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朴素集合论
对应《问题求解》


简单朴素集合论的⼀些定义; ⾼级集合操作  
悖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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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题发挥

2



为什么要重新学习集合论

• 有点像我们曾经探讨过的 “数理逻辑”⼀样

借题发挥

3



为什么要重新学习集合论 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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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朴素集合论 借题发挥

回顾中学⽣学的集合…

选⾃AUG’s Wiki — ⾼中数学⼊⻔ 第⼆讲

⻢上就会发现这个东⻄会有⼤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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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1. 定义(by Georg Cantor) 

我们将集合理解为任何将我们思想中那些确定⽽

彼此独⽴的对象放在⼀起⽽形成的聚合 

2. 对于集合的⼀些操作原理

集合的相等如何判断: 

集合是怎么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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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

(1) 定义

(2) ⼀些⽐较重要的性质

• 互为⼦集 — 集合相等

⼀. 集合

如何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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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借题发挥

如果学习过了Coq, 就可以交给电脑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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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借题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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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集合 借题发挥

如果学习过了Coq, 就可以交给电脑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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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借题发挥

如果学习过了Coq, 就可以交给电脑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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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集

(2) ⼀些⽐较重要的性质

• 互为⼦集 — 集合相等

⼀. 集合

4. 集合的交和并

(1)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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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交和并

(2) 运算的规律: 分配率

⽤我们的逻辑进⾏
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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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交和并

(2) 运算的规律: 分配率

⽤我们的逻辑进⾏
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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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交和并

(2) 运算的规律: 分配率, 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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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交和并

(2) 运算的规律: 分配率, 吸收率

证明: 

另⼀半也是⼀样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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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差和补

(1) 定义

这⾥就接近悖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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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差和补

(1) 性质:
• 反斜杠看起来很难办, 它转化为基本的符号

我们引⼊这个记号是想让它和命题逻辑⾥⾯的 
⾮产⽣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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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差和补

(1) 性质:
• De Morgan律

本质上还是⽤了命题逻
辑⾥⾯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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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4. 集合的差和补

(1) 性质:
• De Morgan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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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

有了这些之后我们在讨论集合的时候 
就不⽤从集合⾥⾯抽取元素加以论证 
我们可以在集合整体上进⾏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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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借题发挥

那么集合⾥⾯可不可以是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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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对于交和并, 对于集合也定义⼀下吧!

1. ⼴义并

例⼦: 	

只打开⼀次集合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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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对于交和并, 对于集合也定义⼀下吧!

2. ⼴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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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对于交和并, 对于集合也定义⼀下吧!

2. ⼴义交

灵魂拷问: ⋂Ø = ? 任意的A属于M, 可是空集不包
含任何元素啊?

找不到这样的集合, 所以所有的⼀切, 所有的元素都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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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对于交和并, 对于集合也定义⼀下吧!

2. ⼴义交

灵魂拷问: ⋂Ø = U

⻢上会发现悖论, 因为U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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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对于交和并, 对于集合也定义⼀下吧!

3. ⼴义集合的操作

由于交和并都已经定义, 这
个定义⾃然可以顺延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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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3. ⼴义集合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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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集合操作
3. ⼴义集合的操作

⽤⼀次De Morgan律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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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幂集
1. 定义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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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幂集
2. 性质

转化为了我们熟知的包含记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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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悖论的出现

参考 “理发师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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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题发挥



参考的课件与书本

1. Maths for Computer Science 

2. 魏恒峰《离散数学》(2020) 集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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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 2095728218

Email: micoael@qq.com


(学校) gwzhang@cug.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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