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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言编程语言简介

综述

设计理念

豫言中文编程语言以中文编程为核心，以现代化编译器框架 LLVM 为基础，吸取函数式编程领域数十年来

的语言设计经验，自主研发，实现了从顶部语法，编译设计，代码生成的全中文编程环境。豫言编译器将全中

文的源码，通过一系列编译步骤，生成了完全使用中文标识符 LLVM 后端码，最终由 LLVM 编译器框

架生成后端执行程序。豫言编译器本身也使用了豫言编程语言实现，证明了豫言语言设计可以被用来构建大型

程序，是众多编程语言以外企业和个人的又一项选择。

核心特征

与其他语言相比，豫言有着独特的风格。与其余大部分中文编程语言相比，豫言基于函数式编程，开创性地采

用了依值类型系统，从根本上增强了语言的安全性与可靠性，也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软件开发效率。与同类型

的英文编程语言相比，豫言的出现减少了语言学习的门槛，使得广大软件行业从业者乃至青少年不需要借助英

文就可以学习和使用先进的编程语言范式，同时这些范式在豫言中拥有更直接的表达，这对于汉语在计算机行

业及编程语言相关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促进作用。

历史展望

豫言编程语言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中文编程语言，我们已经看到有新的中文编程语言（例如入墨答

语言）借用了豫言编程语言中的一些设计。我们希望全新设计的豫言编程语言成为集当今优秀的编程语言设计

于一体，能够兼顾工业生产、人才教育、科学研究的一门编程语言。未来一定会有新的编程语言出现，我们希

望通过豫言成为他们设计时的可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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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设计中文编程语言？

中文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样一门语言，在科技上仍然看不到广泛的使用，定有其特殊的原

因。中文编程语言的设计虽然经历了照搬翻译英文关键字，自主设计语法，到使用本土表达的发展阶段，但目

前仍有实用方面未能够解决的问题。我希望借本项目，探索中文在编程语言设计领域的各种问题，最终展现中

文在编程语言行业的魅力。

第一章：教程序言

豫言是一门极简单又深入的语言。我们与大家分享我在豫言编程语言设计方面的思考，希望以此在中文编程语

言的设计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如有错误不周之处，恳请读者予以斧正。

语法

豫言有简略的文言语法，和易懂的现代汉语语法。文言语法主要用于实际开发，现代汉语语法主要用于教学。

两种语法一一对应，详见附录语法表。本教程将使用现代汉语语法书写，豫言编译器本身使用文言语法书写。

读者最终可以自由选择两种语法之一使用。

如何运行代码

代码有两种运行方式，一是使用在线 IDE（目前仍在开发中），二是在本地安装程序，并使用 VSCode 等
文本编辑器编辑代码，使用命令行运行代码。

本教程大多数情况下需要依赖标准库，运行代码时请在文件顶部加上

导 入 并 打 开 标 准 库 。

第二章：数据与函数

编程的本质是对于数据的操作，操作数据的结构被称为函数。我们可以调用一个函数并计算对于给定输入的输

出，函数的计算过程是可以与环境交互的，例如访问网络或打印调试信息。

基础数据：字符串

字符串是一串字符的在代码里的表示，使用一对『』符号表示。例如『你 好』表示字符串“你好”。

输入提示 中文输入法下使用Ctrl+{或Ctrl+}可以输入「『或』」。

单参数函数调用

函数可以被使用。我们最基础的函数是“打印行”，在求值时会打印参数字符串到控制台上。例如，以下的代码

将打印“你好”到控制台上。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你 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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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整数

一串仅包含数字零到九的标识符表示一个整数，例如整数十二的表示是「一 二」，整数三百六十五的表示

是「三 六 五」。符号「」用来表示单独的名字或标识符，在没有歧义时也可省略。

打印整数

之前的打印行仅可以打印字符串，所以如果要打印整数，需要先将整数转换为字符串。我们使用函数“整数表

示”将整数转换为字符串。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一 二 三 ） 。

我们用中文括号来有机地组合程序部件。在上例中，括号告诉我们必须先执行“整数表示”，取得字符串后才能

打印。避免了与下文多参数函数调用产生歧义。

多参数函数调用

多参数函数是可以被多次使用函数，例如整数加法函数“加”的参数有两个，所以要两数相加，必须使用两次。

例如我们使用如下表达式计算一加二的值：

「 加 」 使 用 于 「 一 」 使 用 于 「 二 」 。

在没有歧义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省略括号。

加 使 用 于 一 使 用 于 二 。

要打印结果：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加 使 用 于 一 使 用 于 二 ） ） 。

使用临时命名

有时我们会发现句子很长，不利于阅读，我们可以将表达式存在一个名称或标识符中，并在接下来的计算中利

用它，例如以下代码将一加二的值存在名为“结果”的标识符里，并在随后的打印函数调用中使用了“结果”。

让 结 果 为 加 使 用 于 一 使 用 于 二 随 后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结 果 ） ） 。

使用定义

我们可以把以上的句子拆成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定义了“结果”。

结 果 的 定 义 是 加 使 用 于 一 使 用 于 二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结 果 ） ） 。

模块

豫言中，一个文件就是一个模块，它由一系列声明构成。声明可以是定义声明，也可以是一个表达式。在接下

来的教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声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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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类型

类型描述了物体的性质。豫言中，每个物体都有其类型。

我们可以用类型声明来表示一个物体的类型。例如，我们可以标注结果的类型。

结 果 的 类 型 是 整 数 。

结 果 的 定 义 是 加 使 用 于 一 使 用 于 二 。

类型标注是一个良好的编程习惯。在编译时，编译器会检查所有的类型标注，并协助你改正那些不合理的程序。

例如，编译器会对如下的程序提示类型错误：

结 果 的 类 型 是 整 数 。

结 果 的 定 义 是 『 你 好 』 。

我们接下来介绍豫言的一些类型，以及对应的数据对象。

基础类型

基础类型包括整数，小数和字符串。

它们之间可以通过表示或理解等操作相互转换。这些函数默认使用阿拉伯数字，在豫言程序源码中才使用汉

字数字。

结 果 二 的 类 型 是 字 符 串 。

结 果 二 的 定 义 是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一 二 三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结 果 二 。 「 ： 会 打 印 123 ： 」

结 果 三 的 类 型 是 整 数 。

结 果 三 的 定 义 是 整 数 理 解 使 用 于 『 123 』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 减 」 使 用 于 结 果 三 使 用 于

一 二 三 ） ） 。 「 ： 会 打 印 0 ： 」

提示：用 「：：」 包裹的字符为注释，编译器会完全忽略这些注释。

对子类型

对子类型是将两个类型结合成一对。一个对子则是把两个元素连结起来。

对 子 甲 的 类 型 是 整 数 结 合 字 符 串 。

对 子 甲 的 定 义 是 一 二 三 连 结 『 你 好 』 。

可以从对子中可以选取需要的第几个元素，注意：豫言中的序数一律从零开始。

乙 的 类 型 是 整 数 。

乙 的 定 义 是 对 子 甲 中 的 第 零 个 。 「 ： 乙 的 值 是 12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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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的 类 型 是 字 符 串 。

丙 的 定 义 是 对 子 甲 中 的 第 一 个 。 「 ： 丙 的 值 是 『 你 好 』 ： 」

我们也有三联对，四联对。

碰 的 类 型 是 整 数 结 合 字 符 串 结 合 整 数 。

碰 的 定 义 是 一 二 三 连 结 『 你 好 』 连 结 四 五 六 。

杠 的 类 型 是 整 数 结 合 字 符 串 结 合 整 数 结 合 字 符 串 。

杠 的 定 义 是 一 二 三 连 结 『 你 好 』 连 结 四 五 六 连 结 『 七 八 九 』 。

函数类型

函数从一个类型到另一个类型的变换，我们之前已经使用过以下的函数

整 数 表 示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字 符 串 。

整 数 理 解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字 符 串 。

打 印 行 的 类 型 是 从 字 符 串 到 有 。

有是一个基础类型，表示一些基础操作的返回类型。

函数也可以被定义，我们只需要定义当我们遇到了某个对象时，随后需要怎么做。例如（翻一番）

翻 一 番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翻 一 番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数 随 后 「 加 」 使 用 于 数 使 用 于 数 。

多参数函数是连续的从某些类型到最终类型的变换，比如

加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乘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在定义多参数函数的时候，我们要表明在我们连续遇到了某些事物的时候要怎么反应，比如

平 方 和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平 方 和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数 甲 随 后

遇 到 了 数 乙 随 后

让 甲 乙 和 为 「 加 」 使 用 于 数 甲 使 用 于 数 乙 随 后

「 乘 」 使 用 于 甲 乙 和 使 用 于 甲 乙 和 。

我们可以巧妙地使用换行，空格和缩进让我们的代码变得容易阅读。空格本身并不影响程序的意思。

模块类型

一个模块就是是一系列声明，一个模块的类型是一系列类型声明，比如

加 法 操 作 模 块 的 类 型 是

「

翻 一 番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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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方 和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 。

加 法 操 作 模 块 的 定 义 是

「

翻 一 番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平 方 和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数 甲 随 后

遇 到 了 数 乙 随 后

让 甲 乙 和 为 「 加 」 使 用 于 数 甲 使 用 于 数 乙 随

后

「 乘 」 使 用 于 甲 乙 和 使 用 于 甲 乙 和 。

」 。

结语

豫言提供了完善的类型工具，我们强调的不是完全使用类型，也不是完全不用类型，而是根据可以根据情况来

合理地使用类型系统。

更深一步了解函数

自然的函数调用语法

我们已经了解如何使用函数对数据进行操作，比如计算 3+2，。在豫言中，我们还可以使用用更加口语化的
表达来使用函数。例如，我们或许直接说：

三 加 二 。

我们通过在函数名中插入〇来表示参数的出现位置，豫言编译器会自动理解把写在一起的句子并转换成函数调

用。比如，要实现上例的效果，我们可以写

「 〇 加 〇 」 的 定 义 是 「 加 」 。

豫言标准库中对于数值计算提供了以下计算函数

「 〇 加 〇 」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 〇 减 〇 」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 〇 乘 〇 」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 〇 等 于 〇 」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爻 。

爻是一个基础类型，它的值可以是阴（表否定），或者是阳（表肯定）。

巧妙地使用〇符号可以让我们的代码容易阅读，比如我们可以定义自己的特殊语法形式。

〇 的 〇 倍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 〇 的 〇 倍 」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底 数 随 后

遇 到 了 倍 数 随 后

底 数 乘 倍 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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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它来计算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三 的 五 倍 ） ） 。

条件判断

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操作会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做一些调整，比如计算翻番时时，我们可以会根据遇到的

不同的数，提前给出一些变化，例如，如果计算一个数的一倍时，我们可以直接跳过乘法计算：

〇 的 〇 倍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 〇 的 〇 倍 」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底 数 随 后

遇 到 了 倍 数 随 后

如 果 倍 数 等 于 零

那 么 底 数

否 则 底 数 乘 倍 数 。

递归函数

在声明了函数的类型后，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这个函数，包括在定义函数本身的时候。

例如我们可以计算番数。

把 〇 翻 〇 番 的 类 型 是 从 整 数 到 从 整 数 到 整 数 。

「 把 〇 翻 〇 番 」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底 数 随 后

遇 到 了 番 数 随 后

如 果 番 数 等 于 零

那 么 底 数

否 则 （ 把 底 数 翻 （ 番 数 减 一 ） 番 ） 乘 二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把 三 翻 一 番 ） ） 。 「 ： 结 果

6 ：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把 三 翻 二 番 ） ） 。 「 ： 结 果

12 ：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把 三 翻 三 番 ） ） 。 「 ： 结 果

24 ：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把 三 翻 五 番 ） ） 。 「 ： 结 果

96 ： 」

自建数据类型

我们看过了一些基础类型，比如整数和字符串，为了建模现实世界中更加复杂的数据类型，我们自己建立类型。

自建类型分两步：先说什么是一种类型，再说它有哪些东西。比如，我们可以定义五行。

先说五行是一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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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行 是 一 种 类 型 。

再说五行有哪些：

木 是 一 种 五 行 。

火 是 一 种 五 行 。

土 是 一 种 五 行 。

金 是 一 种 五 行 。

水 是 一 种 五 行 。

用一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定义颜色，

颜 色 是 一 种 类 型 。

青 是 一 种 颜 色 。

赤 是 一 种 颜 色 。

黄 是 一 种 颜 色 。

白 是 一 种 颜 色 。

黑 是 一 种 颜 色 。

对于数据进行计算

我们可以对自己定义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对于每一种情况做出相应的反应。例如，我们可以写一个函数来获

取五行的颜色，通过分析遇到的五行，我们做出对应的判断：如果是我们知道的某一种，那么怎么办，或者如

果是我们知道的另一种，那么要怎么办。

五 行 转 颜 色 的 类 型 是 从 五 行 到 颜 色 。

五 行 转 颜 色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一 行 随 后

分 析 一 行 随 后

如 果 是 木 那 么 青

或 者 如 果 是 火 那 么 赤

或 者 如 果 是 土 那 么 黄

或 者 如 果 是 金 那 么 白

或 者 如 果 是 水 那 么 黑 。

同样的方法，我们可以把颜色转换成字符串，以供打印。

颜 色 转 字 符 串 的 类 型 是 从 颜 色 到 字 符 串 。

颜 色 转 字 符 串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颜 色 随 后

分 析 颜 色 随 后

如 果 是 青 那 么 『 青 』

或 者 如 果 是 赤 那 么 『 赤 』

或 者 如 果 是 黄 那 么 『 黄 』

或 者 如 果 是 白 那 么 『 白 』

或 者 如 果 是 黑 那 么 『 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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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颜 色 转 字 符 串 使 用 于 白 ） 。 「 ： 会 打 印

白 ：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颜 色 转 字 符 串 使 用 于 （ 五 行 转 颜 色 使 用 于

土 ） ） 。 「 ： 会 打 印 黄 ： 」

带参数的数据

构建自定义数据类型的时候我们获取想带上参数，这时候，可以构建一个函数。比如，表示时间：

时 间 是 一 种 类 型 。

〇 点 整 是 一 种 从 整 数 到 时 间 。

〇 点 半 是 一 种 从 整 数 到 时 间 。

以及时间上的计算

从 〇 到 〇 的 分 钟 数 的 类 型 是 从 时 间 到 从 时 间 到 整 数 。

从 〇 到 〇 的 分 钟 数 的 定 义 是

遇 到 了 开 始 时 间 随 后

遇 到 了 结 束 时 间 随 后

分 析 开 始 时 间 随 后

如 果 是 「 开 始 时 刻 」 点 整 那 么

（ 分 析 结 束 时 间 随 后

如 果 是 「 结 束 时 刻 」 点 整 那 么

（ 结 束 时 刻 减 开 始 时 刻 ） 乘 六 零

或 者 如 果 是 「 结 束 时 刻 」 点 半 那 么

（ （ 结 束 时 刻 减 开 始 时 刻 ） 乘 六

零 ） 加 三 零

）

或 者 如 果 是 「 开 始 时 刻 」 点 半 那 么

（ 分 析 结 束 时 间 随 后

如 果 是 「 结 束 时 刻 」 点 整 那 么

（ （ 结 束 时 刻 减 开 始 时 刻 ） 乘 六

零 ） 减 三 零

或 者 如 果 是 「 结 束 时 刻 」 点 半 那 么

（ 结 束 时 刻 减 开 始 时 刻 ） 乘 六 零

） 。

打 印 行 使 用 于 （ 整 数 表 示 使 用 于 （ 从 三 点 半 到 五 点 整 的 分 钟

数 ） ） 。 「 ： 会 打 印 90 ： 」

入门教程结语

恭喜你已经完成了入门教程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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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对照表

文言语法 现代汉语语法 解释

〇乃〇也 〇的类型是〇 声明一个名称的类型，不透明

〇号〇也 〇的类型可以是〇 声明一个名称的类型，透明

〇者〇也 〇的定义是〇 定义一个名称，不透明

〇即〇也 〇其实就是〇 定义一个名称，透明

〇立〇也 〇是一种〇 声明构造器的类型

术〇交 [左右无] 序 [任意] 也 函数〇结合性〇序〇 声明操作符的结合性与优先级

观〇之书 打开〇 打开一个结构

寻〇之书 导入〇 导入一个结构

寻观〇之书 导入并打开〇 导入并打开一个结构

诵〇之书 导出〇 导出一个结构中的所有名称

————- ————- ———-
〇合〇 〇结合〇 构造一个对子类型

化〇者〇而〇 从〇的〇到〇 构造依赖函数类型，显式参数

化〇而〇 从〇到〇 构造普通函数类型，显式参数

承〇者〇而〇 自〇的〇到〇 构造依赖函数类型，隐式参数

承〇而〇 自〇到〇 构造依赖函数类型，隐式参数，省略定义域类型类型

————- ————- ——

〇之〇 〇中的〇 结构投影

〇中〇 〇中的第〇个 对子类型投影

〇授以〇 〇给予〇 隐式函数调用

〇于〇 〇使用于〇 函数调用，隐式参数

〇与〇 〇连结〇 构造一个对子

若〇则〇否则〇 如果〇那么〇否则〇 条件判断

鉴〇而〇 分析〇随后〇 模式匹配开头，第二个参数式模式匹配分支或其组合

〇或〇 〇或者〇 组合模式匹配分支

有〇而〇 如果是〇那么〇 模式匹配分支

〇；〇 - 顺序执行

《《C 调用》》名〇传〇 《《C 调用》》函数名是〇参数是〇 调用 C 函数

虑〇者〇而〇 让〇为〇随后〇 局部绑定，第一个参数是名字，第二个参数是绑定的值

虑〇 执行如下计算〇 执行一个模块的计算

会〇而〇 遇到了〇随后〇 构造显式函数

遇〇者〇而〇 遇到了〇的〇随后〇 构造带类型的显式函数

受〇而〇 得到了〇随后〇 构造隐式函数

〇也〇 类型为〇的〇 类型判断

〇其实〇 〇实际上是〇 有单一值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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