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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这里从泛系观引入一种新型的哲学与数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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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妞词 泛系哲学 泛系数学 事理

系阴阳 泛系太极 方法论 百科可络

物理 技理 医理 战理 哲 学 七论 泛系百观 泛

真善美禅

一
、

泛系观与泛系哲学七论

泛 系 泛系阴阳

物存在方式的表示
、

广义关系 泛系阴
、

广义系统 泛系阳 或它们的种种复合 , 它是事

抽象或显示 泛系是处处存在
、

网联万事万物的大外延范畴
,

它形成一

种多层的百科可络的网络
,

它的七要素

泛对称
,

广义生克 相互促进与对立

导
,

泛系七要 包括 广义系统
,

广义关系
,

广义对称

……
,

广义转化
,

广义优化 显生
,

广义微积 泛

广义系统 广义硬件
,

广义软件 二
,

关系
,

约 。多种
,

是泛系阴的 个坐标轴
,

句
,

这里 是某给定集合
,

是泛系

的 某种泛权复合 泛系关系包括

广义对称 泛对称
,

动静
,

广义生克
,

广义转化
,

积
,

变变关系 运算 转化
,

广义形影
,

广义局整
,

广义优化
,

广义元系
,

泛导 广义微

广义 异同
,

泛序
,

广义观控
,

广义串并
,

广义模拟
,

广义缩扩
,

系
,

局整
、

形影关系

缩影
、

扩形或它们的种 种复合
,

泛权关系
,

泛关系
—

两大关

的种种复合
,

由泛关系派生的泛转
,

广义宏微
,

广义供求
,

广

义因果 充要条件
, 广义表里 包括功能与结构

, 现象与本质
, 一 关系

,

广义

集散
,

广义虚实 力或强度的表了里 集 散 观 控 广义系统与泛系关系的定义具有一定递归

性 泛系关系一般可由简单集论的模型推广于某些广义系统

四互 互联
,

互转
,

互导
,

互显生 五互 互联
,

互转
, 互导

,

互生
,

互克
。

显

生 广义的十优  

—
优显

,

优选
,

优观
,

优控
,

优设
,

优协
,

优展 理法 哲理
、

数理与技理的具体形式 六性

优创
,

优拟
,

优联
,

六种意向性特征—



泛系性
,

大结合性
,

相对普适性
,

相对确切性
,

相对具体性与充分可观控建模性
,

融百科可

络的哲理
、

数理与技理于一体的一体性

泛系太极法 泛系七要显生 〔 泛系关系显生 泛系八要显生 七

悟 宏微
,

动网
,

供求索交
,

充要
,

集散
,

观控
,

里表
,

泛导 宏微兼照
,

动网悟道
,

供求

索交
,

显生充要
,

集散观控
,

表里泛导 、 关系系统 泛系 阴 阳 生泛系
,

宏微动网

悟万律
,

供求索交显充要
,

观控里表运微积

泛系太极 泛系 泛系阴阳 四 互 五互 , 六性 , 七 要 八要 七悟 泛系关

系 , 泛系太极法……

泛系太极
—

泛系阴阳一泛系一泛 系 生 克
,

四 互
,

五互
,

六性
,

七要
,

八要 七

悟
,

泛系关系 一少变泛系理法  二一一中变泛系理法  

—
多变

泛系理法
—

百科理法
,

泛系显生

世界
· · · · · ·

—
泛系太极—

泛系百观
,

泛系嵌套模型 泛系模型
—

泛系哲学
,

泛系

方法 论
—

泛系数学
,

泛系工学
—

泛系理法
,

泛系专论
,

泛系工程
—

世界
,

真善

美禅
,

百科理法
,

文化层块 哲学
,

基础科 学
,

技 术 科 学
,

工程
、

技术与实践 活动
,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
,

认知科学
,

数学科学
,

系统科 学
,

人 体 科 学
,

地理科学
,

行为科

学
,

军事科学
、

,

文学艺术

泛系二仪 泛系阴阳 广义 硬 件 与 广 义软件 , 异同
,

泛

序 , 局整
,

形影
,

缩影
,

扩形 表里
,

泛导

泛系方法观 绝大多数的方法
、

技术与百科理法表现为泛系显生 典型的模式有

三显生 广义系统
、

关 系与对称 泛系七要显生 泛系八要显生
,

七 悟

泛系关系显生 , 泛系太极法

泛系同一 泛序 观 自返性
、

对称性 反对称性
、

传递性的二元关系或它们的各种泛

化 限定
、

合取与析取 泛系差异观 泛系同一性的各种否定 泛系数量观 广义的量是具有

辨异同
、

排泛序
、

显运转的某些泛系 一般数系形成的理法是泛转
,

特别是泛积 直积的商

缩影 的扬弃作用 泛系模拟观 一 般的模拟表现为事物或泛系具有某种泛系同一性的转化
,

建模的主要理法有泛模 拟
、

泛对称
、

泛导与泛系五互
,

功能模拟是一种软模拟
—

两个广义

系统的广义软件之间的模拟
,

模拟的基 因 原型
,

转化
,

模型
,

泛系同一性

泛系系统观 任何系统均可表现或抽象为广义硬件与广义软件统一体的广义系统
,

而广

义软件又可由泛系关系的某补复合或五 互生成
, 一种典型的广义 系 统 是

, ,

二

肠
牙

,

这里 补 二 ‘ , …
, ‘” ’ ‘” , , 任二

…
,

而班为泛权集
。

泛系结构观 对象的广义硬件与广义软件统一体 泛系功能观 对象

广义系统与大系统
、

扩展系统或其它系统之间的关系或广义软件
,

因而功能的基因表现为泛

系关系

十六泛转 限定
,

扩展
,

投影
,

赋形
,

商化
,

积化
,

鸟瞰 扩展 , 商化
, 投影 , 鸟瞰‘鸟

瞰
,

显微 限定
, 积化‘赋形 , 显微

, 显微
,

缩影 限定
, 商化

‘
投影 , 缩 影 缩影

,

扩形

扩展
, 积化 ,

赋形 扩形
二
扩形

,

泛积 直积 ,
缩影 , 泛积 , 泛积

,

显转 投影

赋形
,
商化

, 积化
,

隐转 赋形 , 投影 积化
, 商化

,

准转 缩影
,
扩形

,

协转 扩形
,

缩影
,

缩扩 缩影 扩形 缩扩
‘
缩扩

泛箱 由泛转或泛系关系派生的转化转成的泛系 广义系统 事物叫原事物的泛箱
,

它是

黑箱
、

自箱
、

灰箱等概念的泛化



泛系哲学与泛系数学和应用 事理
,

物理
,

技理
,

医理与战理 心

五转法 快鸟瞰
、

深显微
、

精缩影
、

优扩形
、

巧模 拟等的四 互显生 七转法 五转法结

合善 观控与严推理 的四互显生 八转法 七转法结合频发 问的四 互显生

泛系转化观 下面七类转化具有泛系六性 泛系五互 泛箱化 , 泛

导 , 淫 泛又犷称 泛转
,

特 别是 泛转 八转法显生 带动参的广义

系统 因此
,

这七类转化 在百科理法与智力活动中是重 要的形式
,

七类转化的技术显

生与有关理法在人工智能与理论的研究与创造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应高度重视

泛系百观 它指涉及世界
、

真善美禅
、

百科理法与 文化层块等等的百多种泛系观
,

具

体的大致包括

转化本体
,

动网联系
,

善 恶美丑
,

因果同异
,

一 元四 元
,

否定散集
,

认识实践
,

价值泛

序
,

功能结构
,

数量模拟
,

形式内容
,

系统信息
,

质量变化
,

对称微积
,

现象本质
,

有无整

体
,

方法统筹
,

模糊规律
,

自由无限
,

作用逻辑
,

概括数学
,

泛嫡真理
,

交通城市
,

工程管

理
,

观测控制
,

相对动力
,

层次结合
,

创新设计
,

简化相容
,

抽象具体
,

聚类解祸
,

综合分

析
,

鸟瞰显 微
,

权谋表里
,

量纲文化
,

知识商积
,

阴阳五行
,

时空波粒
,

黑白灰箱
,

物候地

理
,

脏腑生态
,

生 命医理
,

兵法建筑
,

社会阶级
,

串并序化
,

优化原理
,

系统科学
,

行为心

理
,

区域规划
,

新闻诗艺
,

成才教育
,

孙子理法
,

投入产出
,

传递函数
,

缩扩机理
,

价值工

程
,

单值全息

关于泛系百观的主要内容我们将在本文列 中展开
,

有的项目可参看 文献口、 〕

哲学七论  本体论
,

认识论
,

方法论
,

哲学范畴论
,

哲学逻辑与辩证法
,

真善美

禅统一论
,

哲学人类学 泛系哲学 从泛系观对哲学七论以 及对其它哲学的研究
,

从哲学 观

对泛系的研究 泛系哲学 的一个原初框 架始 自玲 年 见
, ,

〕

泛系研究始 自 石年 见〔 」
,

它是为了从方法论角度对逼近转 化 论
、

电磁介

质动力学等价论 及百科理法进行总结 而 一 和 一 是

我们从朴素的泛系观开拓的另外两个新理论 仁一 〕是 位作者
、

篇 文章
、

5 本 专辑与

15 次专栏的一个总结
,

也可以考虑作为泛系哲学
,

泛 系数学与泛系工学等的新的开始
.
在泛

系研究中我们发展了泛系七论以及 对
.
于 自然

、

社会
、

思维
、

教育
、

人生
、

生命
、

管理
、

美

学
、

战理
、

医理
、

系统
、

控制
、

信息
、

嫡
、

数学
、

相对性等等的泛系哲学探索
,

在哲学与系

统科学中均有系统 自创的一家之言
,

并对百科理法开展了一系列数理与技理研究
,

得到几百

个具有哲理技理背景的具体理法和几百个数学新结果
,

为上百个哲学与科学范畴提供了某种

现代泛系化的形式
.
这些涉及真善美禅几 百科理法

、

世界与 40 文化层块的泛系研究体现了一

种大结合的意向
:
古今 中外

,

定性与定量
,

纵向分孽与横向联系
,

思辨与实证建模
,
宏观与

微观
,

分析与综合
,

整体与局部
,

功能与结构
,

简单与复杂
,

结果与原因
,

缩影与扩形
,

表

象与内构
,

乏 晰与精确
,

科学化的哲 学与本体论的强调
,

泛 系 六 性
,

哲 学七论
,

等等
.
所

以
,

泛系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
、

大结合的
、

多层网络掣的 跨 域 探 索
.
有关细节可 以参看

口、 45 」
,

·

而本文列将提供一种一般框架与发展
,

以及某些概念 与原理
。

二
、

泛系认识论
,

相对性
,

22 泛系模型
,

真善美禅

泛系相对律(P R L ) 主 客观控联方法
,

加联环境动网化
,

六元 互 网生克
,

泛网相对六

元化
一基于泛系相对律这里有22 个泛系模型 : ( 1 ) 投影模型

; ( 2 ) 准模拟模型 , ( 3 ) 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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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扩模型
; ( 4 ) 观控结合模型; ( 5 ) 主体客体化模型 , ( 6 )

一

圆方模型 , ( 7 ) 迷原圆

方模型; ( 8 ) 坐标模型与相对性; ( 9 ) 自动机 模 型 与 互补原理泛化; (1。) 程序型模

型 , ( 1 1 ) 超网模型
.
见〔1〕

.
这里我们提供其余11个模型于下

.

(12) 天人模型 (… ((A
:

一
B,

) )

2 、

一B
Z)。

· · ·

一
B。 )

。 十 , ,

这里A
:
天 、 B

:
人
.

(13) 主客模型 (. 二
( ( A

I

一
B,

)

。

一
几)

。
· · ·

一几)
。 十 , ,

这里A
:
客 体

,

B

:

主体
.

(14) 数术模型 (. 二
( ( A

工

一
B,

)

:

一
BZ)。 · · ·

一
B。 )

。 + , ,

这里A
:
数

,

在中国经典中

表实际情况
,

约束与规律
,

B
:

术
,

在 中国经典中表在某些
“

数
”

的约 制下的某种策略
、

决

策
、

预策
.

(15) 真善美模型 (… ((A
l

一
B,

)

一
C, )

3
· · ·

一
C,

)

。 + 2 ,

这里A : 真
,

B
:

善
,

C
:

美
。

( 1 6 ) 认识实践模型
:
(..

·

(( 社会化相对律六 元 五 互
一
A(B ,

) )
2

一
B:(A :))3

· · ·

一B。 ( A
,

) )

。 十 2 ,

这里A
:
实践

,

B

:

认识
.

(17) 感性理性模型
:
(:’ ((A

,

一
B;)2
一
B:)3· · ·

一
B。 )

。 + , ,

这 里 A
:
感 性认识

,

B
:

理性认识
.

(18) 物质信息模型 (… ((A

一
Bl):
一
BZ)3· · ·

一
B。 )

, * , ,

这 里 A
:
物质

,
B

:

信

息
.

(1 9) 观控模型 (..
·

( (
A

:

一
B,

)
:

一
… (..

·

)

2

)

。

一(..
·

)

一
… )

, ,

这里 A
: 观

,

B:

控
。

(2 0) 六元相对模型 (A
,

( ‘)

一
A, 。, )

)

二

一
A, + 1 。。) ,

这里为泛系相对律中的六元
.

(2 1) 合变模型 (A
。

一
B:)一一) A , 十 ; ,

B

。 + l ,

这里A
:
天

,

B

:

人
.

(22) 后天模型 (A
”

一
B。 )

一
C。 , - - 》 B

。 + , ,

这里A
:
先天

,
B

:

后 天
,

C

:

人
,

一

般说A
。

是相对少变的
.

泛系观测观 一般的观测包括
:
宏观

,

微观
,

识别
,

种种单值化
,

种种可计算性
,

结构

或功能的显示
,

白箱化
,

辨异
,

证明
,

理解
,

广义量化
,

证伪
,

具体化模拟
,

信息或知识的

获得
,

由表及里
.
泛系控制观 一般的控制包括

:
状态

、

结构
、

功能
、

系统或泛系的改造
、

变换
、

转化
、

守恒
、

组建或趋达
.

泛系认识 (实践) 观 (认识与实践的泛系相对性模型)
:
认识 (实践) 是社会化泛系相

对律的六元五互泛网中相对侧重泛系观测 (泛系控制 ) 的过程或活动
.
它们具有泛系性

—
十大泛系相对性

:
层次性

,

认识与实践的观控互基性
,

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互馈性与划分

乏晰性
,

六元对象化的相对性
,

信息的缩影与扩形的泛序性
,

社会化的程度性
,

社会生克的

水平
,

真善美的泛系相对性
,

泛系模型中的递归水平
.

泛系相对观 相对性可理解为事物与理法的参量 (广义参量) 的限定性
、

局部性与特定

性
.
泛参量可 以是坐标系统

、

坐标参量族
、

相对律六元的元素
、

层次
、

水平
、

条件
、

编码
、

变换
、

关系
、

广义系统
、

泛系
、

广义硬件或广义软件的元素
,

等等
.
相对性的种种否定即为

绝对性
.
泛参量的变域形成某些集合或系统

.
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关系则转化为它们的某

些局整关系
,

因而与其它泛系概念有五互关系并具有某种泛对称性
.
此外

,

它们自身还具有

另外一种相对性
,

因而也具有另外一种绝对性
,

并因此而具有相对性与绝对性 的 对立统一
在泛系理法与泛系观中泛参的显生实际上是有关相对性

,

因而也是有关绝对性或普适性的显

生
.
相对性的科学化

、

显生
、

非乏晰化 (晰化) 是充分可观控建模
、

现代科学化
、

泛系六性

化的重要条件
.



泛系哲学与泛系数学和应用
:
事理

,

物理
,

技理
,

医理与战理 ( 1 )

真的泛系相对性 (泛系真假观) 在 多层社会化六元观控五 互泛网中
,

真的有关的相对性
·

表现为非主体六元的相对独立性与客观性
,

信息的泛序 性
,

善与美的相对性
,

泛系模型中的

相对性
.
真理是规律在泛系主体中的正确反映与泛系模拟

.
真理是主体观控

、

认识
、

实践
、

显

生的目的与任务
,

其正确性或标准由真善美的泛系相对 性
、

认识
、

实践
、

反复的大结合等在

相对扩形的社会六元五互观控泛网和动态发展中来决定
.
真理的认识与评价以及六元五互泛

’

网均属动态过程
.
规律 (泛系规律观) 表现为对于泛系六元

、

泛系时空相对不变或普适的泛

系本质联系
、

泛系或泛系理法
,

而其相对性表现为规律的局整性
、

泛对称性与观观性
.
规律

是一种泛系必然
,

是泛系
“

数
” ,

是泛 系
“

术
”

显生的基础
.
规律的规律紧联于前述的泛系方法

观
.
规律的一般形式表现为动网(动态泛网)

、

泛导泛系
、

泛系泛 导
、

泛对称
、

泛系五互
、

泛

系变分原理等
.
泛系本质观 现象是事物广义系统相对外在 的

、

多变的
、

可 观 的泛系功能
.

本质是事物广义系统相对稳定的
、

泛导敏感的
、

具有生成性 与功能 决 定 性 的子系统
、

子结

构
、

子广义 软件或它们的精缩影
.
现象是本质的某种端部联系和某种外在可观的缩影群

.
本

质是具有关键性与决定性的内构
、

结构观控模式与联系
.
现象与本质具有观控

、

五互
、

表里

等的相对性
、

层次性与泛对称性
.

善的泛系相对性 (泛系善恶观) 善的相对性表现为 ( 1 ) 主体
,

局 整
,

供求功利指标成

分
,

供求索交水平
,

时空
,

环境
,

生 克权重
,

大系统显生效率
,

二十字原则 (宏微局整远近

纵横兼顾
,

多元综合协同优化发展) 的显生侧面与水平
.
( 2 ) 善的八大基因 (食爱安新群

励羡美) 与四活动 (生产
,

消费
,

分配与广义交通
:
交通

、

邮电通信
、

商业
、

金融
、

交流
、

数学
、

管理
、

社会集散
、

文 化等九类) 及其结合
、

扬弃
、

升沉
、

显生及水平
.
( 3 ) 生克基

因及其水平 (表里
、

虚实
、

供求
、

预策
、

扩形
、

泛导
、

观控
、

数术或泛对称
、

集散等九类)
.

( 心) 真 与美的相对性
,

泛 系模型中的相对性
.

泛系善恶观揭示了善的相对性的几十种坐标
,

因而提供了社 会科学基础研究的一种泛系

社会哲学
.

美的泛系相对性(泛系美丑观) 它包括 ( l) 真 与善的相对性
,

泛系模型中的相对性
.

( 2 ) 美对于真与善 以及低层次的美的相对性
·

(
3

) 美的真善对象化或六 元化及其升华水

平的相对性
.
( 4 ) 泛系相对律的表里六元的相对性

.
( 5 ) 时空

、

环境
、

社会主体
、

联系

反差等参量的相对性
.

泛 系美丑观是泛系美学的基础
,

后者已发展了许 多具体的泛系理法 (见〔1一45〕)
.

泛系禅观 东方文化中的所谓禅本质 上是真善美在综合总体上或坐标成分上的各种目标

性淡化与弱化
,

特别是在坐禅
、

气功与有关人生哲学 中禅化是为了显生人的身心的某种 自然

态
.

三
、

数学的泛系哲学与泛系分析的典型模式

泛系数学观 ( 1 ) 数学是关于事物泛系的量
、

广义量
、

形式
、

形式化与结构等的跨域

科学研究
,

在八转法中它侧重严推理 与相对的确切性
.
( 2 ) 大多数的数学结果表现为泛对

称
、

因果关系
、

泛导
、

泛转或泛模拟 (特别是16 泛转) 的形式
.
( 3 ) 推广或分析数学定理

的典型方法有泛系太极法
、

泛系创新法
、

泛系解题法 与泛系扩变法
.
( 4 ) 数学建模的主要

理法有泛系太 极法
、

泛导
、

泛模拟
、

泛系五 互
、

泛对称
、

广义量化
、

泛系数量观
、

泛系无限

观
、

泛系形式化及其种种模式等
.
( 5 ) 泛系理论与数学可以互为工具

,

在它们与百科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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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理之间
, 它们又可互为中介

.
( 6 ) 在数学科学中典型的泛系关系有异同

、

泛序
、

局整
、

形影
、

隶属
、

泛关系等
.
数学中的典型结构 (代数

、

拓扑
、

序) 可表现为泛系关系的某些缩

影或模型
.
( 7 ) 广义系统 的概念可看成各种系统

、

结构
、

广义形式
、

广义数量等概念的统

一 , 各种数学分枝均可看成侧重符号化
、

形式化与严推理来研究某些特定的广义系统
、

广义

关系或泛系的形式或量的某些侧面
.
( 8 ) 泛系否定观 (见续篇 (I )及泛系逻辑) 相对统一

了传统逻辑
、

数理逻辑
、

模糊逻辑
、

模糊数学
、

辩证逻辑的某些方面
;
现代模糊数学相应于

用形影关系来拟化局整关系与隶属关系
,

它们可考虑为具有隶属 函数作为部分广义软件的广

义系统的特化研究
.
( 9 ) 单值化是数学理法的严推理与确切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

10) 不

同的数学分枝相应于研究不同的泛导 与泛模拟
.
(11) 无限是现代数学的重 要对象

.
(12)

数学化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与人的理性化的主要趋势之一
,

因而泛 系数学观提供对泛系哲学人

类学某种新的理解
.

所谓泛系数学是指在泛系哲学框架下泛系理论与数学交缘性的一种研究
,

它在泛系中介

帮助下研究各种泛系理法 与百科理法的数学模型与建模方法
,

并且也从泛系观研究数学及有

关的方法
、

方法论和哲学问题
.
这是一种新的发展中的研究

.

在泛系分析以及观控或解题中
,

这里有几种常用的典型模式
:

( 1 ) 原型
—

泛系建模
—

泛系互转
—

泛系显生
—

原型
.

( 2 ) 原型
—

泛系理法
—

百科理法
—

泛系理法
-

—原型
.

( 3 ) 原型
—

广义系统
,

泛权关系
,

泛系
—

约化
,

复合
,

运算
,

转化(泛转), 串并

结合
,

广义生成
—

约化为二元关系
,

相容 化
,

泛系同一化
,

泛系集散商积分析
—

泛系五

互
—

原型
.

( 4) 原型
—

了C G
.X P M X 研

—
泛系五互

—
原型 , 这里尸万为某泛系理法集

,
‘

。尸材 U 原型与百科理法的有关扩形
,

万是为其它显生目的的某一泛权集
.

( 5 ) 原型
—

数学表示
,

中变泛系理法
—

泛权场网
,

泛权关系
,

泛语
,

广义系统
,

泛系
—

中变泛系理法
—

泛系五互
—

网络
—

动网悟道
-

一原型
.

( 6 ) 原型
—

扩形显生
—

缩影显生
—

显微显生
—

泛系广义生成
,

泛系五互
—

原型
.

( 7 ) 原型
—

泛权关系
—

约化
,

泛系同一化
,

关系聚类及其种种泛系否定 (见续篇

( I ))
—

泛系五互
—

原型
.

( 8 ) 原型
—

泛系太极一
一

泛系显生
—

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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