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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承前启后
,

介绍了泛系方法论新的框架以及与识别及大系统运筹有关的一些理法
.

关. 词 泛系理法 泛系方法论核心 泛系运筹模式
_

建模框架
\

、

一
、

泛系方法论的意向与框架

泛系方法论是侧重泛系
、

大结合
、

多维兼顾性与百科可络诸特点的一种多层网络型跨域

研究
,

它融哲理
、

数理与技理于一体而与流行的哲学
、

数学与系统科学有所不同
.

这里的泛

系是一大外延范畴或机动代 词
,

其核心是广义的系统
、

关系
、

对称与生克
,

并按五种广义生

成方式来反复扩展其外延
:

生成
、

结合
、

复合
、

互转与显生
.

若用冒号并括号作为定义符
,

分号作为析取符
,

则泛 系可形式定义为 泛系
:
(广义的系统

、

关 系
、

对 称
、

生克 ; 泛 系的广

义生成 )
.

这里显生指广义的
、

相对的十优
: 优显

、

优选
、

优观
、

优控
、

优设
、

优创
、

优拟
、

优协
、

优联
、

优展 (显生的对偶概 念是显克)
.

在这种框架下
,

泛系方法论得到具有百科哲理

背景并有数理技 理具体形式的几百个泛 系理法 (观点
、

意向
、

框架
、

概念
、

原 理
、

方法
、

定

理
、

模式
、

模型
、

技术
、

形式系统
、

转化
、

泛对称
、

关系
、

诀窍 )
,

内 容涉 及
:
分析综合

,

比较识别
,

抽象概括
,

建模决策
,

推理运筹
,

辨证施治
,

创作创新
,

设计解题
,

简化相容
,

观控对策
,

生克协同
,

治学成才
,

真善美感
,

百科微积
,

动网悟道
,

泛 系互转
,

人理显生
,

系统工程
,

事理物理
,

等等
.

泛系方法论的核心是泛系或 泛系理法的互转互显生
,

它探索各种 事 物 联 系(关系 )
、

转

化
、

泛系
、

功能
、

结构
、

形式
、

矛盾
、

生克
、

方法
、

知识
、

真善美
、

成才等 等 的 基 因
、

典

型
、

类归
、

互转以及它们的模式模型
.

泛系方法论提炼了一些少变的泛系理法
,

而后复合生

成中变的泛系理法(约为、60 多个 )
,

再进一步复合生成 多变的泛系理法
,

以 之 来 观 控
、

识

别
、

运筹
、

概括
、

拟化
、

升华
、

显生
、

细化
、

深 了;
J

百科理法与超繁生克动态大系统
.

泛系运筹的典型模式有
:

(l )原型、泛系建模、泛系互转, 泛系显生、原型 ; (2 )原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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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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 权 关系

的约化
、

复合
、

运算
、

转化(泛转 )
、

串并组合生成。 二元关系化
,

相容化
,

集散商积分析。

泛系互转显生
一
) 原型 ; (4 )原型。 f〔 G 苦 x l

〕

M x 珍、泛 系互转显生、 原型
;
这里尸M为 泛 系

理法集
,

G 。尸牙 U原型与百科理法有关论域或扩形集
,

G 补一G U G “
U ⋯

,

研为其 它显生泛

权集 ; (5 )原型。 十多个数学用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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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系互转显生成网、动网悟道、原型
.

泛系显生一般是在泛系反差结合基础上或大结合背景下对某些泛系的显生
.

反差结合包

括一些意向不同
、

内涵有反差的理法反复的结合
:

整体
、

局部
、

再整体
,

综合
、

分析
、

再综

合
,

宏观
、

微观
、

再宏观
,

定性
、

定量
、

再定性
,

缩影
、

扩形
、

再缩影
,

等等
.

编成口诀即为

结合法 整体局部合分合
,

宏微性量缩影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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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所谓大结合除包括结合法外还包括下列结合
:

古今中外
,

东方西方文化
,

‘

百科 理法
,

认识论
、

逻辑学
、

方法论
、

数学
、

系统学
、

价值论
、

生克论
、

社会学等
.

泛 系方法论的多维

兼顾包括
:

哲理
、

数理
、

技理
、

相对普适性
、

确切性
、

形式具体性
、

充分
一

可观控建模性与泛

系性等
.

一种更具体的泛系观是

泛系观PM84 宏微观控连局整
,

因果动静模拟澄
,

异同泛序并形影
,

集散串 务甘负酬
。

十二关系 (PM 1 2 )逞基本
,

扩生系统泛对称
,

连显生克转 中变
,

中变泛系互 显生
.

问千问万

显生克
,

千万方法归显生
.

自转多变联百科
,

万事万物互传神
.

这里指出了百科理法各种关系的典型基因关系模型
, ‘

白包括十二到 十 五 个
:

宏 微 (鸟

瞰
,

显微 )
,

观控(广义的观测与控制 )
,

局整 (局部与整体
,

限定
,

扩 展); 因果(目 标 与手

段 )
,

动静
,

模型拟 ; 异同
,

泛序(广义的次序 )
,

形影(投影
,

赋形
,

商化
,

积化 )
;
集散 (聚

类
,

分群
,

连通
,

解藕 )
,

串并 (复合
,

析取
,

合取
,

并
,

交 )
,

生克 ; 元 系(元 素与广义系

统 )
,

隶属
,

软硬 (广义 系统 中的广义软件与广义硬件 )
.

前面十二个关 系PM 」
_

2的四组分别对

应于下列四种学科专题群落的某种典型基因关 系模型
:

系统 科 学 技 术
; 百科动力

,

百科建

模
,

百科微积 , 数理研究
,

形式与广义量化
; 生克分析与其它

.

这十二到十五个基因关系模型均叫做泛系关系
,

它们大都可推广到相当普适的广义 系统

或泛系
,

它们 又相对可理出不同类归意向的少变的理法
,

也可复 合生 成更多变的中变理法
·

我们常用的中变理法除了上面介绍的泛 系关系外还包括诸如
:

广义 系统 (广义硬件与广义软

件的形式结合)
,

泛对称 (广义的
、

相对的对称
,

多变与少变的联系
一

与转化
,

繁简关系
,

自

由与约束的关系
,

泛导的广义零值
,

广义变分原理
,

泛对称的广义 系统 )
,

泛 导 (广义变变

关系
,

泛导的广义系统
,

泛导的泛导
,

广义微积 分
,

广义累和与差商 )
,

泛 关 系 () “义的局

整
、

形影关系的各种复合 )
,

泛转 (由泛关系派生的转化 )
,

泛模拟(由泛转派生的模拟 )
,

十

五泛转 (十五种典型的泛转
,

见
’
一

卜文 )
,

十五泛转模拟(十五泛模拟 )
,

准协关系 (由缩影与

扩形复合生成的关系 )
; 泛箱 (由泛系关系

、

泛关系派生的转化转成的广义系统 )
,

泛语 (由

泛权关系族及其某种复合生成的泛系) 等以及一些典型的或基本的泛系方法
.

在多变的泛系

方法中下列泛系法 PM 48 是许多方法的一个基框
.

泛系法PM 48 宏微兼照
,

显生充要
,

生克泛序
,

供求 索交
,

软硬泛导
,

扩 形 谋韬
,

虚

虚实实
,

预策层标
,

敏变应急
,

观控里表
,

关系优化
,

动网悟道
,

泛系互转
,

结合生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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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泛系理法的建模框架

( 1 ) 广义 系统 广义系统一般形式是S ~ (五
,

B )
.

A为广义硬件
,

它是任何给定的事

物或泛系集合
,

B 为广义软件
, ‘

已是A 的某种 泛权关系
、

泛系关系
、

泛关 系 以及它们的某种

多重复合
.

典 型的广义系统是一阶泛语型广义 系统
,

这时B C 尸(A
关 x 班 )

,

这 里那为泛权集
,

尸为幂集符
.

泛语型广义系统 几乎穷尽了传统的
、

模糊的数学结构和各种不 同的系统定义
.

泛

系方法论还提出了更广义系统的形 式公理 系统
.

( 2 ) 局整关系 集论的包含关系
,

限定
,

扩展
,

并
、

交
、

差
、

补
、

幂运算及它们对广

义系统的推广
,

例如若 D 已A
,

B 为 泛语型广义软件
,

B = {b
。

}
,

b
二
= U b

。 。 ,
b
。 。

仁A 七 x w
,

定义
c 。 。= b

, 。
自D

。 x 研
,

C
。
~ U

e” 。 ,

C ~ {C
。

}
,

贝rJ(D
,

C )即为 由D 诱导的 (A
,

B )的子系

统
.

类似推广集论其它局整关系
.

对于给定的 S = (A
,

B )
,

若A = U刀
‘,

B ~ U B ‘,

(D
‘,

C ‘
)

为 由D ‘
诱导的子系统

,

一般B ‘今 C‘,

U C ‘斗 B
.

定义泛系意义下的系统结构为其广义 的 软硬

兼设
,

定义系统功能为其在某大系统中与其它系统 (包括大系统) 的广义软件 (联系 )
.

因而

上述的 U C
‘
专B 表征 了子系统的广义软件的集论并不 等于系统的广义软件

,

由它就派生出 子

系统的功能总和一般不等于系统功能
.

这是整体性原则的一种泛系模型
,

它与结构和功能概

念同是广义系统的派生概 念
,

这大大不同 于国际上流行的系统科学的研究
.

而且自然地给出

了事物联系
、

关系
、

结沟
、

功能
、

整体比等的 典型基因模型
.

( 3 ) 形影关系 集论的役渗 (映射
、

函数 )
,

赋形(反 函 效 )
,

直 积
,

商化f = {( x,

A ‘
) ! x 任A ‘

仁A (d 6 )}c A x (A / d )
,

积化f
一 ‘,

缩影
,

扩形
.

泛权矢 系间 的 复 合
.

集论形 式关

系或泛积(直积的缩影 )
.

上述概念大都可推广于广义系统或泛系
,

例如对一阶泛语型广义系

统S = (A
,

B )
,

B = {b
。

}
,

b
。
= U b

。 。,

b
。 ,
已A

无 x 不
,

若a二A x D
,

h二附 x 犷
,

设甲。 :

(A K

D 广、D 介x A
奋

为坐标换序变换
,

定义
c 。 。 = 卯。

(g
七

)
o

b
, 。 o

h二D 殆 x 犷
,

C
。
= U

c 。。 ,
C = {C

。

}二

尸(D
朴 x 犷)

,

则广义系统T = (D
,

C )则是由二元关系 g ,

h诱导的转 化 结果
,

对不同的 g ,

T

分别是影系统
、

形 系统
、

子系统
、

扩展系统
、

商系统
、

积系统
、

泛转结果系统
、

直积系统
、

缩影
、

扩形
,

因而可推广相应的关系与转 化于这类广义系 统
,

特别是下面的十五 泛转
.

( 4 ) 泛关系
,

泛转
,

准协关系 有了局整关 系与形影关系的 模型和串联 复合的一般 概

念
,

泛关系
、

泛转与准协关系就自然地建立 了数学化的模型了
,

而且 自然地推广到某些广义

系统 与泛系
.

下面 由典型的局鉴与形岩关系对十五泛转给出建模构成
, ‘

己们对许多广义系统

与泛系也有意义
.

十五泛转是
:

限定
,

扩展
,

投影
,

赋形
,

商化
,

积化(这六种已建模如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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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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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里居中小圈
。

是广义的复合与串联或有序形式结合
.

( 5 ) 泛序关系 泛序公理系统
:

(自返性 ; 反对称性 ; 传递性
;
拟传递性 ; 半 序 性 ;

半半序性 , 拟半序性 ; 全序性 )一种二元关系它满足某种泛序公理或其合取析取的就可作为

泛序夫系的模型
.

( 6 ) 异同关系 同一性公理系统
:

(自返性
; 对称性 ; 相 容 性 ; 等价性 , 半等价性或

自返传递性 )
.

满足某种同一性公理或其合取析取的二元关系均可作为同关系的模型
.

同关系

的否定以及非同一性的泛序关系均
一

可作为异夭系或辨异性的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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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宏微关系 宏微关系
:

(鸟瞰 ; 显微 ; 局整关系 ; 商积关系 , 准协关系 )
.

( 8 ) 因 果关系 因泛权场网或泛权关系 (泛语) 来拟化形 式的因果关系以及目标和 手

段间的关系
,

泛权用来拟化充分性
、

必要性
、

可靠 性
、 一

可能 性
、

代 价
、

因果转化
、

因果运

算
、

因果显生
、

关键性
、

因果相生相克性等等的广义量
.

( 9 ) 模拟广义量化 原广义系统或泛系S : 经某种转化f而变成广义系统或泛系又
,

而

S ; 与S
:

有某种同一性 (见(5 ))g
,

则四元体(S
, ,

f
,

5
2 , g )就形成一模拟的公理系统

,

S , 叫

做原型
,

S
: 口l!做模型

,

f 叫做 (g 型) 模拟或相拟
.

用有具体形式结构并有充分多运转性能

的 泛系或广义 系统来模拟对象即为广义量化
.

一般广义量化的模型泛系要求能辨异同
、

排泛

序
、

显运转
.

(10) 动静关系
,

泛导
,

泛对称 用泛权场网
、

泛权关系
、

泛语或广义 系统 来 模 拟运

动
、

变化
、

软化
、

发展
、

多变等的 模型是关于动的建模
.

若用来作为动的限定
、

约制或相对

少变与不变的拟化
,

即为是关于静的建模
.

泛导是以广义变变关系为核心的一种扩形概念
.

有

关泛系关系由集论模拟推广于某些广义系统其相应的算法形式即为一种泛导
,

特别是(3 )中由

转化g c= A x D
,

hc= 牙 x 厂派生转化g ‘ : 尸(A
苦 x 才)、尸(刀

补 x 厂 )
,

5 叶 T
,

这种转化与转化的

关系即为一种典型的泛导
.

对 于了C A “,

则g’(f )二 g 一 ‘。

了
。

g c D
Z ,

这是一种特化的泛导
.

把

一种动的或相对 多变的模型泛系转化为一种静的或相对少变的模型泛系
,

或者异同之间
、

繁

简之间的转化与联系
,

或者 泛导取广义零值
,

等等就导致泛对称的建模
,

形式上包括哲理
、

数理与技理型的各种广义变分原理
.

事物泛系间满足某种同一性公理 (见(6 )) 即认为它们的

广义距离取广义零值
.

(11) 串并关系 串并关系 :
(广义复合 , 串联 , 并联 ; 合取 ; 析取 ; 与门关 系 ; 或 门

关系)
.

设f
‘当泛权关系族或泛系族

,

能定义相应的广义复合
.

与 并
、

交 运 算
,

则 串并空间

S ,
(f

‘
)递归定义为f

‘〔S ,
(f

‘
)

,

若g : , 夕2 〔S ,
(f

‘
)

,

则。, 0

9 : , g :
U g 。, 夕:

门9 2 任S ,
(f

‘
)

.

(12) 集散关系 集散关系
:
(聚类 , 分群 , 连通 , 解祸 , 某种 泛权

、

广义 距 离
、

拓扑

表示的远近关系 , 相对趋大趋小的比例关系或泛导 , 商积关系)
.

( 13 ) 观控关系 观测
:

(宏观 , 微观 ; 识别 , 各种单值化 , 各种可计算性 , 功 能与 结

构的显化
; 白箱化 ; 辨异 ; 证明 ; 理解 , 广义量化 , 证伪 , 具体模拟 , 信息与知识的获得 ,

由表及里 )
.

控制
:
(状态

、

结构与功能的改造
、

转化
、

保持
、

组建或运达 )
.

在这些概 念的基

础上泛系方法论为观控关 系建立了多种模型
.

(14 ) 生克关系 生克属机动代词
,

生 (克)
:

(福(祸 ); 吉(凶 ), 利 (害 ), 好(坏 ),

真(假 ), 善(恶 ), 美(丑 ), 得 (失), 友(敌 ), 亲(仇 ); 爱(恨 )1 赢(输 ), 促(抑 ); 扬(弃 ),

益 (损), 相生 (相克 ), 显生 (显克 ), 优化 (劣化 ), 进化 (退化); 合作(对抗 ); 成功(失

败 ); 协同(对立 ), 统一(对立 ), ⋯ ⋯ )
.

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 泛系方法论建立 了多种数学模

型
.

其它模型与模型的具体理法见续篇与有关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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