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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泛系观引入一种新型的哲学与数学研究
,

要

包括在泛系框架下发展哲学七论与数 学和一

些第二第三哲学以及对事理
、

物理
、

技理
、

医理与战理的某些应用
.

关铂词 泛系哲学 泛系数学 事理 物理 技理 医 理 战 理 哲学七论 泛系百观

生命 管理 教育 泛嫡 控制论 模糊学

一
、

生物
、

生命
、

管理
、

教育的泛系哲学
,

1 0 0 7模式

泛系生命观 在 M iller 的一般生命系统理论中揭示的一般生命体有20 种关键子系统
,

这些关键子系统的机制均表现为五元 (物质
、

能量
、

信息
、

时间
、

空间) 的或宏或微的观控

集散显生
.

泛系管理哲学 泛系观
—

善的泛系相对性
—

真善美的约束
、

规律与运筹目标
—五

方 (社会计划
、

组织
、

指挥
、

协调
、

控制 )
,

巧面 (人
、

财
、

物
、

技
、

责
、

权
、

利
、

名
、

分

工
、

合作
、

集
、

散
、

关系
、

界面
、

层次)
,

结合法
,

三显生 (J一义系统
、

关系
、

泛对称 )
,

五元五方15 面观控集散显生
—

广义生命系统显生
.

泛系教育哲学
—

泛系人生哲学
,

10 叼模式 (均哲学七论的理 论 思维的感悟
.

{2 )人生

七则
:
律心

、

修身
、

悟道
、

觉慧
、

创业
、

扩变适应
、

显生
.

(3) 七我显生
:

本我
、

小我
、

大我
、

超我
、

无我
、

界我 (我与我的否定的界面状态 )
、

融我 (融我与扩形大系统于一体 )
.

(4 )人

生七态五互
:
原生态

、

优生态
、

显生态
、

气功恋
、

特异态
、

显克态
、

长生态
.

(5) 泛系太极七

要显生
.

(6 )泛系转化观中的七类转化显生
,

包括七转法
、

八转 法与 再 现 法 (复 述重证再发

现 )
.

(7 )成才七故
: 心

、

身
、

方
、

才
、

学
、

境
、

勤
.

(8 )成才七基 : 理
、

工
、

医
、

文
、

社
、

哲
、

专业
.

(9) 泛系太极七悟
:
宏微

、

充要
、

集散
、

观控
、

里 表
、

泛 导
、

供求 (供求索交)
.

(1 0)

七组常用的泛系法
:
太极

、

生克
,

结合
、

扩
一

变
,

三层
、

三变
,

简化
、

解题
,
创新

、

设计
,

缩

扩
、

对称
,

评标
、

八转
.

生克法 (1 )全局生克
、

供求预测
、

以变应变
、

分类 对 策
、

宏序集速
、

手段优择
.

(2) 虚

实表里供求预
,

扩形集散变变奇
,

宏序集速计就计
,

意守胜利敏变急
.

(3 )抓大局
,

救其急
,

挖潜为
,

应其需
,

避其难
,

促其善
,

投其好
,

就其道
.

结合法 整体局部分合分
,

宏微性量缩



己
‘

性 谋

影扩
,

外展内析观控观
,

思辨实证连建模
,

功能结构生克生
,

哲理数理果因果
,

宏序集速简

繁简
,

反差理法互结合
.

扩变法 宏微两层次建网
、

扩网
、

联网
、

变网
、

动网而悟 道 显生
.

三层法 大中小相对

三层广义系统相对内外 (表里) 泛系五互显生
.

气变法 少变
、

中变
、

多变的泛系五互显生
.

创新法的实质是辨异显生的一些典型具体展开
.

设计法是侧重表里泛导 显 生的种种广义设计

的总结
.

这些泛系法及其它泛系法的细节可参 看前文 (I ) 中「飞、4冈
.

泛系方法论从泛系观

概括了几十种方法而形成了泛系百法
.

二
、

系统
、

控制
、

信息
、

泛嫡与控制论
、

模糊学的泛系哲学和泛系数学

泛系哲学相对独立于国际现行的研究
,

发展了自己的系 统 哲学
.

它具有泛系六性的风格

并数学化地推广泛系关系于某些广义系统一系列百科理法已泛化为 泛系的一般形式
,

并且

在泛系框架下具体研究了许多典型的重要系统的细节 (见 ( I ) 中〔1 ~ 45 〕)
.

嫡的概念源干平衡态热力学
,

后来推广到统计物理
、

非平衡态热力学 以及其它领域
: 其

它物理或 自然科学
、

地学
、

生物科学
、

生态学
、

信息系统科学
、

数学
、

计算机科学
、

社会科

学
,

等等
.

在概念的推广中
,

外延的扩展往往是取狭 义 概念内涵之部分必要条件或其变型而

各取所需地发挥的
.

所以现代嫡的概念有一种杂化现象
,

这种泛化过程促进了跨学科的联系
,

但也产生了许多误解
、

歧义与混淆
,

因而也产生了嫡概念本 身 的炳污染
.

我们现在从泛系观

来研究嫡
,

希望澄清某些混淆
,

但又力求保持它的百科可络的跨域特征
.

概念泛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取内涵或概念的某些必要成分的种种限定或缩影而形成扩展

或扩形的外延
.

种种嫡概念的推广
、

模拟与转义基本上属于这类模式
.

这些嫡概念的杂化泛化

具有局整和缩影
、

扩形的某种泛序关系
: 外延包含关系的限定或扩展

,

外延的部分相交
,

相

互无局限关系
,

一者为另一者补集的子集
.

杂化的嫡概念包括
:
转化度

、

变化度
、

差异度
、

能的聚类水平
、

能的衰歇水平
、

能的无

效度
、

能的时空分布的不均匀性
、

微 观系统的浑沌或无序程度
、

微观态的丰度
、

系统的宏观

不可逆度
、

能的质阶
、

不确定水平
、

信息暖乏度
、

模糊或乏晰度
、

复杂度
、

广义流的广义位

势
、

广义流量与强度之比
、

退 化程度
、

浑沌度
,

等等
,

以及它们的种种对偶
、

补系
、

反序 同

态及种种泛系否定
.

用泛系哲学
、

数学
、

工学的理法 (哲理
、

数理
、

技理的具体形式) 来模拟
、

广义量化或

显生上述种种嫡概念
,

我们就可得到广义嫡和广义信息的种种泛系模型
,

包括传统S h a n n o n

定义作为特型
.

这 种进程就形成了所谓泛嫡的概念
.

对于任给的广义系统 族 S ‘一 (A
‘,

几)
,

这里A
,

B 分 别为广义硬件与广义软件
,

若A 。

仁火
, ,

B
,

c B 。 ,

则在 S 二 ,
S

,

间建立了半序关系
,

并认为 S
,

的 泛 嫡或软硬外延嫡比S 二
的

大
.

这里提及的泛嫡概念拟化
、

精确化或显生了当代 系统 科 学关于序化
、

组织化的概念
.

泛

嫡越小
,

广义软件 / 联系 /结构越多
,

广义 硬 件 越 限定
,

可选性越小
,

硬件之间的联系越紧

密
。

我们用E
,

仁‘〕表G 中的相容关系族 (即满足自返性与对称性的二元关系族 )
.

f 〔E
,

〔口)

包括f二G Z ,

技G
Z

中的局整关系形成一半序结构
,

在泛系哲学中
,

相容关系及其否定(相容补)



泛系哲学与泛系数学和应用
:

事理
,

物理
,

技理
,

医理与战理 (I )

分别用来拟化某些一般的同一性与差异性
.

越相容则越同一
对于两个给定的广义系统S ‘~ (A ‘,

尸‘)
,

i~ m , 。 ,

若 A o C A
, ,

F : 任E
:

[ A : )
,
F 。
仁F

,

n A、
,

则认为 S
,

的异同嫡大于 S 。的异同嫡
.

这里提供的泛嫡概念精确化或显生宇异同的比较
.

泛嫡越大
,

混同性
、

类同性越大
,

差异

性
、

变差性越小
.

对任何给定的广义 系 统 S ‘~ (A . ,
F ‘)

,
F ‘
。A 丁“ , X 邵

. ,

D :
C 砂

‘, a (‘) 任{。
,

〔n〕
,

,
!m

, n = 1
一

,
2

,
⋯ }

,
b‘, P (A 畜“ , )‘ E

。

〔姓 ‘)
, i = 1 , 2 ,

B ‘”“一 B U B
Z

U ⋯ U B
” ,

B , 一 lim B ‘, ,

(n , 。 )
,

我们有F ‘ o

D ‘
C A 蓄“ , ,

b‘(F ‘夕D ‘)〔E
,

〔月‘) :
若 b

,

(F
: o

D
,

)C b Z(F Z o

D
:

)门注矛
,

则认

为S
:

的(D
Z ,

b
Z

)嫡比 5
1

的(D
l ,

b
工

)嫡大
.

泛权场网 (PF N ) 是特殊的泛权关系
,

所以前述的泛权嫡可 以用于泛权场网
,

但是还可

探索其它形式的泛嫡
.

例如
,

对于泛权场 网 S ‘二 (A ‘,

f
‘)

,

f
‘仁A 宝(‘, x 才

‘,

a( 约一 1
一

, 2 ,

〔2〕
,

⋯
,

若定义了A ‘的某种一般的容积 IA
‘!

,

而 }}f
‘
l表示 f

‘ 的某种联系强度
,

若均为实

数
, 并且 } f

:

l / }A
Z

】< }f
,

l / }A
,

!
,

则定义又的联系密度泛嫡比 5 1 的大
.

这种泛嫡的负嫡

刻划一种序化水平
.

对于特化的泛权场网 f
‘, A ‘”才

. ,

令 g , ,
牙 ;、砂

,

我们定义另一泛权场网T ‘一 (A ‘,

爪)
,

h‘(x
,

功 二 g ‘(f
.
(x )

,

f
‘(妇 )

.

则对T ‘的不 同泛嫡定义均可自然地转化到对 S ‘二 (A , ,

f
‘)

.

这

些泛嫡具有相应的泛序性
.

若不为某高维的欧氏空间或半序格
, g ‘

(a
,

b) 是
a ,

b间的在邵
‘
中的广义距离

,

则h‘(二
,

g)

则是泛权场网S ‘
在 A

‘

上两点 x 与夕的强度差
.

若能用某种方式计算其综合差异从
,

其值可为实

数
,

也可取值于牙
,

则从< 寿
,

表示5
2
~ (刁

2 ,

人)的泛滴是大于又 一 (刃
, ,

f
; )的

.

而 k‘即可定义

为一种泛嫡
.

这种泛嫡可用来描述泛权场网的综合差 异性
.

特别是若 不
, ,

研 均为高维向量空

间
,

而g , (。
,

b)定义为广义范数 】la 一b ]1 ‘任研
,

当 }If
:
(二) 一f

:
(, ) 1}

:

< 1}f
、
(x )一 f

l

(, ) 11
1

时
,

则可认为 S
。

的差异嫡比S
:

的为大
.

综合量的计算 模 型方案可多种多样
,

包括广义测度
、

广 义泛权平均和泛权积分的应用
.

一般说
,

泛嫡
、

综合差异性与生 克好坏是相对独立的
.

例如
,

若场值用来表示得劳比
,

则

有关的泛墒下降就表征社会分配不合理的一种倾向
.

而天气 场和地震场的泛嫡将表征某种不

稳定性而可能显灾
.

气候的综合差异性小也可能对生物生长是有害的
.

人生历史的综合差异的

大小是生是克则因条件 与参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

有时广义软件 f
‘
(x ) 表示泛权场网的广义局部强度

,

我们可用上述方法来定义综合全局

性强度
,

这时对应一种泛嫡
.

这种泛嫡可用来表 征 综合效益
、

综合输出/输入
、

综合输入 /输

出
、

内耗
、

合作等等
,

这示条件与参量的情况而变
.

若f
‘(劝表示地 貌的高度

,

则综合强度则

表征地貌的拟体积
,
包括传统地貌学中s t r a h le r 积分的概念作为特例

,

泛嫡越小
,

相应 的稳

定性越加强
,

而地球内外营力的对抗则相对弱化
.

在泛系哲学中泛导概念是微积分的百 科泛化
,

包括广义的因果关系
、

变变关系与运算及

其种种广义生成
,

也包括下面常用概念的某些引申
: 微分

、

积分
、

差商
、

比率
、

比例
、

系数
、

变分
、

敏感性
、

梯度
、

散度
、

旋度
、

J a c o bi 矩阵
、

投入产 出矩阵
、

各种统计矩量
、

微分算子
、

微分多项式
、

累和
、

广义函数及有关的广义导数
、

切空间
、

广义T a y lo r展式
、

一

逼近多项式
、

插补
、

单值化模拟
,

单值 化
,

等等
,

包括泛导的泛导
、

复合
、

多项式
、

关系
、

广义系统与泛

权场网
.

泛导或其综合量可用来拟化某种泛嫡
,

前面 所提及的广义嫡的概念均可用这种形式

的泛嫡来再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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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泛系哲学中有所谓泛系转化观
,

它强调由局整
、

形影
、

商积等泛系关系复合生成的所

谓16 泛转的作用
.

在 日常生活中流行的概念中是属于泛系转化的
,

特别是拓泛转
,

包括进化
、

退化 改造
、

发展
、

变换
、

序化
、

解体
、

分解
、

化合
,

等等
.

有时转化及其广义量化可用于

分析或模拟泛导与泛墒
,

因而也有所谓泛转泛嫡的概念
.

泛系哲草中有一重要概念叫做 泛对称
,

它包括传统对称概念的泛化或引 申
,

包括相对的

近似的对称
,

变与相对不变
、

自由与约束
、

繁与简的 联系与转 叱以及 泛导 取广义零 值
,

等

等
.

有些泛炳实际上就是指某种泛对称
.

梯度的概念可以从泛导的观点推广于泛权场网或广义

系统
,

因而可用来描述某些典型的泛嫡 与泛对称
.

从泛系哲学 观来看
,

上述种种杂 化引申的嫡概念均可用泛导
、

泛转
、

泛对称型的泛嫡来

表述
.

一般说
,

广义嫡的泛系模型包括
:

各种各样的广义硬件
、

广义软件外延
,

泛对称
,

泛系

异同性
,

泛系同一性
,

泛权关系
,

泛导
,

泛转
,

综合差异性
,

联系密 度
,

网 络 模 型
,

等等

(见 ( I )中参考文献与仁1 3
, 1 4」)

.

泛系泛墒观 泛嫡的种种泛系模型与泛系相对律
.

信息的泛系建模原理 信 息的泛系模型包括各种各样的泛系嫡
、

泛系观控、 泛系观控性

及其种种变型
.

信息四性相对模型 事物的宏 观 与微观的限定性
、

确定性
、

辨异性
、

系统性

的显示气表征及其在相对律观控泛网中的特化
.

信息泛导模型 事物在五互中产生泛导
,

泛导

或泛导负嫡就表征事物的间接存在性这种信息概念模型
.

信息的泛系观控泛导原理 从泛系

控制论技理性的观点看
,

各种技理性的信息不外是各种泛系可观性的发送
、

传输
、

获得
、

加

工与使用
,

不同的泛系观测引 申到不同的信息特型或有关定义
,

而从产生
、

来源与效用来说
’

泛系信息的因果又联 系或五互于泛系控制
,

也即泛系信息源于事物的状态
、

结构
、

功能
、

系

统
、

关系
、

内容
、

形式
、

方式等八则的改变
,

往往也 导致 / 又则的改变 , 观控结合
,

观控五互

—
信息一

一

观控结合
,

观控五互
.

信息泛序性 在六元观控五 互泛网中的层次水平
、

缩扩水
平

、

社会化水平
、

生克水平
、

感性理性水平
、

表里水平以及同一水平中广义量化的不同泛序性
.

泛系信息观 (信息的泛系相对性 ) 包括泛系本体观
、

泛系泛嫡观
、

信息泛系建模原理
、

信息四性相对模型
、

信息泛导模型
、

信息的泛系观控泛导原理
、

信息泛序性与泛系太极
,

这

一些也属于泛系信息哲学
。

所谓泛系控制论指控制论和广义控制
、

观测
、

通信
、

信息与嫡的理法显生的泛系再概括
.

因而
,

上述的范畴的泛系观也 自然地成为泛系控制论的组成部分
.

设f
‘

C G x F ‘
为会诊型观测模型

,

这里G 为被观测集
, F ‘

为‘方 观 测者
.

设限定对象集为

刀仁G ,

而条件显示为e , c= 尸
‘,

则j
‘

限定为g ‘= f
‘
自刀 火 C

‘

c= 刀 x e ‘,

并且 ; (刀 ) = 门夕
‘o

夕了
‘,

Z(D ) 一 U g ‘。

沂
‘

分别拟化从C = {C ‘} 观测D 的显生与显克混同度
,

显克为显生的否定或对偶
.

分别定义显生与显克辨异度为乡( D ) 二D Z 一矛(D )
,

歹( D ) 一刀
2 一 Z( D )

.

显然我们有
‘

定理 1 2 ( D )〔矛( D )〔丢(D )〔刀
“, 功仁歹(D ) c 夕(刀 ) c 刀

, 一 了(刀 )
,

这 里 I ( D ) ~ { ( x
,

x) 1劣〔D }
.

定理 2 存在 QC U C‘及映射 h与h‘使得h : Q o D / 。~ h (Q )
,

h‘ : C‘* D / b二h‘(C‘)
,

这里
a

一若(D ) U 了(刀)
, b = Z( D ) U l (刀)

.

定理3 显生 白箱 (完全可观性) 与显生黑箱 (完全不可观性) 分别对应于子(D ) 二 I (刀)

与矛(D ) = D “.

注记 对于显克可观性也有类似结果
.

所有这些结果均是对特定的D 而言的
,

以
一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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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 4 令人
: = f

‘门‘ x C ‘.

刀
,

二。。(门入
‘。

人万
‘

)
,

则矛(刀)一了(D )
.

也即这时从 C二 {C ‘}到D

的显生会诊是完全可观灼或显生白箱 !、勺
,

并且存在 QC UC ‘及g: 口。D 一 g (口)
.

若D
“

C
。。(U h‘

。

h万
‘

)
,

则 Z(D ) ~ I
.

D
) ,

也即所有从 C
‘

到 D 的诊断是完全可观的或白箱性的
,

并存在 Q‘c=

C ‘及g ‘:

Q ‘、D = g ‘

(Q
‘

)
.

设 rk 已X 、 哎G
Z

是会拄型模型
.

这里尤 。
是众方输入

,

G 是被控态空 间
.

记 K ~ {粉
,

L

若
。~

c l
一

,

c2
,
⋯

, ‘m )任K 仍 ,

则定义X
。
~ X

。 : x 尤
c : 只 X

c 。 x ⋯ x X
。。 ,

若 c C K
『” “,

则定义X
。
~

UX ‘ (d 〔 c 门K , , m ( 的
,

并令尤
, 一尤

。 , c 一K 气应用复 合 与直积的因子序变
,

我们可得

到派生的控制模 型 rc 已 X
。 义 G

“ , 。〔尸(K 哟
.

令U 仁X
。 ,

犷C G
Z ,

若对任何给定的 (丫
,

砂 )

任厂
,
三t 任U (V t任U )

,

使得 (t
, 二‘ , “ 11

)任 r 。 ,

则 r 一蓬r 。}叫做具有 (〕
,

U
,

V
, e ) (相应

地
,

(V
,

U
,
厂

, e ))可控性
.

定理 s r
是( 3

,

U
,

犷
, 。 )可 控的充要条件是F ‘U

O r 。 .

定理6 r
是 (V

,

U
,

厂
, 。、

一

可控的充要条件是 U 仁 自二
。 r 。

(二任U )
.

注记 若 X
,

G 是有限维线空间并且
, :

X x G 、 G 是线性的
,

则( 日
,

尤
. ,

G 二 )可控性属现代控制论

中K a lo a n 可控性的推广
.

土述泛系观控性可自然地推广于用微积分方程和抽象自动机描述的情况
,

包括具

有动态生克参量观控结合自情况 (见 ( 1 ) 中〔1、1 0 」)
.

设S 一 (A
,

B )
,

A 一 X 口‘U F
,

B 一 {f
,

时
,

fC G 欠 F
, g C 尤 x G

Z

等是观控模型
,

它

以某些 自动机为特款
.

设 U仁 X
。

一 X
“ ,

犷C 宁
,

W 仁F
,

D C G
,

H 仁 {。
,

〔司
,

料
.

由S我们

可以生成夕
。

c X
“
又 G

Z , 夕
。 O

f仁X
“
又 G x F

,

并对爬 U
, e 任H

,

d 一 (才
, e )

,

我们有f
‘二 t

o

夕e

O

f仁 G x 尸
.

定义夕= f
d 门D x 邵

,

矛(D )= 门力叻
一 ‘

(t任U
, 。 任H )

,

Z(D )= U 夕
。

夕
一 ‘

(t〔U
, _

-

一
- - - 一

’ ‘ -
一

”
一 一

-

- 一 ~

“
一

,

C

〔H )
,

它们分别 叫做 D 的显生 与显克混同度
.

若 子(D )一 q (Z‘刀) ~ 的
,

则S 叫做(U
,

牙
,

万
,

D
,

的生可观的 (相应 叫做克可观的)
.

若对任给的 (才
,

砂 )任犷
,

日。任H
, 才任U (V c 〔H

,

任U )
,

使得 (r
, 二 ‘ , x “

)任 g ,

则S 口上{做 ( 三
,

U
,

犷
,

I了) (相对地
,

(丫
,

U
,
厂

,

H ))可

t控的
.

定理7 5 是 (日
,

U
,

厂
,

H )可控的充要条件是 己c 任11 使得犷仁U
o

g 。 .

定理 8 5 是 (V
,

U
,
厂

,

厅 )可控的充要条件是 V c 任H 使 得犷c 门二
。

g 。

(x 任U )
.

定理 9 若 S是 T 一 (U
。 ,

W
,

万
,

D
,

的生可观的
,

则存在Q仁不 U (U U
。

(c 任H )及h :

Q”D / g 一 h(Q )
,

它们均 由T 的参量决定
.

注记 对显克可观也有类似结 果
.

(丫
“

,

尸
,

* ,

G
,

I( G )) 生
一

可观是K al m a n 完全可观性的推广一
般说

,

可经过有限的运算与转化实现由T 到 Q与 h ;:J约化
.

此 外
,

上述结果
一

可推广于多端反馈生克自动机
,

这时 S = (月
,

B )
,

A = G U (U F ‘)U ( U X
:

)
,

B = {f
: ,

g ,
,

h i , }
.

f
,

〔 G x F ‘.
9 , c X , x G , ,

人‘, c F
,
火

X , .

对这种模型我们可以研究带泛权模糊性创生克临界集的理法
,

因而可以推广微分博奕的有关理法
.

泛 系理论提供的广义系统的数学形式包括传统数学 与 模 糊数学的绝大部分结构一个典
型的核心是

:
传统数学与模糊数学分别是侧重于泛权为笼o

,

件与〔o
,

月的泛语型广义系统的

研究
,

而在泛系理论中研究的泛权可以是广联百科理法各种 背景的任何广义系统
.

二值逻辑
—

模糊逻辑
,

多值逻辑
—

泛系逻辑 (广义系统逻辑
,

泛权逻辑) ;
传统集

论
—

模糊集论
—

广义系统理论
,

泛系理论等
,

所有这一些 进 程是一种新的意向的显生
.

数学
、

模糊性研究 (模糊学) 与泛系理论
,

它们的研究对象分别侧重于形式 与量
,

模糊现象

与机制
,

泛系与泛系显生理法
.

这三者是四互 (互联互转互 导 互显生) 的而且又是相互不同

的
,

同时又形成互为缩扩
、

相互交缘的关系
.

模糊学 存 在的价值 主要是系统地研究模糊现象

以及有关的哲理
、

数理与技理
, ’

言们在人的认识与实践中非常重要
,

而数学 的形式推广
一

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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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位的工作
.

模糊学的生命基于实际背景而不是某些简单的数学模糊化
.

在泛系框架下
,

模

糊性的一些新的专题得到了进一步的研究
,

包括聚类
、

复合
、

逻辑
、

结构
、

观控性
、

泛权泛

系
、

扩展原理
、

否定
、

排序
、

识别
、

传递性
、

波粒二象性
、

对策界栅
、

逼近
、

分析数学
、

离

散数学与运筹学等 (见
’

(工) 中叶、 4 5〕)
.

三
、

泛系生克论与泛系哲学逻辑

所谓生克
,

在中国传统中指一机动代词
.

生 (克) : (吉 (凶)多 幸 福 (不幸 ) , 有利 (不

利) ; 好 (坏) , 善 (恶) ; 真 (假) ; 美 (丑 ) ; 得 (失) ; 友 (敌 ) ; 善意 (恶意 ); 爱 (恨 ),

赢 (输 ) , 促进 (促退) ; 扬 (弃 ) ; 上升 (下降 ); 显生 (显克) ; 优化(劣化)多 进化(退化 );

合作 (对抗) ;
成 (败 ) ; 协同 (对立 ) ; 统一 (对立) ; ⋯⋯ )

.

在泛系生克论 中
,

在泛系框架

‘
下我们发展了几十种泛系理法

:
五行模型

、

商软模型
、

泛转模型
、

否定模型
、

对策模型
、

层

标模型
、

关系模型
、

亲子模型
、

社会生 克荃因
、

成才基因
、

方法基因
、

协同基因
、

生克法
、

简化法
、

相容法
,

等 (见 ( I ) 中[ 1、 1 0〕)
.

联系于泛系生 克论
,

我们发展了哲学逻辑的一些研究
,

包括辨证法
、

模糊逻辑
、

元逻辑

及其它非传统 逻辑等的种种泛系数学模型 (见 ( I ) 中〔1、4 5〕)
.

在本节我们介绍几个有关的

范畴于下
.

泛系否定观 ( 1 )集或泛权的异化 ; ( 2 )泛权关系的异化 , ( 3 )关系的异化 ; ( 4 )泛系

同一性或相容性的异化
; ( 5 )泛系关系在关系 中的对立互转 ; ( 6 )矛盾否定

:
由此及非此 ;

(了)对立否定
: 由此及彼 ; ( 8 )模糊或中介否定

: 由此及亦此亦彼 ; (9 )泛系否定模型
; (1 0 )

泛系否定的非肯定性广义生成
.

泛系否定模型 ( 1 )原型
-

一广义系统S 二 (A
,

B) —
派生 或泛箱广义系统 T , (G

,

f)
,

fC G
a X 研

, a 任J== {m
,

〔n〕
, , }m

, n = 1 , 2 ,
一 }

,
G 〔” ’二 G U G

Z

U ⋯ U G
“ ,

G , 二 lim G ‘” ,

(。、 co )

—
一分为二

: U
,
= (G ”/t (了

。

D )
,
犷

,

)
,

U
:
= (G b/ r ,

犷
:

)
, 矛: 尸(G

“

) , E
,

〔G ”)
,

为

泛系同一化或相容化算子
,

b 任J
,

D 二班
, : 任E

:

〔G “)是泛系否定观中(1) 、 (4 ) 生成的某种

异化
,
犷 : ,

犷2
为某种广义软件

-

—泛系五互
—

原型
.

( 2 )在模型 ( l )中U ‘
改为U : 二 (G,

f
: )

,
、

U
:

~ (口
,

九)
,

这里f
,
二f n g ,

九= f一 f
L ,

而g 是f的某一异化与否定
.

泛系变化观 (变化的泛系相对性
,

质变量变的泛系观) : 用泛权关系来模拟变化
,

有关的

动静
、

质变量变与渐变突变的 基 因 包 括
:
变 域台

,

泛 权邵
,

泛 权 水 平D C= 才
,

泛权关系

fC G , x 砂
,

“= G U子 U ⋯
,

泛系同一性
。 ,

泛系否定性b等
,

所以
,

变化的形式杂化因子

可表示为F 二 (G
,

不
,

D
,

f
, a ,

b
,

⋯)
,

它们自然地联系于泛系泛对称的概念并派生出质

与量
、

质变与量变
、

渐变与突变的相对性
.

质与量是泛系量化中分别侧重于辨异同与排泛序

的事物规定性
.

而所谓哲学意义下的度的泛系实质可定义为质的异同的临界量
.

这些相对性

具体地揭示了诸如质与量
、

质变与量变
、

突变与渐变
、

非稳定性与稳定性
,

存在及其否定等

等的转化多元性及形式条件
.

在一定条件下
,

质或质变可以转化为量或量变
,

反之亦然
,

质

与量分别毗联于泛系异同观与泛系泛序观
,

而它们又都统一于量化
、

否定
、

泛对称与变化的

泛系观
.

泛系逻辑观 所谓泛系逻辑指在泛系六性
、

泛系太极框架下关于思维的规律
、

形式
、

结

构
、

机制与理法的研究
,

它 自然地体现诸如主观逻辑与客 观逻辑
、

一般逻辑与具体逻辑等的

大结合与大统一
,

包括非传统逻辑
、

辨证逻辑
、

元逻辑
、

系统逻辑
、

关系逻辑
、

对称逻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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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逻辑
、

生
.

克逻辑
、

观控逻辑
、

量化逻辑
、

模 拟逻辑
、

创新逻辑
、

概括逻辑
、

分析综合逻

辑
、

因果逻辑
、

异同逻辑
,

等等某些理法的发展
.

元逻辑的一种泛系模 型 是 一 广 义 系 统

s = (p
,

才
,

沙 个尸
,

Q
.

a ,

b
, c ,

d
,

好尸
,

M T)
,

这里尸是 谓 词 集
,

W 是正值泛权集
,

OC= 尸是原始谓词集或公理集
, a 与b 分别是尸与川 中的代数运算集

, c
是Q的赋值方法

,
d 是

a
与

b的某一同态准则
,

它保证Q中
。 的赋值方法可以合理地扩展到尸或它的某个充分大的子集中

去
,

而M 尸与M T分别是形如 (P
,

P o q 卜 创
,

(二 q ,
P、q 卜 二 P) 之类的一般规则

.

借用广义

系统 S
,

可 以发展建立泛权逻辑
,

包括某些 模糊逻辑
、

或然逻辑
、

不确定或近似推理
、

多值

逻辑
、

辨证逻辑等的多种方案
.

四
、

泛系哲学人类学

泛系文化观 文化是人或社会多层复合系统与 L D S4 (超繁生克动态大系统 ) 的一种动

态广义交通
、

广义社 会集散与广义软件
.

文化是通过符号
、

形象
、

语言
、

概念
、

范畴
、

人工

泛语或它们的缩扩变型系统来传播社会行为的 P CO CF (模式
、

准则
、

观控力与成果 )
.

各种

各样的理论
、

工具
、

文学
、

艺术
、

科学
、

技术
、

宗教
、

风俗
、

传统
、

理法
,

等 等 均 是 这些

P C O C F 的某些缩扩
、

商积
、

模型
、

载体
、

缩影
、

扩形
、

对象化
、

精华
、

显生或显克的结果
、

变型或糟粕
,

等等
.

文化是一种广义的交通化
、

社会化
、

集散化
、

软件 化
、

系统化与演变的

过程
.

文化的杂化机制紧联于真善美禅以及认识与实践的泛系相对性中多层多维性的参量
.

人与社会通过自然与文化不断地形成 一种 多层五互的L D 8
4 .

文化是一种
“

化
”

的过程
,

是一

种显生显克转化的过程
,

也是一种 创造
、

传播
、

使用符号的能力
.

它主要是通 过自然人的体

外社会化进化来实现的
.

文化也是进化的结果
.

它是一个人的存在与主要五互环境
.

在泛 系

相对律及其模型以及认识实践相对 性的多参框架下
,

在体外社会化演化中
,

人能够不断地内

化
、

外化
、

五互化与六元对象化
.

在世界历史中文化有种种关于变化
、

转化
、

演化与五互的

异同
,

而它们的多参性与相对性正揭示了文化杂化机制的一些重要方 面
.

泛系天人观 (泛系社会观) 在泛系哲学 中所谓天指某些扩形泛系或扩形泛系环 境 (泛

环境 )
,

包括宇宙
、

自然界
、

世界
、

社会
、

文化
、

历史
、

传统
,

等等
,

而人是天的缩扩准转的

某种五互存在
,

这种存在是一种充分可扩展
、

可扩形
、

可扩变而文化型的泛系生命系统
’

(见

泛系生命系统观) 的存在
.

它也是具有泛系相对律内外 多层次嵌套准无限性的一种存在
.

它

还是七我五互显生显克并具有哲学数学 与技术或操作实践及其四互显生活动等潜能的一种存

在
.

在泛系相对律的天人模型中
,

箭头或联系表现为某种文化型的五互或准转 (缩影和扩形

的复合)
,

而这种五互转化发展或显生显克演化了人 与 天进入另一种新型的人与天或人天关

系
.

一般说
,

人生有七态 (1 0 · 7模式 , ,

每一态均有自己的意义
、

形式或时空参量的天人合

一 不同的天人合一又是泛系五互的
.

人是不断自我改造
、

自我扩创
、

自我准转及自我五 互

的生物
,

同时他又改造或扩创世界与天
,

并利用这种天去进一步创造
.

人有八种生物学层次

的基本需求
,

它们在社会化四 活动的背景下五互集散
,

因而导致聚类
、

分群或再准转而表现

为生生克克
、

爱爱恨恨
、

浮浮沉沉
.

社会正是这种泛系人组成的 L D 8
4 ,

因而是一种五元五

方 1 5 面的泛系生命系统 (泛系管理观)
,

这里人可以考虑作为广义硬件
,

而五元五方 巧面以

及四活动和文化则为一种广义软件
.

在人与社会的局整关系中这里有某种多层准无穷 的内外

嵌套泛对 称的全息重演性
.

宏观的
、

战略性的
、

主导的
、

关键的泛系关系是社会 L D S
‘

的认

识与社会实践的重要基础
.

j“义的供水关系是社会生克的因与呆
,

也 是 社 会 生克的基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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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

供求索交与显生充要 (因果
、

反馈 ) 是社会运筹 的重要理法 (泛系太极观)
.

前面提及的

泛系太极法与评标法是社会评标为基本理法
.

所谓阶级实质是由四 活动与供求的优惠权为聚

类准则派生 的某些聚类子系统
; 阶级分析法是一种特殊的商系统分析法或宏观关键分析法

,

因而它的应 用应该计及聚类的潜在参量与转化的原则 (泛系阶级观)
.

因为泛系善恶相对性有

几十上百个相对性泛权指标
,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判定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

协同扩形

的L D S
毛

的供求索交显生正在成为善的社会共识
.

泛系相对律的泛系模型 (论
,

2 1“ 2 2) 〔”是

一种 典型的天人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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