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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经典逻辑的群体——哲学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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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哲学逻辑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Grayling A. 1982 Wolfram

S. 1989 Floistad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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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cher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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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ght

G.H.von

 

                                                           

①  Curry，H. Foundations of Mathematical Logic，1963，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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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哲学逻辑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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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模态和模态命题形式 

1.1  模态及其类型 

 

1.1.1  模态概念 

modal

modalis modality mode

mo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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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模态分类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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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4

 

3  

de dicto

de re

 



de re

de dicto  

de re

de dicto  

4  

p q 20

20

 

5  

                                                           

①  拉丁文“de re”英译为“about the thing”，意思是关于事物的；“de dicto”英译为“about what is 

said”，意思是关于所说的。也可译为从物模态和从言模态。  

②  G.E.Hughes，M.J.Cresswell. An Introduction to Modal Logic，1968，p.184. 

③  G.H.Von.Wright. An Essay in Modal Logic，1951，pp.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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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ethic

 

 

1.2  真性模态命题形式  

 

L M p q r s

p q r s p q

r s

 

2 是质数或 2 不是质数是必然的。  （1.2.1）  

如果人的生命有限是必然的，那么人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   （1.2.2）  



010    现代逻辑视域下的哲学逻辑研究 

 

如果生物进化是必然的，那么生物不进化是不可能的。  （1.2.3）  

这株植物开花是可能的，当且仅当这株植物不开花不是必然的。  （1.2.4）  

 

q q  1.2.1  

p q 1.2.2  

p p 1.2.3  

p p 1.2.4  

p p p p

x S x p x x S x p

x x S x p x x S

x p x x  x  

 

=Df   

Δ=Df    

 =Df    

 =Df    

 Ø=Df    

=Df      

1.3  一些著名的模态公式  

Df . p p 

Df . p p 

K. p q p q  

D. p p 

T. p p 

4. p p 

B.p p 

E.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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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pp 

V. p 

M. p p 

G. p p 

H. p q p q p q q p  

Grz. p p p p 

Dum. p p p p p  

W. p p p   

CPC K T

T CPC K T 4 E S5

S4=K+T+4 S5=K+T+E D=K+D B=K+T+B  

 

                                                           

①  D.Gabbay，F.Guenthner. Handbook of Philosophical Logic，Vol.2，p.21. 



 

 

第 2 章 

模态逻辑系统 

2.1  现代模态逻辑的诞生  

4

=Df 

=Df  Df

Df 8 14=112

 

Dseudo–Scot    

 

1912 Lewis C.I.

Mind

1918

 

 

p→（q→p）  （2.1.1）  

┐p→（p→q）  （2.1.2）  

2.1.1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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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Df┐p∨q 

 

或者凯撒死了，或者月亮是由鲜奶酪做的。  （2.1.3）  

玛丽不爱我，或者我被她所爱。  （2.1.4）  

 

∨ （2.1.5）  

2.1.3

2.1.4

2.1.4

2.1.3  

2.1.3

2.1.4 2.1.3 2.1.4

  2.1.4  

├ ∨ （2.1.6）  

2.1.4

2.1.4 2.1.3

2.1.4

Curley E.M. 2.1.4

 

∨ （2.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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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f┐◇（∧┐）  （2.1.8）  

consistency

possibility     

S3 1930 Becker O.

S3 1932

Langford C.H. S1-S5  

1933 Gödel K. Wajsberg M.





 

如果├，那么├□ （2.1.9）  

 

 

A1. ┐◇┐（p→q）→（┐◇┐p→┐◇┐q）  （2.1.10）  

A2. ┐◇┐p→p （2.1.11）  

 

B1. ┐◇┐（p→q）→（┐◇┐p→┐◇┐q）  （2.1.12）  

B2. ┐◇┐p→p （2.1.13）  

B3. ◇┐p→┐◇┐◇┐p （2.1.14）  

1937 Feys R.

t 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