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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方阵”是古典形式逻辑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可是，自从古典逻辑学家

提出历史上第一个“对当方阵”(如下图所示)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千百年来没有很

大进展，逻辑学家所认识的“对当方阵”就只有这么一个。 

 

尽管在模态逻辑中，我们有另一个由“必然 p”、“可能 p”等命题组成的“模态对当

方阵”，但根据周礼全(1994)，“必然 p”其实可以看成“在所有可能世界中 p 都真”， 

而“可能 p”则可以看成“有至少一个可能世界使得 p 真”，所以“模态对当方阵”其

实只是上述“对当方阵”的变体。 

 

    在本文中，我们将提出和证明“对当方阵一般模式”的两个形式，其中第一形

式为：如果命题 p、q、r 满足“三分关系”(trichotomy)，即它们合起来穷尽一切可

能性且两两互斥，那么我们可以构造以下对当方阵： 



 

利用“对当方阵一般模式”，我们可以构造出大量前人未曾发现的“对当方阵”，例

如以下的“迭代量词对当方阵”： 

 

    通过这些新的“对当方阵”， 我们可以发掘出很多前人没有提过的“对当关系

推理”，例如从上述“迭代量词对当方阵”中的反对关系，可以得到以下推理： 

 

有一个女孩每个男孩都爱她  没有一个男孩每个女孩他都不爱 

 

此外，利用“对当方阵一般模式”，我们还可以把传统的“对当方阵”跟当代某些学

者(例如 Moretti (2004)、Ferdinando & Antonio (2007)、Wolenski (2008))提出的“对

当三角形”、“对当六角形”等很自然地联系起来，这是因为前述“对当方阵一般模

式”中的“三分关系”正对应着“对当三角形”的三个角，由此可见“对当方阵一般模

式”在当代的“对当理论”(opposition theory，见 Moretti (2004))中有广泛的应用前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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