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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BC_94_E7_c26_266699.htm 一、直言命题与对当

关系 1．直言命题的结构 直言命题也称性质命题，是断定对

象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性质的简单命题。例如： （1）所有

商品都是劳动产品。 （2）有的四边形不是正方形。 （3）北

京大学是中国名校。 都是直言命题。 直言命题在结构上由主

项、谓项、量项和联项四部分构成。 主项是直言命题中用以

表示事物对象的概念。如例（1）中的“商品”、例（2）中

的“四边形”和例（3）中的“北京大学”。逻辑学中用“S

”来代表主项。 谓项是直言命题中用以表示对象具有或者不

具有的性质的概念。如例（1）中的“劳动产品”、例（2）

中的“正方形”和例（3）中的“中国名校”。逻辑学中常用

“P”来代表谓项。 量项是直言命题中表示主项外延（一个

概念的外延是指这个概念所反映的事物范围）情况的概念。

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范围。量项可以分为

三种： 第一种是全称量词，它表示一个命题对其主项的全部

外延都作出了判断，如例（1）中的“所有”，它表示只要是

商品，那就具有劳动产品的性质。此外，“一切”、“每一

个”、“任一”等也都是全称量词。第二种是特称量词，它

表示一个命题对其主项的全部外延并没有作出断定，或者说

，仅仅断定了主项的部分外延，如例（2）中的“有的”，它

表明在四边形的范围内，至少有部分对象不具有正方形的性

质。此外，“有些”、“某些”、“至少有一个”也是特称

量词。重要知识点与考点提示：特称量项的“有的”与日常



用语说的“有的”是有所不同的。日常用语中“有的”通常

指“仅仅有些”，“一部分”，因而讲“有些是什么”的时

候，往往意味着“有些不是什么”。这与逻辑意义上的特称

量项“有的”存在差别，特称量项“有的”是指“至少有一

些”，“至少有一个”，具体有多少，不能确定。它包括三

种情况，即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一部分”，也可能

是“全部”。例如：“有的考生通过了考试”，它是指“至

少有一个考生通过了考试”，到底有多少呢？不确定，但是

因其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即“所有人都通过了考试”，所以不

能必然推出“有的考生没有通过考试”。这点，考生一定要

区分清楚。 第三种是单称量词，它表示一个命题对其主项外

延的某个特定对象作出了断定。量项决定命题的量。例如： 

（4）北京大学是全国一流大学。 （5）张力是北京大学的学

生。 联项是联结主项和谓项的概念，如例（1）中的“是”

、例（2）中的“不是”。联项可以分为肯定和否定联词。“

是”是肯定联词，它表明主项和谓项相联系；“不是”是否

定联词，它表明主项和谓项相排斥。联项决定命题的质。 2

．直言命题的种类 根据命题所使用的联项和量项的不同，直

言命题可以分为以下六种类型：全称肯定命题，简称A命题

，标准形式是“所有S是P”。例如：所有北京人都是中国人

。全称否定命题，简称E命题，标准形式是“所有S不是P”。

例如：所有中国人不是北京人。特称肯定命题，简称I命题，

标准形式是“有些S是P”。例如：有些中国人是北京人。特

称否定命题，简称O命题，标准形式是“有些S不是P”。例

如：有些中国人不是北京人。单称肯定命题，简称a命题，标

准形式是“某个S是P”。例如：张力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单



称否定命题，简称e命题，标准形式是“某个S不是P”。例如

：张力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在日常生活中，直言命题的表

达形式通常不规范，我们在考察直言命题的特征和直言命题

间的关系时，需要把不规范的、非标准的直言命题转换为规

范的、标准的直言命题表达形式。 3．直言命题的真假包含

关系 重要知识点：命题的真假。一个命题的断定与客观实际

相符合，它就是真的；一个命题的断定与客观实际不相符合

，它就是假的。重要知识点：两个概念的外延上主要存在着

五种关系，即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真包含关系、交叉

关系和全异关系。全同关系是指两个概念的外延完全相重合

，如“珠穆朗玛峰”与“世界上的最高峰”这两个概念之间

就具有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是指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与

另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相重合，例如，“学生”与“人”这

两个概念之间就具有真包含于关系。真包含关系是指一个概

念的部分外延与另一个概念的全部外延相重合，如“学生”

与“中学生”这两个概念之间就具有真包含关系。交叉关系

是指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与另一个概念的部分外延相重合。

例如：“小学生”与“运动员”这两个概念之间就具有交叉

关系。全异关系是指两个概念之间在外延上没有任何重合部

分。例如：“小学生”与“中学生”这两个概念之间就具有

全异关系。 直言命题的主项和谓项在外延上所存在的五种关

系，决定了一个具体的直言命题的真假特征。列表如下： 关

系判断全同关系真包含于关系真包含关系交叉关系全异关

系SAP真真假假假SEP假假假假假SIP真真真真假SOP假假真真

真需要指出的是，特称肯定命题SIP在全同关系下或真包含于

关系下都为真，因为此时全称肯定命题SAP也为真，即“所



有S都是P”是真的，当然也可以说“有些S是P”是真的。同

理，特称否定命题SOP在全异关系下也为真，因为此时全称

否定命题SEP也为真，即“所有S都不是P”是真的，当然也可

以说“有些S不是P”是真的。例如，“有些大学生是人”为

真命题，因为既然“所有大学生都是人”，当然也可以说“

有些大学生是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