抽象的设
想等。进行相关的理论研究，包括：关于描述，关于型式体系以及型式理论，特别是它与
论域理论的关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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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相关数学量的定义 

 文章[26]附有情境理论参考手册（Situation Theory Reference Manual），可参看。 

本附录是就本文范围（及进一步讨论）要用到的诸概念的便览。不少内容就源自该附录29，

但已有所更动与添加。 

A. 若干概念的数学定义 

本节介绍本文用到的与情境的有关定义。 

A1 型式与参量、常量和变量30 

定义 A1.1  型式是一种类型，即一种有共同属性的（个体）对象的抽象。在我们这
里，共同属性指的是有相同的（信息）结构。           
若型式 T是某个元素类 L的抽象，通常也用 T泛指这个类 L。 
定义 A1.2 如果 T表示某个型式，T中的元素（即抽象出它来的那个类 L中的元素）

所特有的那种属性则称作 T所特有的属性，或 T的属性。用 γT表示。    
定义 A1.3 设 x是某个个体对象，我们用表达式 x:T来表示 x有 T特有的属性 γT，

并称 x是属于 T的，也说 x是 T的元素等。在一定条件下（指如果型式可作为个体），x:T
可用《type_of, x, T;1》表示。此式与《γT, x;1》等效31

（这里是把 γT当作关系来对待，
属性可以当作一种一元关系）。             

定义 A1.432  参量是型式的特有属性的化身、具体化、实体化，可以看作是恰有上面
讲到的那种特有属性（指一类元素所共有的信息结构）的一种抽象的量，是这个类的典型
元素、抽象元素，是其代表。             
若 T是某个型式，x是恰有 T的特有属性 γT的参量，此时我们说参量 x恰属型式 T，

也说型式 T是参量 x的专属型式。同时称参量 x是型式 T的典型参量。该关系记做 x::T. 
易见，若 x::T则有 x:T.  
事情常有相反的一面，即先知道某类对象的（信息）结构，需要求出该类和它的抽象

——某型式。  
定义 A1.5 如果 x是个参量，我们用[x]表示 x的专属型式。这里[ ]是个算符，叫

型式抽象。含义是从参量 x（即从 x的信息结构）抽象出的型式。     
显然，总有 x::[x]. 且若 y::[x]，则有[y]=[x]，因此也有 x::[y]. 而 γ[x]就是参

量 x的专有属性。显然总有《γ[x], x;1》如果认可这个表示式的话。 
除了参量，我们还用到了其它两个基本量：常量与变量，并约定所有出现的基本量都

要满足一定的型式要求。即存在型式 T，使 x:T. 其中， 
常量是用来指称实际存在的具体的对象

33
的。这种对象的内涵一般讲是潜在无限的，

因此常量的内涵也是潜在无限的。用上面定义的型式来表述，就是常量没有专属的型式，
它所属的型式是无限多的。常量只在具体的世界中存在，不管是真实世界或假想的、虚构
的世界。一个世界中除了有一些个体常量外，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常量、情境常量等高阶的
量。当然，时空场合常量总假定是有的，而且就是本文所选定的那种结构(参见[33])。如
果我们运用的是不同是空结构，比如在考察行为模式的语义问题时常遇到的那样，那麽就
不能再默认一个时空场合常量类了，而是要明白定义的。 
我们约定,除了需要时引入各种可能的虚构世界外我们固定四个世界,它们是现实世

界 real,它对应客体世界的真实发生了的事与物的情况；理想世界 ideal，它反映我们当
前所把握的所有真理的最高境界，即相对真理世界；绝对真理世界 God\Omnisciece,无所

                             
29
 请见下面有关的脚注。 

30
 这些都是情境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31
 x：T,《type_of, x, T;1》,与《γT,x;1》这三个式子是不完整的陈述。从前面的例子与后面的论述可
看出，一般而言，一个对象具有某个属性或属于某个型式（类型）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就一定的时空而

言的。因此在这里应当加上存在的时空。 
32
 参量与型式是情境理论中的基本量。一切参量 x都可抽象出一个型式，即该参量的专属型式[x]；每个

型式 T都有一个特有属性 γT，这是我们加的。 
33
 注意，这里的“实际存在的具体对象”除了指真实世界中切实存在的具体对象外，还包括虚构世界中

的具体对象，比如在小说故事中谈论的具体对象，或在言谈话语中谈论的虚拟的或具体的事物等。我们

也认为这些对象的内涵是潜在无限的，只是小说作者或谈话者等未能全交待出来而已。另外，对常量，

我们也常只知道它的部分信息。但它是确定的，并不因信息不足而不确定。这点与参量是不一样的。 



不包的终极真理，它的存在仅仅是为了表述当前认识可能也含有错误；系统实现（世界）
System,系统中真正实现了的那个有限的近似。不把 real与 ideal合并是想把不具普遍性
的真知从理论王国中划分出去。 
定义 A1.6（世界） 一个参量 x 在某个世界 σ 中叫做适定的，或是有定义的，是

说 σ中含有型式为[x]的量。             
Devlin[3]曾论证道，现实世界不能等价于一个情境。我们将假定它的，以及任何世

界的，一个投影可以当作一个情境（主要是指可有有限近似，并能无限逼近）。暂略。 
变量和参量一样是形式量。在我们目前的体系中，变量只是用来协助陈述函数并进行

关系(函数)抽象的（通常用在引入新的关系时）。变量在函数中使用时有型式要求，即在
给它们定值时要满足型式要求。 
正统情境语义学没有提到变量，但实际是要用到的。做参量与做变量本是同一量的不

同身份，用途又都很专一。本文仅仅是引用它们，就没有在记号上再区分它们了。 
至此，应该说所有的内容还大体上没有脱出数学中关于常量、变量与参量的贯常用法。 

下面我们介绍有结构的参量，即结构参量。  

A2 结构参量 

数学中广泛地使用有结构的量，比如向量、矩阵、集合、函数等。作为个体时它们能
作为常量、变量与参量出现。使用这种高阶的抽象对象能使思维简洁而清晰，有利于把握
对象间的主要联系。在情境语义学中已经引入了类似向量、集合与函数等高阶量及相应的
型式。据此可以定义出相应的有这些结构的常量、变量与参量。本文再介绍两种结构参量：
复合参量与条件参量，以及相应的型式。 
定义 A2.1复合参量是含有参量的参量，即含参量的对象当作(有结构的)参量。  
我们只讨论形如 q(⋯)的含参对象。其中对象名 q是个标识头（函数符），参量列“⋯”

是型式为 T=T1×T2×⋯×Tn的（向量）参量。而含参对象 q(⋯)当作参量时（即出现在型
式抽象式或在别的对象中作参量用时）就称作复合参量，其标识头 q可看作是个函数参量。
作为参量，其专属型式为 T→T0.此时复合参量 q(⋯)

34
的型式为(T→T0。)⋅T=T0，此处

T0=[q(⋯)]是个已知型式。 
所谓条件参量，顾名思义，是指满足一定附加条件的参量。意即，该参量除了满足它

自身原来的结构要求外，还另外要满足一些别的条件，通常是用情境表达式（下篇文章要
介绍）陈述的条件。在我们的体系中，主要定义了三种条件参量： 
定义 A2.2  ⑴ 设 x是个参量，Σ 是个情境表达式。我们用 x|Σ 表示一个条件参量，

叫 B-条件参量
35
。相应的型式记作[x|Σ] 

⑵ 设 x是个参量，σ是个情境（参量），Ι是个信息表达式36
。我们称表达式 x|σ⊨  Ι

与 σ|σ⊨ Ι分别为 1型与 2型 D-条件参量。相应的型式记作[x|σ⊨ Ι]与[σ|σ⊨ Ι]。 
⑶ C-条件参量形如 x|(Σ,Ι)（各符号含义如上。）如果 I=Σ=∅，就得到无条件参量 x；

如果单有 Ι=∅，就得到 B-条件参量 x|Σ；如果单 Σ=∅且用在情境 σ中时，就得到 1型 D-
条件参量 x|σ⊨ Ι（2型的 D-条件参量要另行定义，不过也很容易，不赘述。）   

B-条件参量的条件是用情境定义的，属于抽象的情境世界。而 D-条件参量的条件是
用命题定义的，属于描述的世界。 B- 与 D-条件参量表现形式相似，实质也一样。（可以
证明实用上它们是等效的。）根据实际需要，我们这里引入了一个新形式，叫 C-条件参量，
取两者之间之意。实质上仍一样。 
条件参量往往有一个适用时空场合,特别是适用时段(生命期)，我们（在下一节）用

with短语来陈述。 
最简单的情况是用一个情境表述的条件。对此要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所定义的参量

（概念）只在该情境中有效。这样的条件参量叫角色，意指在该情境中当任的语义角色。 
定义 A2.3  设 σ 是一个情境， x是个参量。我们用 x|〈σ〉 即一种特殊的条件参量，叫做
x在 σ 中的角色，简称做角色，其型式记作[x|〈σ〉] . 角色的特殊处在，它的有效时空就
是该情境的所在时空。               
另一种是，所定义的参量（概念）可能越出该情境所在时空（目前尚未发现这样的例子。），
其有效时空需用 with短语另附说明，与其它条件参量一样。 

                             
34
 后面会看到，我们把它处理成一个函数映射的结果。这里的标识头就作函数标识符用。 

35
 B-条件参量与 D-条件参量分别指根据 Barwise[1]与 Devlin[2]做出的条件参量定义。 

36
 由信息元做成的表达式叫信息表达式，其定义将在下篇文章中给出。 



A3 锚定函数37 

结构参量的语义主要体现在它被替换成常量时的要求上。为了帮助理解，先给出锚定
的定义。  
定义 A3.1  锚定函数是一种将参量映射成常量的函数。分下面四种情况叙述： 
⑴ 最基本的锚定是对一个简单参量进行的。设 a是个专属型式为 T的参量，σ 是个

世界，x是 σ中的常量，满足 x:T. 如果我们（在 σ中）把 a替换成 x，就说 a在 σ中被
锚定为 x了。如果用函数 g标记这个对应 a↦ x，则可将这个锚定过程记作 a[g]=x. 
⑵ 复合参量的锚定，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A. 当含参对象 α(β)当作（有结构的）复合参量用时，我们把它记成 α′(β)以与
含参对象相区分。如果 σ 是个世界，α′(β)在 σ 中的锚定就是指在 σ 中用某个常量 x
来替换它。意即用上述的锚定函数 g把 α′(β)映成 α′(β) [g]=x。易见，此时应有 x：
[α′(β)]。即常量对象 x属于参量 α′(β)专属的那个型式。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应当有
常量 u与 v， 使 x=u(v)，且有 u：[α]，v:[β]。这是 α(β)的整体锚定情况。 

B. 设 α(β)只是个含参对象，即不当作复合参量。 α(β)中出现的参量集合记做
V（α）。设 σ是个世界。g是一个锚定函数。如果 α(β)在 σ中是有定义的（即 α与 β
在 σ 中是存在的）。 我们用 g把 α(β)中的相应参量映成相应的常量，所得的结果对
象记作 α[g]。此时应假定这些参量被 g映成的结果常量在 σ中是存在的38

，且满足相
应参量在 α(β)中的型式的要求。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我们并未要求 α(β)的所有参量
都被 g映成常量（即 V(α) ⊆dom(g)），甚至未要求有参量被映成常量（即 V(α) ∩ dom(g) 
≠ ∅）。如果 α的所有参量都被锚定了，即 V(α) ⊆ dom(g)，我们也说 α(β)被锚定了，
称 g是 α（β）的锚定函数。此时所得的结果是个常量对象 α(β)[g].易见，这是上述
复合参量锚定的一种特例。即有 u=α，x=α[g]是型式[α(β)]中的常量。如果 V(α)中
有参量，但不是所有参量，被映成了常量（即 V(α) ∩ dom(g) ≠ ∅），我们就说 α(β)
被部分锚定了。 
⑶ 条件参量的锚定，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A. 设 x|Σ 是个 B-条件参量，τ 是个情境。函数 g映射 x成 τ 中的常量（有与 x
相同的结构）。如果 g能扩张成 Σ 在 τ 中的锚定函数 f，且使 τ⊨ Σ[f]成立，意即常
情境表达式 Σ[f]在 τ 中是真实的，就称 g是 B-条件参量 x|Σ在 τ 上的锚定函数。 映
射结果记作(x|Σ)[g].当 Σ只是个情境 σ时，情况一样。此时 τ⊨ σ[f]表示常情境 σ[f]
在情境 τ 中是真实的，即在情境 τ中是真实存在的。 

B. 设 x|σ⊨ Ι与 σ|σ⊨ Ι分别为 1型与 2型 D-条件参量。τ 是某个世界（通常是
个情境）设 h, g分别是映射 x与 σ（视作参量!）为 τ 中常量的函数。如果 g能扩张
成 σ与 Ι在 τ 中的锚定函数 e（即既是 σ的，也是 Ι 的锚定函数），且在 τ 中命题 σ[e] 
⊨ Ι[e]成立，我们称 g是 1型 D-条件参量 x|σ⊨ Ι的锚定函数。锚定结果记作(x|σ⊨  
Ι)[g].类似地，如果 h能扩张成 Ι 在 τ 中的锚定函数 f，且在 τ 中命题 σ[f] ⊨  Ι[f]
成立，我们称 h是 2型 D-条件参量 σ|σ⊨  Ι的锚定函数。锚定结果记作(σ|σ⊨ Ι)[h]。  

C. 对 C-条件参量 x|(Σ,Ι)，映射函数 g是它在情境 τ 中的一个锚定函数的条件
是， g为映射 x为 τ 中常量的函数，且能扩张成 Σ 与 Ι在 τ 中的锚定函数 f，同时还
满足 τ⊨ Σ[f]与 τ⊨ Ι[f]。 
⑷ 当结构参量成为别的对象的参量时上述的“参量提升”转换仍可进行。这种提升

可以无限制地递归进行下去。               
 
由此可见，所谓条件参量实际是对该参量的适用锚定函数加以限制。 
下面的简单例子可以帮助理解条件参量与锚定函数的定义。 
设 σ 是个世界，f是一个把条件参量“x|c_简单交易（l,x,y,m,g）”映射到 σ 中的

锚定函数。这句话已暗含情境参量 c_简单交易（l,x,y,m,g）在世界 σ中是适定的，意即:
在世界 σ中已有人、货币、货物、拥有权、宁愿之类的概念，也已有简单交易的活动了。
设 f把参量(l,x,y,m,g)映成常量(l0,x0,y0,m0,g0).此时应有：σ⊨ c_简单交易(l0,x0,y0,m0, 
g0).此式的含义是： σ中存在常量 c_简单交易(l0,x0,y0,m0,g0).也就是在情境 σ中存在时
空场合 l0，和两个人 x0,y0，以及货币 m0与货物 g0，它们具有如下的关系： 在 l0中 x0付
给 y0货币 m0并且 y0交给 x0货物 g0.于是 f 把 x 映射成的常量 x0就成为参与上述的经济活

                             
37
 锚定函数是情境理论提出来的。情境语义学[1][26][3]等中称之为 anchor, anchoring，主要对条件

参量、角色定义的。我们把它简单地延伸到一般结构参量，并译为“锚定”。 
38
 这不是十分明确的说法。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涉及到话语情境、背景情境、与话语所描述的情境等

等时，是可以给出更明确的表述的。大体上是这样，上述诸情境归属于一定世界，在该世界中某对象有

定义，某些常量存在等。 



动的行为主体的一方了。因而具有按定义陈述的他在该项行为活动中所具有的一切条件、
活动、权利与义务等。当该条件参量作为个体进入别的对象中时，任何一个锚定函数都会
将它映射成上述这样的常量，而不仅仅是映射成一个人。 
 

B.情境描述中的几个基本量的定义 

 本节介绍情境描述39的有关定义。 

B1.情境描述 

定义 B1.1信息元（infon）40是一条信息单元的陈述。它的基本形式为《r,l：Loc,i1,i2,⋯,in； 
p》.其中 Loc 是时空场合型式,l：Loc 用来标示该处的 l 是 r 的存在场合,不作通常的个
体用。                   
 
定义 B1.2 我们称 δ={σ1,σ2,⋯,σn}为一个最简单的情境描述，这里诸 σi是上面定义的若
干基本信息元.                

B2.情境定义的量 

定义 B2.1（诱导）设 α= x|(Σ,Ι)是个条件参量，我们称 γx.γ[x|(Σ,Ι)]为(Σ,Ι)诱导的 x
上的关系，或叫 γ抽象。当 x是单个参量时也叫做 Σ,Ι)诱导的 x上的属性、性质。  
 
定义 B2.2 设 α是个参量列。我们称\α为屏蔽算子。其含义是:用它作用在一个含参对象
σ(β)上的结果\α.σ(β)是使参量列 β中属于α的那些参量在外部不可见了。(但在\α.σ(β)
内部就和在 σ(β)中一样依然是存在的.)            
定义.(初步) 设 σ,τ 是两个情境，e是个信息元。如果对任意 δ(最简)描述总满足：⑴只
要命题 σ⊨ δ成立，就有 τ⊨ δ∪{e}；⑵只要 τ⊨ δ∪{e},且 e⊨  cl[σ],就有 σ⊨ δ.我们称 τ
是由 σ增加 e的结果，并记 τ=σ@e和 σ=τe.称 σ是由 τ 删除 e的结果。描述 δ∪{e}也记
作 δ∪e.                   
 
定义 B2.3 设 σ 是个含参对象。a,b是两个同型式的量(即存在型式 T,满足：a:T,b:T.此
式也写成 a,b:T).我们用 σ[b\a]表示用 b替换 σ中出现的所有 a得到的新对象 τ.   
定义 (尝试) 设 σ 是个情境，(i1,⋯,ik)是个参量列。设它们含于 σ 之中(意即 σ 的内容
牵涉到它们。)我们用 Proj(σ,(i1,⋯,ik))表示 σ中含有参量列(i1,⋯,ik)上的参量的那个
部分，叫做 σ在参量列(i1,⋯,ik)上的投影。          
 
定义 B2.4 (描述的投影) 设 δ(l,j1,⋯,jn)是个情境描述。(i1,⋯,ik) 是(j1,⋯,jn)的一个
子列。我们用 Proj(δ (l,j1,⋯,jn), (i1,⋯,ik))记一个新情境描述,它是由 δ(l,j1,⋯,jn)
的定义中删除那些含有除时空场合及参量 i1,⋯,in之外的别的参量的那些信息元后剩下
来的部分内容组成。显然, Proj(δ (l,j1,⋯,jn), (i1,⋯,ik))是 δ (l,j1,⋯,jn)的部分情
境,叫做 δ (l,j1,⋯,jn)在参量列(i1,⋯,ik)上的投影。        
 
定义 B2.5 (描述的视景) 设 δ(l,j1,⋯,jn)是个情境描述。(i1,⋯,ik) 是(j1,⋯,jn)的一个
子列。我们用 Views( δ(l,j1,⋯,jn), (i1,⋯,ik))记一个新情境描述，它由 δ(l,j1,⋯,jn)
的定义中的那些直接和间接含有属于(i1,⋯,ik)中的参数的信息元所组成。所谓某个信息
元 e 间接含有某个参数 i 是说，存在一个信息元列 e1,⋯,ek.满足：ek=e，且 e1含有参数
i,ej+1含有 ej中的参数，(j=1,⋯,k-1)。            
 
定义 B2.6 (嵌入) 设σ,τ 是两个情境，且 τ 是σ的部分情境。我们用 τ withinσ表示“处
在σ中的 τ”，读作“囿于情境σ的情境 τ”.          
 
定义 B2.7 设 δ,ε是两个描述，满足 δ ⊂ ε.我们用 δ within ε表示囿于描述 ε的描述 δ.  
 
简单性质.  设 σ,τ 是两个情境，设 δ,ε 是两个描述。满足 σ 是 τ 的子情境,且 δ ⊂ ε.显
然 δ within ε是情境 σ within τ 的一个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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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理论[1]中把客体世界中的情境（可能的与真实的）叫做事件(event)、事态(soa,state of 

affairs)、事实(fact)，而把我们叫做情境描述的对象叫做情境。 
40
 信息元及其基本结构是情境理论的最基础的概念。我们以后要稍加拓广。 



 
定义 B2.8 设σ,τ 是两个情境。我们用σ⊕τ 表示它们的联合体，称作σ和 τ 的半加或联
立。                   
定义 B2.9 设 δ,ε是两个描述。我们用 δ⊕ε记它们的集合并 δ∪ε做成的描述.   
 

B3.若干基本转换 

 下面的陈述略去对应的情境描述的那部分。 
定义 B3.1 符号 ι 叫做个体化算子。若 e 是个非个体的对象。我们可用 ιe 表示把它转
换成个体，即忽略它的结构，从整体上把握它。         
 
定义 B3.2 诨名算子 nickname是一种泛化算子。当它作用在条件参量 x|Σ上或是作用在
角色 x|〈σ〉 上，就是将 x在Σ或 σ 中的(所扮演的)特定角色用作 x的称谓，从而可在其
有效范围之外称呼它、引用它: nickname(x|Σ), nickname(x|〈σ〉).       
 
定义 B3.3.信息元化与退信息元化.（略） 
 
定义 B3.4 ( 过程化算子 π )若 σ 是个情境,x 是在其中存在的某个个体,e 是其中的某个
事件。我们用 π(x, σ)与 π(e, σ) 分别表示将它们看成是在 σ中，它们各自在其生存期
上历经的过程(叫历程), 即看成是生存期上的时间的函数,叫做 x(或 e)的历程。    
 
定义 B3.5 ( 过程化算子 π )设 x是个个体,e是个事件。我们用 πx与 πe 分别表示将它
们看成是它们各自在其生存期上历经的过程(叫历程), 即看成是生存期上的时间的函数,
叫做 x(或 e)的历程。               
 
定义 B3.6 (分阶段描述) 设 x为任意事物。若把 x的生存期 t分割成若干时段 t1,t2,⋯,tk。 
设 St1,St2, ⋯ ,Stk 分别是 x在这些时段上的状态。则我们把事态描述〈t1:St1〉〈t2:St2〉⋯
〈tk:Stk〉叫做对 x的历程的阶段的一个描述,简称做 x的分阶段描述,如果对任意 j而言, 
〈tj:Stj〉都是对 x 在时段 tj 上的情况的描述。每个〈tj:Stj〉就叫做 x 的一个阶
段,(j=1,2,⋯,k)                     
 
定义 B3.7设 x是个个体。我们用 ρx表示 x在其生命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经历。  
 
定义 B3.8设 e是个情境。我们用 µe表示 e在其生存期（存在时段）中经历的演变   
 
 
定义 B3.9(“引发”与”终止”)设 e1,e2是两个情境(事件)。如果情境(事件)e1的完成就
意味着情境 (事件 )e2 的开始 ,我们说情境 (事件 )e1 引发了情境 (事件 )e2。记做
《initiation,e1,e2;1》。如果 t1,t2分别是 e1与 e2的生存时间，则有《meetl, t1,t2;1》。
意即 e2紧接在 e1之后发生。 
 类似的，如果情境(事件)e1的完成就意味着情境(事件)e2的完成，我们说情境(事件)e1

终止了情境(事件)e2。记做《termination,e1,e2;1》。 如果 t1,t2分别是 e1与 e2的生存时
间 
,此时有《=e,t1,t2;1》.意即 t2与 t1终端相同,也即,e2与 e1同时结束。     

定义 B3.10 (可认识的)事物。(有关的拓扑结构很有特色,颇值得注意。)(暂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