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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通过间接形式化的数理逻辑原理实现自然语言的形式化理解，本质是理解言和语的关系。方法是：

首先，明确单音节的汉字同时具有语言和文字两种基本属性，英文字母和词素、单词和词组或短语以及句子，属

另一种类型的文字和语言；进而，明确混音节的大字符串和小字符串，分属不同的言语；最后，进一步明确单音

节的言和混音节的语，不仅有人际交流方面的独特功能，而且也有人机交互乃至在自动化批处理两个方面的独特

功能，其特征在于：单音节的汉字满足间接形式化理解的算术进制，即 P 进制。结果是意外地发现算术和语文在

底层序位逻辑和表层联动函数两方面存在刚性约束法则，对于它们的分与合的符号对象而言，却存在广义双语解

释或翻译的柔性法则。其意义在于：序位逻辑、联动函数、广义双语或翻译及广义语言，实质上是系统地形式化

理解自然语言，建构全球中文测序定位系统的一条优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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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realize the natural language formal understanding through the mathematical logic principle 

of indirect formalization for Chinese and its characters, and its essence i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peech. The method is: First, it is clear that monosyllabic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two basic attributes of 

language and text, English letters and morphemes, words, phrases and sentences, which belong to another type of text 

and language;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ast Chinese was regarded as a monosyllabic language and English was regarded as 

a polysyllabic language which is a complete misjudgment; Finally, it is further clarified that monosyllabic and mixed 

syllables not only have uniqu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Chinese, but also hav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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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automated batch processing with uniqueness, its fundamental feature is that the monosyllabic Chinese characters 

meet a certain arithmetic base that is indirectly formalized, that is, the typical P base. Its result is that, it was 

unexpectedly discovered that arithmetic and language have rigid constraints on the underlying sequence-position logic 

and surface linkage functions, but there are flexible rules for broad interpretation or translation for the symbolic objects 

of their division and combination. Its significance lies in: sequence-position logic, linkage function, generalized bilingual 

or translation or language, in essence, from the macroscopic global to the microscopic local, to systematically and 

formally understand natural language, especially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speech, 

namely: Global Chinese Sequencing and Positioning System. 

Keywords: Computer Aided; Formal Methods; Chinese Character Studies; Compatibility of Standardization;  

Cognitive Computing Systems;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Mathematical Logic; Arithmetic System 

 

1 引言 

本文旨在通过汉字汉语间接形式化的数理逻辑原

理实现自然语言形式化理解，其本质是理解言和语的

关系。其背景不仅涉及语言即棋两个系统的类比，而

且还涉及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的论断，再进一步还涉

及塔斯基和卡尔纳普与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分对象

语言和元语言暨解释语言）。索绪尔为什么能创立当

代语言学？[1, 2]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是语言哲学的集

大成者？[3-5]要理解本研究特别强调的言和语的关系

数据库及其形成过程，就要追溯并回顾：塔斯基和卡

尔纳普为什么不谋而合地创立了形式化语言？[6-9]以

及乔姆斯基的语法结构为什么带来语言学革命？

[10-12]本文对上述五位学者的研究做了系统回顾进而

得出表 1（结合图 6-10）和表 3。 

表 1 语言学、语言哲学、形式语言学及语义学代表人物回顾 

ID 
语言学、语言哲学、形式语言学及语义学代表人物回顾 

代表人物 基本的理论观点 进一步的相应解释 

1 索绪尔 语言和棋的类比 两个系统惊人相似 

2 维特根斯坦 语言游戏的论断 语言学的家族相似性 

3 塔斯基 对象语言和元语言 元语言暨解释语言 

4 卡尔纳普 对象语言和元语言 元语言暨解释语言 

5 乔姆斯基 S = NP + VP 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 

 

由表 1 可见，本研究关注的焦点，以下的论述几

乎都是在围绕其中的核心问题而展开的。问题 1：为

什么语言和棋具有类似的道理或法义而不仅仅只是

法则？问题 2：语言游戏和棋类游戏为什么也会惊人

地相似？问题 3：就语言学和语言哲学两方面来看，

这是否算是殊途同归？问题 4：语言哲学家、数学哲

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为什么会在解释语言方面再一次

殊途同归地聚焦于语言本质？其形式化特征为什么

可做到跨主体精准传递？例如：符号对象及其组合的

形式化解释。这是问题 5 及其示例解读。在理论上讲，

什么是语言？或，语言是什么？充分必要论证的语言

本质的问题（5 和 6）在此得以凸显！下面从语言和

言语的关系，进一步推至言和语的关系加以论述。 

2 方法及结果和进一步分析 

其方法是：首先，明确单音节的汉字同时具有语

言和文字两种基本属性，英文字母的文字特征和英语

的词素、单词和词组或短语以及句子的语言特征，完

全属于另一种类型文字和语言；进而，明确混音节大

字符串和小字符串，分属两大类不同的言语，例如汉

语和英语，由此发现过去把汉语视为单音节语并把英

语视为多音节语，完全是误判；最后，进一步明确单

音节的言和混音节的语，不仅在汉语来说有人际交流

方面的独特性，而且，也有人机交互乃至在自动化批

处理两个方面的独特性，其根本的特征在于：单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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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满足间接形式化理解的特定算术进制，即典型的 P

进制。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对此，本研究做了

三级延伸：第一级是语言系统和言语调用的区分[13]，

第二级是汉字和汉语的区分[14]，第三级是言和语的区

分[15]。 

本研究做了这样的拓展：首先是把语言游戏纳入

了―语言即棋‖的语境[16]，进而，把塞尔的―中文屋‖从

哲学的虚拟实验[17]，转变成了 AI 辅助的科学实验[18]，

最后，做成了本研究所述的全球语言定位系统[19]和全

球知识定位系统[20]，它们均由言和语的关系数据库的

调用过程世界范围的人机交互而产生[21, 22]。 

2.1 单音节的汉字：具有语言和文字 

双重性 

明确单音节的汉字同时具有语言和文字两种基本

属性，英文字母的文字特征和英语的词素、单词和词

组或短语以及句子的语言特征，完全属于另一种类型

文字和语言；进而， 

表 2 中西语言对比发现其根本的形式区别在于音节体系上 

ID 
中西语言对比发现其根本的形式区别在于音节体系上 

西方语言 中文&汉语 

0 词素（morpheme） 单音节 语素 单音节 

1 语言（language） 混音节 言（Yan） 单音节 

2 言语（speech） 混音节 语（Yu） 混音节 

2.1 单词（word） 单双多音节 单词 单双多音节 

2.2 词组（phrase） 双或多音节 词组 双或多音节 

2.3 句子（sentence） 单双多音节 句子 单双多音节 

 

从表 2 可见，中西语言对比发现其根本的形式区

别在于音节体系上，即：汉语的单音节和西方语言的

混音节，在语音及音位的形式上，存在根本的区别。

两方面是形式可区分的（不仅是大小字符串的文字区

别，而且，也是：单音节和混音节的语言区别，只有

言和语的关系明确之后才能在表 2 中一目了然地被展

示出来，否则，由于语素和词素都是单音节的，故难

以区分）。 

 

图 1 单音节和混音节作为言和语在形式上分属不同范畴 

由图 1（结合表 2）可见，西方语言的混音节和汉

语的单音节上分属不同的形式范畴；而其混音节的言

语和汉语在普通语言的基本划分（单词、词组或短语、

句子）上面已趋于一致（形式上的区别仅在于小大字

符串上区别）。 

由此可见，单音节的汉字，具有语言和文字双重

性。 

2.2 混音节的大小字符串：分属两大类 

言语范式 

明确混音节的大字符串和小字符串，分属两大类

不同的语言，例如汉语和英语，由此发现：过去，把

汉语视为单音节语（其实应该是单音节的言和混音节

的语），并把英语视为多音节语（应该是混音节的言

语），完全是误判。 

纠正它们，不仅是为了语言教学，更是为了自然

语言处理尤其是中文信息处理及其形式化理解。通过

跨学科知识中心[23]和数学基础探讨[24]，以诗词为例，

化解歧义[25]，以及形式化理解[26]，给出了支持本研

究前期的形式化技术和应用研究成果。 

下面举例说明： 

（1）分类必须事先清楚知道每个分类的信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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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判断有待分类的所有项目都有对应的分类。仅就语

言而论（例如汉语和英语），在语言层面，汉语的独

特性在于字兼具文字、语素和语言的基本属性；而外

语如西方语言的英语的特点在于文字特征的字母、词

素特征的构词法以及混音节词或句两个基本结构单位

里的单音节词或句仅仅是极少的，而双音节和多音节

的词或句是绝大多数的。这至少已清晰地说明语言和

言语两个层面中外文化之间的重大区别或差异。进而，

明白言和语的区分，至少比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又更进

了一步！为什么汉字汉语在基础语言理论上可做出比

普通语言学理论更进一步的区分？这个问题不仅值得

深思或深究，而且，随时随地可借助当今的网络语言

分析工具调查并验证。 

（2）聚类不仅要满足最典型的 K-均值算法，而且

还要满足划分及层次法、基于密度的或网格的或某种

模型的各种算法。汉语和英语的文本分析，如果采用

分词和标注的引进技术来做，那么，聚类和分类各自

的优势或区别都被掩盖了。一下子就掉进了西方语言

的语义泥潭以及语用陷阱乃至文法怪圈，而难以自拔。

为什么呢？因为，自觉不自觉地就把汉字汉语自身的

优势一下子变成了劣势！ 

 

图 2 旧语言观导致汉字汉语及中国长期面临三大瓶颈 

由图 2 可见，汉字汉语及中国长期面临三大瓶颈

实质上是旧语言观导致的必然结果。结合表 1 和图 1

可见语言和言语的划分就是旧语言观的集中体现；言

和语的划分虽是新语言观的体现，但是，还远远并没

有普及。因此，三大瓶颈还依然存在： 

瓶颈之一，在国际范围内，人际交流过程中，英

语是主流，汉语非主流； 

瓶颈之二，就古希腊哲学发展至近现代科学，原

创是欧洲等国而非中国； 

瓶颈之三，从人机交互的美国标准通信交换

（ASCII）码来看，中文国标 GB 是外挂，OS 是翻译

（其它各级各类进口软件也都是如此）。因此，必然

受到三大瓶颈限制，根本就没有任何主动权。当然，

如果仅从零和博弈的视角看，那么，站在主导国家来

看，往往会忽略三大瓶颈存在的双面性，尤其是当我

们发现：言和语的区分新语言观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之

后，非零和博弈的人机交互全球新格局才能完成人类

认知第一次大飞跃（利弊参半）向人类认知第二次大

飞跃升华！才能吸收人类认知第零次大飞跃（仅发生

在局部地区而未形成全球全人类认知的共同升华）。 

 

图 3 人类认知第一次大飞跃及其前后都需补课 

由图 3 可见，只有全人类各国都具有非零和博弈

的新思维认知高度，即都能主动地突破彼此之间的语

言瓶颈、知识瓶颈及软件瓶颈（深层次的三大瓶颈）

之后才能最终突破人与自然（涵盖人工及人文和社会）

关系的硬件瓶颈！其核心是两大类语言之间的基本隔

阂或障碍未完全突破。 

人类认知第二次大飞跃融智过程提供了千载难逢

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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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音节的言和混音节的语： 

间接的 P 进制 

进一步明确单音节的言和混音节的语，不仅在汉

语来说有其人际交流方面独特性，而且，也有人机交

互，乃至在自动化批处理上，两方面的独特性，其根

本特征在于：单音节的汉字满足间接形式化理解的算

术进制，即典型的 P 进制。zxh 言和语的关系数据库已

实现直接和间接两大类形式化=数字化、符号化和结构

化（以下图 4 实施例可见）。 

 

图 4 言和语的关系数据库两大类形式化实施例 

由图 4 可见，单音节的言（具有文字和语言双重

属性的汉字汉语兼有对象语言和第一层级解释语言或

元语言）涵盖了所有汉字；混音节的语涵盖各个层级

的解释语言或元语言（并且都已被直接和间接地双重

形式化了，也就是说，图 4 所展示的不仅仅只是一个

超级的言和语的关系也即字和字组的关系数据库的典

型实施例，而且，也是一个全球汉字汉语测序定位系

统示例和理论模型或原理图）。 

2.3.1 单音节的言：间接 P 进制的单一集合 

每一个汉字即单音节的言，都有唯一的身份证代码，

于是P个单位的元素构成的单一集合就和十进制数字之间

形成了：P 进制之内的同义并列对应转换关系，即满足了

一个基本信息定律的全局约束条件，从而，可实现形式化

理解。也就是说，人机交互过程，基本分工是：人识别并

调用汉字；机器只需要识别汉字的唯一身份证代码数字而

无论它采用什么进制均可通过P进制以内的联动函数快速

识别即自动化批处理（同时也可人机交互半自动化处理）。 

2.3.2 混音节的语：间接 P 进制的分层集合 

混音节的汉语字组即混音节的语都按照单双多音

节的O个列表内P个单位的元组逐级排列成分层集合，

也和十进制数字之间形成：N 个或 M 个 P 进制内的同

义并列对应转换关系或同意并列对应转换关系，即分

别满足两个基本信息定律的全局或局部约束条件，从

而，不仅可实现全局的形式化理解，而且，还可实现

局部的对象化甚至概念化理解。人机交互过程的基本

分工不仅是识字量，而且也是单词、短语和句子的数

量识别。同理，机器只需识别汉字汉语（各个层级的

分表及其内部每个相关格子的序位）的唯一身份证代

码数字而无论它们采用什么进制均可通过 P 进制以内

的联动函数快速识别即自动化批处理（同时也可人机

交互半自动化处理），所不同的只是算法更复杂。 

N
x
 + M

y
 ≤ O

z
            (1) 

NP
x
 + VP

y
 ≤ S

z
            (2) 

HI
x
 + AI

y
 ≤ CI

z
           (3) 

式(1)结合图 4 可知 N & n 是行的数字变量，M & m

是列的数字变量，O 是行列内所有符号对象的数字变

量。换一句话说，式（1）中三个变量及其未知的指数

或圆对数都是变数，其表达的含义和用意，在特定的

定义域和值域都可形式化理解，代数具体的数值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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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特定行列锁定的序位格子及其算法路径也就自

然明晰。式（2）是名词性短语和动词性短语及其组成

的句子的公式一般化升级版。人类智力（HI）和人工

智能（AI）及其所组成的协同智慧能力（CI）按照局

部之和等于且小于全局的系统科学原理而构成的公式

一般化升级版。具体算法在配套的论著里。 

2.4 结果 

其结果是意外地发现算术和语文在底层序位逻辑

和表层联动函数两方面存在刚性约束法则，对于它们

的分与合的符号对象而言，却存在广义解释或翻译的

柔性法则。由此也就引出了逻辑、数学和广义双语解

释乃至自然语言的形式化理解及其翻译或形式化解读

的三大基本定律。 

 

图 5 智慧融通融合的三大基本定律 

由图 5 可见，第一基本定律即序位关系唯一守恒不仅

对于算术而且对于语文尤其是汉字汉语的言和语的关系

数据库而言在 P 进制范围以内是成立的，是大前提，具有

照亮全局的作用；第二基本定律即同义并列对应转换不仅

直接而且间接地在 P 进制范围以内涵盖一系列的小前提，

即直接或间接做各种进制符号体系之间的自动转换。它们

和第三基本定律结合，在人际合作与人机交互的应用场景

可遵循同意并列对应转换发展而锁定人机交互和批处理

的联合认知目标。结合图4所述多组关系数据库均可验证。 

 

图 6 索绪尔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图 6 可见，索绪尔研究的发展趋势，它说明：普通的索绪尔研究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图已预示其走低的特点。

它分别与维特根斯坦、塔斯基、卡尔纳普和乔姆斯基等各个研究方向的发展变化趋势（分别由图 7、图 8、图 9

和图 10 加以系统地展示或呈现）相比较，会发现本研究的焦点： 

 

图 7 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图 7 可见，维特根斯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图 6 索绪尔研究的发展趋势之间的对比，说明近期出现了非常微

妙的情况。图 6 和图 7 比较两方面如此不同，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值得深思。假设理性反思更为本质且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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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图 8 塔斯基研究的发展趋势图 

由图 8 可见，塔斯基研究的发展趋势，高低变化趋平。 

 

图 9 卡尔纳普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图 9 可见，卡尔纳普研究的发展趋势，高低变化的起伏波折较大。图 8 和图 9 对比，形成了非常有趣的现

象。学术界关心形式研究与关心带内容的研究之间存在反差。这说明什么？给本研究极大的启迪！由图 10 可见

乔姆斯基研究发展趋势的特征、属性和标志，虽与前面几位都很不一样，但总趋势相似于索绪尔。 

 

图 10 乔姆斯基研究的发展趋势 

表 3 五组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趋势对比分析 

ID 
五组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变化趋势对比分析 

研究者或代表人物 发展变化趋势特征分析 对比分析 

1 索绪尔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有增长 近几年逐步地下滑 

2 维特根斯坦 21 世纪起出增长势头较大 近几年有三次下跌 

3 塔斯基 21 世纪起有波折地在增长 近三年逐步趋平稳 

4 卡尔纳普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常升跌 近年下滑然后缓增 

5 乔姆斯基 21 世纪起出现过增长高峰 近十年一直在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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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 可见（结合图 6-10）五组相关研究领域的

发展变化趋势对比分析。从中发现一系列很有趣的现

象。其中最典型的是索绪尔和维特根斯坦及乔姆斯基

的研究趋势；塔斯基和卡尔纳普的研究趋势升降起伏

（值得特别关注）。由此也印证了本研究关注焦点独

辟蹊径及其独特的价值。 

2.5 进一步的分析和议论 

其结果是进一步发现：现在人机交互和计算机辅

助的应用场景已具备大规模开发验证人类知识模块的

条件，而与此同时，AI 和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场景也具

备便于个体及群体或集体智力开发乃至潜能开发及其

显著提升的条件。 

 

图 11 汉语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图 11 可见，汉语研究的发展趋势本世纪一路增长并在近十年达到较高水平。为什么？怎么做？何时？何

地？谁来引领？都需要搞清楚人类认知增长的极限究竟是否可能真正被突破！这需要读者回顾人类认知第一次大

飞跃是怎么创造奇迹的，又是如何在一系列不可能变为可能的历史回顾之中有所突破！请看一看中文信息处理的

请看： 

 

图 12 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的发展趋势 

由图 12 可见，中文信息处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在 21

世纪最初十年内出现几年处于高峰的时期，近几年平

稳低迷。这就给本研究的独特做法提供了可施展才华

的大好时机。言和语的关系基础理论突破之后，尤其

是在得到言和语的关系数据库的实际验证之后，本研

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3 结论 

其意义在于：序位逻辑、联动函数、广义语言/翻

译/双语，实质上是从宏观全局到微观局部系统地形式

化理解自然语言，尤其是透彻地理解中文的言和语的

关系，也即形式化理解自然语言的一条通透的途径，

即建构全球中文测序定位系统。言和语如此途径，在

其他语言是没有的。 

基础理论的研究突破和实用技术的验证发展，有

益于进一步的推广应用和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理论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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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举例展示双字棋对文言的处理 

 

图 14 举例展示双字棋对现代汉语的处理 

 

图 15 举例展示双字棋对各级字组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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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13、图 14 和图 15 可见，汉字汉语借助双字

棋理是如何体现数字和文字结合的双重形式化途径，

结合图 4 的后台展现的言和语的关系数据库，可更好

地理解图 13-15 展示的前台操作情形，对字和字组的关

系数据库的调用方式。 

如果说图 4（宏观全局）和图 13-15（微观局部）

揭示的是言和语的序位逻辑、联动函数、广义双语或

语言翻译三大基本定律及其支持的全球中文测序定位

系统模型的科学原理即法则，那么，再进一步即可揭

示知识获取表达的术语本体软件系统开发环境和全球

测序定位系统实现也指日可待。结合图文举例说明语

言理解和知识表达： 

 

图 16 大字符串公式：知+识=知识 

由图 16 所见的大字符串公式：知+识=知识，这类

表达形式，在汉字汉语的体系里随处可见，似乎并不

稀奇，但如果用它解读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奥格登

和理查兹以及索绪尔等人从不同的角度所揭示的语义

三角（最典型的就是弗雷格的符号、指称和意义；维

特根斯坦的语言、思想和世界；索绪尔的符号、能指

与所指；奥格登和理查兹在《意义的意义》里把它们

表述成了著名的语义三角），而理论融智学进一步通

过三组大字符串公式：文+法=文法，意+义=意义，物+

理=物理，而发现了一个融贯中西方整个思想发展历程

的融智学三棱锥模型暨信息四面体模型： 

 

图 17 古希腊哲学、近现代科学和现当代的融智学 

由图 17 可见，物意文道理义法七个汉字融智模型。

它以微观的言暨汉字，结合道函数立体坐标系以及三

组函数：物（理）、意（义）、文（法）为宏观顶层

分类知识本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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