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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本物理概念的定性定义必须借助于形式逻辑方法.形式逻辑方法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谓的“种差 +

属”定义方法,主要介绍了这种定义方法的内容、分类、需要满足的规则及其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研讨了一些物理

概念定义的不妥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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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义是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

的内涵和外延所作的确切表述.下定义的要求是对

认识主体使用判断或命题的语言逻辑形式,确定一

个认识对象或事物在有关事物的综合分类系统中的

位置和界限.形式逻辑定义法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谓

的“种差+属”定义方法,即把某一概念包含在它的

属概念中,并揭示它与同一个属概念下其他种概念

之间的差别(即种差).物理学的许多概念是可以运

用“种差+属”的方法下定义的.下面首先介绍逻辑

学关于“分类”的几个概念.

1 种差加属定义的相关概念

1.1 关于“种”和“属”的规定

按照分类方法,其大类称之为“属”,该“属”包

含的几个小类称之为“种”,属概念又叫上位概念,种

概念又叫下位概念,上一级种是下一级属.如势能这

一概念,对于能来说属于种概念,对于重力势能便是

属概念了.

1.2 关于“种差”的规定

在属概念之下的与其他并列(注意,一定是要并

列,属种关系是不能构成并列的)的种概念所反映

的对象之间的差别,即种差.

1.3 “临近属”的规定

即与这一概念最靠近的“属概念”.比如“力”是

“各种力”的临近属;具体的说,“力”是弹力、摩擦力

的最临近属.

1.4 “种”之和应当是“属”的全部(外延)[1]

“属”与“种”、“种差”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属、种与种差关系图

其中A是属概念,B和C是种概念.B和C都在

属概念的范围之下.

而在属种关系图中,概念C具有而概念B不具

有的本质属性D则是种差.

2 种差加属的定义规则

种差加临近属定义又称真实定义.它的定义项

是由被定义概念的临近的属和种差所组成.它的公

式是:被定义项=种差+临近的属.运用该方法下定

义时,首先应找出被定义项邻近的属概念,即确定它

属于哪一个大类,然后,把被定义项所反映的对象同

该属概念下的其他并列的种概念进行比较,找出被

定义项所反映的对象不同于其他种概念所反映的对

象的特有属性,即种差,然后将属和种差有机地结合

起来.比如,“反应过程中有电子转移的反应称为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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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还原反应”.这里的“反应”是“氧化还原反应”相

对于其他“反应”的种差.找到了临近属和确定了种

差,定义也就轻易得出了[1].但要注意的是,种差加

临近属定义法应当满足以下4条规则.

(1)属概念和种概念的外延要相应相称

即“外延不能太宽或太窄”.例如“热量是在热传

递中,物体吸收或放出热能的多少”,在热传递中,传

递的是内能,不仅仅是热能.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对仅

为热传递过程,对外做功A=0,则Q=U2-U1.由于

热量等于内能的变化,不是热能的变化.故这样定义

“外延”过窄.由于热能实际上没有定量定义,故其

变化无法度量,于是“热能变化量”就不是一个已知

的明确概念,因此以“热能变化量”去定义热量也就

失去意义了.在一个定义中,被定义的概念本身是不

明确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用明确的定义概念去阐

述被定义的概念.如果定义概念中包含不能确定的

概念,这就等于用一个不明确的概念去说明另一个

不明确的概念,这样当然不能达到明确概念的目的.

有的定义外延过宽,例如“物理学中,把垂直作

用在物体表面上的力叫做压力.”垂直作用在物体

表面上的力分为两种,一种是压力,一种是拉力,很

显然,上面对压力概念定义项的外延大于被定义项

的外延.犯了定义过宽的错误.

(2)并列的概念一般不应是否定判断

给概念下定义就是要揭示概念的内涵,说明它

具有什么本质属性.如果定义是否定的只能说明被

定义的概念不具有什么属性,这样就达不到下定义

的目的.比如,“摩擦力不是重力”,这样表述毫无意

义.再比如说,虽然“热量不是物体内分子热运动的

能量”表述正确,却不能作为定义.但是给否定概念

下定义,可以用否定形式.例如,“把没有达到饱和状

态的气叫做未饱和气”、“无机物是不含碳的化合物”

等等.

(3)构成属种关系的概念不能倒置(有时可以

顺置,比如,可以说“摩擦力是力”,但是不能说“力是

摩擦力”).

(4)“种差”应尽可能详细确切.

3 种差加属定义法的分类

由于事物的属性是多方面的,种差的类别又各

不相同,因而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可以根椐种差的

不同而区分为性质定义、发生定义、关系定义、功用

定义等.

3.1 性质定义法

性质定义是以被定义项所反映的对象的性质作

为种差的定义形式.如标量的定义,“只用数值就能

完全确定的物理量称为标量”.这里的“只用数值就

能完全确定”是种差,它反映了标量的性质.像矢

量、势能等都是性质定义[2].但对于矢量的定义“一

种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要注意到,这一定义它

减少了一部分内涵(其合成要遵循三角形定则),同

时也就增加了一部分外延.如电流强度虽然既有大

小又有方向,但其合成不遵循三角形定则,因此电流

强度不是矢量.而有的学生会根据矢量的定义将电

流错误地认为是矢量.

3.2 发生定义法

发生定义是从被定义的概念所反映、代表、指称

事物发生、来源方面揭示“种差”的定义形式.比如,

“静电场是由静止电荷激发的电场”,“电场”是临近

属,“由静止电荷激发的”是种差(窄的外延);“感应

电场是变化磁场激发的电场”,感应电场是被定义

项,“电场”是临近属,“变化的磁场激发的”是种差

(窄的外延).再比如弹力的定义,“物体由于要恢复

原状,对与它接触的物体产生的力叫做弹力”,是发

生定义法,反映了弹力产生的原因.

3.3 功用定义法

功用定义是以某事物的特殊用途作为“种差”

的定义形式.比如,“用来代替物体的有质量的点叫

做质点”,是功用定义,是为了研究问题时用来代替

物体的,不考虑物体上各点之间运动状态的差别的

抽象概念,是一个理想模型.再比如一些电学装置的

定义,也属于功用定义,像“电容器是能储存电荷和

电能的装置”、“电源是能把正电荷从负极搬到正极

的装置”、“计算机是具有自动和快速进行大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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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数据处理功能的电子设备”等等.

3.4 关系定义法

关系定义是以某事物的特殊用途作为“种差”

的定义形式.比如,“速度是描述物体运动快慢的物

理量”.“速度是位移对时间的变化率”;另外关于“能

量是描述物体做功的本领”这一定义,能量差以一

等效机械功去计算可以作为经典理论的一个定量定

义,但将此扩展为定性定义是值得研究的,而且这一

定义违反了热力学第一、二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

中,孤立系统的“能量”在不断转化的过程中其大小

是不变的,即是“守恒”的;热力学第二定律中,“功”

变“热”是不可逆的,系统某时刻所处状态做功的本

领的大小,取决于此时刻系统能量所对应于运动形

式的“有序程度”.因此笔者认为此定义存在不妥之

处.

4 局限性

“种差+属”定义是一种最常用的定义方法,但

它也有局限性.

4.1 无“属”的情况

“种差+属”这种方法不能给哲学范畴下的事

物下定义,因为有的概念反映的已经是最大的类了,

因此也就找不到能包含它的属.如运动与静止.现代

汉语词典对宇宙的描述:包括地球及其他一切天体

的无限空间.宇宙是万物最上位的概念,没有能包含

它的属了[3].

4.2 无“种差”的情况

这种方法不能给单独的概念下定义,因为单独

概念所反映的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事物.由于单独概

念的外延只有一个对象,因此无法再对单独概念进

行划分,单独概念的外延就是自身.例如位移、路程、

重力、重心、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等等,都是

单独概念,无法对它们进行划分,它们没有种概念,

因而不能找出它的种差[4].

4.3 种差和属的限定条件.

不能忽略种差和属的限定条件,比如说,定义中

的种差不能是一个比喻,就像对电容的描述,“电容

是导体容纳电荷的能力”.

还有很多概念的定义描述,可能只是被描述物

的一种状态.如“风是跟地面大致平行的流动着的空

气”.“空气”是属,“跟地面大致平行的流动着的”是

种差.我们完全可以说风是空气的一种状态而不是

一个独立的“物种”[3].所以,可知风是空气的一种形

态.由此可见,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是有一定限定条

件的.

5 结语

“种差+属”逻辑定义方法能够反映被定义项

的区别性特征而且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释义方法.

物理学是一门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很多基本物理概

念的定性定义须借助于这种形式逻辑方法,但它也

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把一切释义方式都归结为这

种方法,我们应正确把握物理概念的逻辑定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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