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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易学史家与中国哲学史家
萧汉明先生学术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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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萧汉明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易学史家和中国哲学史家$他在中国传统哲学#特

别是易哲学"道家与道教哲学"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等多种学术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

就$其为学的致思取向是从古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出发#融入对哲学原理的思考#促进传

统哲学现代化#指出并论证了辩证综合哲学是当代中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萧汉明%易学%道家道教%自然哲学%哲学方法论

萧汉明先生#

"#,*

年
"*

月生#湖北孝感人$

"#+/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

科#

"#.#

年考入武汉大学中国哲学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的中国哲学史家萧?父"李德

永"唐明邦三位先生$

"#/!

年毕业#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留校后从事中国哲学教

学与科研
!*

多年#先后被评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年出任中国周

易学会副会长#

"###

年受聘为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

年

!

月退休$

!*

多年间#他先后出版了)船山易学研究*")阴阳大化与人生*")周易参同契研

究*")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周易本义导读*")道家与长江文化*")传统哲学的魅力*等

个人专著
.

部#与师友合编)周易纵横录*")医易会通精义*等文集
,

部#发表学术论文
"**

余篇$在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易哲学"道家与道教哲学"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等多种学术

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深化并丰富了萧?父"李德永"唐明邦等老一辈专家开创的

珞珈中国哲学学科的思想内容$

萧汉明先生治学的特点是从中国哲学史入手#他非常注重对中国哲学史文献"中国哲

学原著的研读#他的大多数学术论文都带有强烈的+史,的性质#这种性质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梳理某种中国哲学史的宏观线索#二是对中国哲学史上某一特定问题作出具体

的史的考辨#两者往往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其治学的总目标#是尽力从中国传统文化的

领域中#发掘出有益于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并从中汲取有益于改善

现代人类生存方式的传统精髓#推动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一"易学研究

萧汉明先生首先是作为一个易学史家称名于世的$

!*

世纪
/*

年代初#他与师友一

道主办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周易研讨会#推动了易学研究的复苏#而奠定他在易学界

之地位的乃是他的第一部学术专著)船山易学研究*&华夏出版社
"#/.

年(#这部书也是易

学界第一部有关船山易学思想的综合研究专著#勾勒出了船山易学思想的体系#而整部著

作的一个核心线索乃是发掘船山的辩证法思想#并指出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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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汉明先生指出#+乾坤并建统宗全)易*#是王夫之易学的出发点与归宿$--在王夫之看来#研

究)周易*之道#如果不能把握乾坤并建为)周易*之统宗#那就有堕入释老以虚无为本的泥沆,

!

$如果

从进一步深入的内部理论结构来看#乾坤并建的理论依据在于阴阳矛盾的普遍性#意即物质基本结构中

的两种相对立的成分阴阳二气必相倚不离而不孤行于天地之间$由于阴阳二气有两种不同的存在状

况#而使得太极也有两种存在状况!阴阳二气浑沦未分# 不已#乃太极+未有形器之先,的存在状况%

阴阳既分#成象成形#化生不息#乃太极+既有形器之后,的存在状况$这两种存在状况在逻辑上又是一

体一用#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两者相须而有#都是+和之至,的+太和,状态$时空上无限的宇宙物质之运

动不息#现象世界之变化多端#正是由于太极内部的这两种自我运动的蓬勃展开而造成的#即宇宙+万

有,是从 太和中扩展开来的#在+ 而化生,的过程中#阴阳矛盾关系得以全面展开$萧汉明先生

指出#船山的这种易学思想所阐述的是一种朴素辩证法的体系结构#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理

论宝库$萧汉明先生以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该书问世后#在海内外都产生了广泛

的影响$

以船山易学研究为起点和基础#萧汉明先生在以后的
!*

多年里#在易学上进一步开辟了其它论域#

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关于)周易*经传问题的研究$萧汉明先生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易学中的哲学问题#这从他对

船山易学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出$随后他进入了)周易*经传的专门研究#同样#他最为看重的还是)周易*

的哲学思想问题$但他又与其他许多人只引用)周易*辞句而不管卦爻象数来发挥各自的义理思想的做

法不一样#他注重的是结合象数来看义理$当然#这个象数与象数派愈讲愈繁复的象数不一样#这个象

数其实是超义理与象数派别的#或者说在两个派别中都会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象数#如爻位"爻性"爻与

爻之间的承乘比应之关系等等$哪怕是被认为反对汉易象数之学的王弼也并非不用基本象数$萧汉明

先生所要考察的就是这基本象数与)周易*思想之关系问题$比如#萧汉明先生曾经在)论2周易3的哲学

思想与爻性爻位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0

年第
0

期(一文中颇为详尽地考证了两者

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考察了)周易*经传中+小大,"+柔刚,"+阴阳,等字词术语与爻性的关系#考察了

+中,"+过,"+不及,等字词术语与爻位的关系#并指出)周易*经传的这些范畴的演变与先秦哲学思想如

阴阳思想"中庸思想等的发展脉络是相吻合的$

在)易经*卦爻辞的研究上#萧汉明先生很重视解卦#他多是结合出土)易经*的文字材料来解卦的#

而且非常注重以历史主义的眼光评估卦爻辞的历史意义与思想意义$关于他解卦的成果与理路#可以

从他对讼"师"豫"蛊"咸"萃"艮"丰八个卦的完整阐发看出端倪来&发表于)周易研究*")儒家文化研究*

以及相关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萧汉明先生在解卦方法上最注重的是+卦境,问题#即从某种主题出发

来解通一整个卦$此外#他还注重卦爻辞的史料价值$

对于)易传*的研究#萧汉明先生着重讨论过)杂卦传*")系辞传*以及)易传*的学派属性问题$例

如#在)2杂卦3论*&)周易研究*

"#//

年第
!

期(一文中#他承船山说论述了+杂卦不杂,的结构排列规律

是+以综为主#不可综而后从错,%对)杂卦*末八卦错简之排列提出了与苏轼"蔡渊等古代学者不同的一

种排法#即以大过颐渐归妹既济未济篹?为序%最后他论证了)杂卦*当在)彖传*之前)说卦*之后#成篇

之上下限在春秋末期与战国中期$对)系辞传*的研究着重体现在他对该传所作的评注#收在中华书局

"##,

年
#

月出版的由唐明邦先生主编的)周易评注*中$而关于)易传*的学派属性问题#他曾作)关于

2易传3的学派属性问题111兼评陈鼓应2易传与道家思想3*&)哲学研究*

"##0

年第
/

期(一文#认同了

陈鼓应先生的某些看法与论证#但对少数篇目如彖系之学派属性问题依然存疑而不苟同$在易经与自

然科学领域#萧汉明先生也提出诸多新见$如他认为#)周髀*与)周易*在内容上有许多相互关联之处#

)系辞*所论+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易*取四十有九为大衍之用数#实与)周髀*对此数的注重

有关$

'

0!

'

!

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前言*#华夏出版社
"#/.

年#第
0

页$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第二#关于易图书学的研究$易学发展至有宋一代#出现了易图书学派#易图大体可分为河洛图"先

后天图"太极图与卦变图四类#而争议最大的当属河图洛书#由这种争议而产生了诸多假说和论证#从而

出现了易图书之学$关于河图洛书到底何所指的问题#古来一直争论不休#在诸种可能性中#萧汉明先生

所主张的是宋代邵雍"朱熹"蔡元定等人的说法#即以十数图为河图#以九数图为洛书$在论证过程中他尤

其批评了清人毛奇龄"胡渭等人的观点#不过其目的只是要表明宋儒之见不能被轻易否定#并+无意排斥其

他类型河图洛书的种种猜想或推论,

!

$由此#萧汉明先生提出了+河图的多样性,"+河图价值取向的多

样性,问题#提出了以河图的祥瑞性"可效法性与神圣性三种价值取向作为判定识别河图的基本标准$

关于河图与易的关系问题#萧先生的论证思路是!十数图在先秦就已存在#十数图就是五行生成数

方位图#五行生成数方位图就是)易*的天地之数图#天地之数图就是河图#所以河图是指十数图$

萧汉明先生认为#河图五行图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行程中曾经起过重大的推动作用#而这与中

国古代图象语言的高度发达与河图五行图式之成为一种思维形式是分不开的$图象语言可以弥补文字

语言之不足%而某种思维形式一旦被确定下来#人们便把它当作一种获得知识的来源而不必与经验发生

关联$萧先生指出!+思维形式从属于思维方式$当人们论说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或曰系

统思维"综合型思维为基本特征时#必须同时对服务于这种思维方式的各种思维形式给予广泛的注意#

而不是停留在由这种思维方式所得到的某些观点和结论上$因为这些思维形式有的源头相当远古#在

应用领域中往往表现出双重性$以河图为例#当它停留在思维框架阶段时#它只是人们依靠它的神圣性

直接获取某种结论的根据和手段%只有当这一思维框架具有了某种思维形式的作用时#它才对古典的综

合型思维产生影响并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前者促进了中国数术学的繁荣#而后者则推动了

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最显著的成就表现在中医基础理论的形成$从思维形式的意义上说#河图只

不过是综合型思维方式的一种形式$,

"尽管这里的+思维框架,与+思维形式,的分别没作明确界定#尽

管对于图象语言与河图思维形式的意义揭示非常简略#但非常具有启发性#这有利于我们具体深入到中

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而不是停留于表面的泛泛之见$

第三#关于易学家与易学史的研究$在这方面#萧汉明先生主要论及了朱熹"京房"虞翻"周敦颐"朱

震等人的易学思想和汉代易学特征$萧先生对于朱熹易学思想的看法#主要体现在其)周易本义导读*

&齐鲁书社
!**-

年(之)导读*一文中$关于朱熹的易学观#不得不提及其+易本卜筮之说,$此说本意在

推原)周易*之本义#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而非否定)周易*的经典地位$此说之前提乃是朱熹对于三

圣作)易*之区别与联系的考察$将)周易*成书阶段区别之#才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更好地深入谈论各

个成书阶段与构成要素之间的联系$萧汉明先生认为#恢复)周易*的本来面貌#有利于准确地理解与把

握)周易*的精蕴之义#有利于分辨象数"卦爻辞与)易传*的区别与联系#有利于厘清学习儒家典籍的先

后次第$而朱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周易*#既欲摆脱以传释经的传统窠臼#又基本上

摆正了对待)周易*象数的态度$朱子)周易本义*原本是经传分编#与朱子观念相合#可后来朱子)本义*

经传被混编#当然不合朱子原意$为了尽可能展现朱子原本的面貌#萧汉明先生点校)本义*所取的底本

是南宋咸淳年间十二卷本的吴革刊本$他概括朱熹易学观的基本特征是+融)易*之象数与义理为一#立

于象数而畅论义理,

#

#并为朱熹的易学象数观理了一个大致的理路#即+太极"河图洛书是画前之)易*#

先天图是由画前)易*到卦画形成的自然流程#后天图是文王在卦画既成之后为切人用的创造#而卦变图

则是孔子推变阴阳的产物$所以#朱熹主张读)易*要伏羲"文王"孔子各自看#不能混沦不分#同时也要

留意其间的互相关联$,

$而对于朱熹易学中的义理思想#萧先生较为系统地论及了朱子理学中诸核心

观念#从中亦足见易学对朱熹思想的巨大影响$

)周易*筮法上的一种重要创制111纳甲筮法#源起于西汉后期的)京氏易传*$萧汉明先生指出#

'

+!

'

!

"

#

$

萧汉明!)关于河图"洛书问题111答李申兄*#载)周易研究*

"##0

年第
,

期$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111答李申兄*$

萧汉明!)周易本义导读*#齐鲁书社
!**-

年#第
"*

页$

)周易本义导读*#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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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氏易传*的成就在于#极富创造性地建构了一系列新的易学条例#丰富了卦气说的理论体系#完善了

卦气的静态配置与积算运作的动态推衍程序$在此基础上#)京氏易传*将五行机制输入卦爻之中#以定

占断的吉凶之义#从而革新了先秦以卦象与卦爻辞释占的方法#开创了)周易*占筮的新局面$他还对

)京氏易传*与后世的纳甲筮法之间的差异及其文化内涵作了比较分析&见萧汉明)论2京氏易传3与后世

纳甲筮法的文化内涵*#)周易研究*#

!***

年第
!

期($

对于虞翻易学#萧汉明先生论述了虞氏月相纳甲说与)周易参同契*的关系#指出虞翻对)参同契*月

相纳甲法的采撷与运用#突出的两处创新表现在!其一#+日月县天成八卦象,$虞翻的月相纳甲说#不以

阴阳消长取意为主#八卦乃天象自成#非圣人所造#在汉易中可算标新立异之说#对后世有关八卦起源问

题之讨论#不失为一种思路$其二#据月相纳甲为八卦取象$萧汉明先生指出#清儒惠栋"张惠言以汉人

治学多恪守师说为据#推断虞翻逸象为孟喜所传$今以虞翻据月相纳甲为八卦取象为例#可知虞翻逸象

并非完全出自孟氏易$由此可见#虞氏治)易*不仅突破了囿于师说的狭隘门户#亦且破除了经学正宗的

时代偏见$他没有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看作是)易*外别传#这种胸襟后世儒者罕有及之者$

此外#萧汉明先生还论述了朱震易学中+以卦变为纲#统摄象数条例,"+以象数为宗#推本源流,和

+原始要终#学至于太极而止,等三条象数易的基本特征!

#以及周敦颐易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及其与北

宋中期两次政治改革之关系$

关于易学史#萧汉明先生着重探讨了汉代易学的主要特征$他认为汉易的主要特征有三#一是由阴

阳家思想申发而来的卦气#二是以干支"五行配卦爻的功能模型#三是从动态意义上形成的升降说"卦变

说与取象条例$并且揭示了以黄老义理尤其是阴阳家思想为主体的汉代早期义理易学#向孟喜之后的

象数易学转化的契机与过程&此一内容主要见之于萧先生于
!**0

年
""

月出席在日本东京大学召开的

+易5术数研究6现段阶,国际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基调报告)论汉代易学的基本特征*一文($

第四#医易会通视域下的易学与中医理论$在医易会通视域下作中医理论体系研究是萧汉明先生

长期从事的一项学术研究$在这片园地里#他先后出版了)医易会通精义*&人民卫生出版社
"##"

年(与

)易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中国书店
!**-

年(两部专著#在)周易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等专业刊物上发表了)医2易3会通与文化进化论*")关于+阳有余#阴不足,之辨*")张介宾医学哲学

简论*")易学与医学*")周易的动态理论与中医学*")2易经3中的医学萌芽*等十余篇专论$关于医易关

系#他取医易会通说#并对医易会通史作了分期$他将中医学的学科形态界定为自然哲学而非科学$他

重新论证了目前以阴阳五行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加以研究的必要性与具体内容#以及中医学现代化

的途径#指出中医学现代化的全部问题应该从中医提出#结论也是从回答这些问题中获得$

二"道教道家思想研究

在道教道家思想的研究领域#萧汉明先生与陈鼓应"许抗生"熊铁基等先生相友善$他在这个领域

内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
!**"

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2周易参同契3研究*和
!**0

年由湖北教

育出版社出版的)道家与长江文化*$这两部专著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探索与创新精神$

)周易参同契*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部奇书$它以)周易*和道家思想为依托#广泛吸取先秦两汉天文

历法"医学"易学"物候学"炼丹术等方面的成就#假借易学象数系统的结构框架#建构成以炼丹术为主

体"天文历法为前提的天地人三才合一的庞大而又复杂的思想体系#涵蕴着融通儒家"道家"阴阳家于一

体的人文精神$朱熹曾说此书+词韵皆古#奥雅难通,#再加上它宽广的知识涵盖面和精深的内蕴#使得

它成为了一部晦涩难通而又吸引人心的奇书$萧汉明先生对汉代天文学"易学"中医学以及五行结构的

静态配置和动态运作等专门领域都作过专深的研究#正是因为自身具有这种知识结构方面的储备#才使

得他尽可能地使一切+接近解决边缘,的问题得到确解#并对以往研究者尚未问津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

'

.!

'

!

萧汉明!)论朱震易学中的象数易*#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释*111

!**0

年+易学与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易学卷(*#上海

古籍出版社
!**.

年$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

第
!"

卷 第
#

期

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作者自述此书的研究历时达十年之久$在诸多艰深的问题上#如)周易参同契*

其人其书"其天文学观念对理解内外丹的价值"利用易卦象"孟京卦气说以及五行数等建构天文历法"炼

丹模型以及其外丹术的化学实验与反应过程等问题上#都得出了合理的研究结论$萧汉明先生还对)周

易参同契*作了校释#对它的篇章结构作了重新整理与编排#以恢复此书在两晋时期流传的基本面貌$

正是这样#萧先生的)2周易参同契3研究*被认为是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周易参同契*的专著$

萧汉明先生的道家思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对老子庄子思想的研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是对

老子+道德论,宇宙论与庄子+性命论,自然哲学思想的研究$对于老子道德论的宇宙论#萧汉明先生不

但分别考察了+道,与+德,各自的具体内涵#而且具体分析了道向德的嬗变问题$他认为#老子之+道,#

是宇宙的潜在状态#是对宇宙源头的构想#它具有无限性"连绵性与网状性$萧汉明先生认为#此+道,不

应该看做是某种绝对化的观念性实体#而毫无疑义它具有物质的属性#老子描述道时一会儿+有物,#一

会儿+无物,#这种表述方式只是针对可被直接感知的物而言#并非针对物质$这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好地

解决了+道,的性质及其唯物唯心问题$关于+德,#萧汉明先生认为它是宇宙的实现形态#是对现象世界

的观察与思考$而万物负阴抱阳#弱者道之用#反者道之用等等即通过观察与思考现象世界而得出的见

解$道需要向德嬗变才能产生天地万物#可是两者之间嬗变的动因问题#老子却只字未提#这是由老子

对道的静止本性规定造成的$这个问题在)冠子*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此外#老子对德这一层面

万物发展变化的动因+势,作了揭示#但对于万物何以会呈现千差万别#却没有给出回答#这给庄子的自

然哲学提供了生长点#并在庄子的自然哲学中得到弥补和充分发展$

关于庄子哲学思想体系#萧汉明先生认为它是从全面接受老子道德论而形成的#它+以性命说为理

论基石#以观物论"人性论"社会论为视阈#以道性二重观为方法论#最后以适性"因顺"无为的逍遥境界

为人生的追逐目标#并为此设计了一套合理的社会机制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

!把庄子的性命说

视作庄子全部学术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和思想主干#并且作出合情合理的论证#应该是萧汉明先生研究

庄学乃至整个道家之学最为创新之处$

此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关于庄子思想发展的线索以及)庄子*篇目的作者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萧

汉明先生的基本立场是#)庄子*全书含有庄子本人思想发展的线索#其间允许庄子思想前后有不一致之

处#这是体现其思想发展之处$具体而言#萧先生主张庄子思想有一个由儒入道的过程#所以不妨视)庄

子*全书诸篇为庄子本人思想发展的体现$关于庄子由儒入道早有学者如钟泰等作了揭示#但萧先生进

一步以+养生论,为主题揭示了庄子思想由儒入道过程中养生思想的转折变化与发展#某些篇目可以对

应某一阶段的思想状况$)庄子*篇目的作者问题是极难考证的#很多学者从事于此#但大都主观性见解

为多#因而收效甚微$对此#萧汉明先生注重思想家的思想发展线索这一方法#很有启发意义$

除了老庄思想#他还对黄老思潮"玄学思潮"重玄思潮#对长江流域的道家或持有或评论了道家思想

的思想家如嵇康"杨泉"陶潜"范缜"诗人李白"陆希声"罗隐"王荆公"苏辙"朱熹"吴澄"王夫之"魏源等人

的思想作了系统阐述$其研究成果结集于)道家与长江文化*这本专著中$

三"中国古代自然科学"诸子学及中国哲学缘起之研究

除了对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研究#萧汉明先生亦对某些具体而专门的古代自然科学有研究#当然#

这些自然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有的也仍然是自然哲学$比如#在)王船山贫乏的天文知识及其追求实证的

时代倾向*&)船山学刊*

"##0

年第
"

期(")2太一生水3的宇宙论与学派属性*&)学术月刊*

!**"

年第
"!

期(以及对于)周易参同契*的研究中都涉及了对古代天文学或宇宙论的研究$在)2周髀3+周公与商高

对话篇,"+荣方与陈子对话篇,与2易'系辞3*&载刘大钧主编)大易集奥*#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一

文中研究了古代天文学中的盖天说与古代数学思想$关于易经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有)欧洲近代的科技

之路不是唯一的发展向度111与杨振宁先生商榷*&载杨猛)杨振宁指易经阻碍科学#众学者质疑*#)北

'

/!

'

!

萧汉明!)道家与长江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
!**0

年#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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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科技报*

!**,

年
#

月
!!

日(和)太极#科学与伪科学*&7比利时8)太极科学*

"##.

年第
+

期(等文作过

讨论$

除了对上述问题以及道家诸子思想的研究之外#萧汉明先生还对其他诸子如苏秦"观射父"管子"孙

子思想等作过别有新意的研究$萧先生博大而专精的学问气象#在中国哲学界是人所共知的$其相关

论文主要有!)苏秦生平考略*&载丁四新)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第二辑(#湖北教育出版社
!**-

年("

)论苏秦的外交思想*&载丁四新)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研究*&第二辑(#湖北教育出版社
!**-

年(")观射

父111春秋末期楚国宗教思想家*&)江汉论坛*

"#/+

年第
0

期(")2管子3的卫生之经与杨朱学派的养生

论*&)诸子学刊*

!**.

创刊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2孙子兵法3是一部系统工程学*&)孙子学刊*

"##-

年第
!

期(等$

萧汉明先生治学注重追本溯源$弄清源头#有助于理解其流与发展$关于中国哲学之源起问题#是

萧先生很早就进入的一个论域$他主要论及了以下三大问题#一是远古初民原始宗教观念的变迁与转

向#二是春秋时期人文精神的勃兴及此时代下哲学巨子的思想创造成果#三是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

最大背景观念之一的阴阳五行观$

四"哲学原理之思

萧汉明先生的学术研究主要体现在上述哲学史领域诸专门之学#而其实从)船山易学研究*开始#他

就一直把某种哲学原理之思贯穿在他整个研究之始终$其哲学原理方面的思考成果#主要体现在对网

络性思维特征的揭示#对辩证法理论形态的区分上#而其宗旨就在于促使传统哲学现代化$

萧先生很早就形成了关于辩证法理论形态的思想#但更加自觉而明确地从理论上提出并界定+辩证

法理论形态,的还是近年进一步思考的成果$)河北学刊*

!**/

年第
!

期发表了他的)辩证法理论形态

刍议*一文$他首先明确将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区分为辩证法的分析形态&即分析型辩证法(与辩证法的

综合形态&即综合型辩证法(并作出界定$他指出#从复杂的矛盾系统中找出一个主要的矛盾#并着重探

讨其自身蓬勃展开的内在根据与运动轨迹#这种从综合走向分析的辩证法思维路向#可以界定为+辩证

法的分析形态&即分析型辩证法(,%而从总体上把握一个复杂的矛盾系统#探讨事物之间的复杂的联系

形式#这种从分析走向综合的辩证法思维路向#可以界定为+辩证法的综合形态,&即综合型辩证法($两

者是辩证法不可分离的两个组成部分#互相之间有着密切关联$而综合型辩证法的提出#只是为了使辩

证法得以进一步充分拓展与完善#而不是对辩证法本身的消极否定$

然后#萧先生指出了综合型辩证法的理论依据$其理论依据依然是建立在对存在的理解之上$他

认为存在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将存在看作既是自身状况又不是自身状况#一切都在流动与变化的过程

之中#因此存在是不断通过自身的否定与再否定作用得以实现的$这一含义是辩证分析法所彰显的$

存在的另一重要含义#就是任何存在都是通过互相联系得以实现的#抽掉了互相联系#没有一物或一种

思想能够独立孤存$存在的这重含义往往由于分析法的盛行而被掩盖$尽管分析法也可能注意到事物

之间的互相联系#但并不是将这种联系看作存在的本质体现$对于存在之本质特征的看法决定了辩证

思维本身的类型$

最后#萧先生论证了目前从理论上建构综合型辩证法#在既有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可能性与现实实践

上的必要性$从既有思想资源上来看#现代科技哲学的发展已经为综合型辩证法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思

想资源#在
!*

世纪西方世界先后出现的诸如系统工程理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学说#都是在探讨一定学

科领域范围内所形成的有关事物之间互相关联的思维形式$此外#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也有着综合型

辩证法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如易学系统中利用易象建构的各种模型"中医学的脏象学说与五行理论"兵

家的系统工程理论"战国纵横家的外交思想"佛学中的缘起说等等#都有对各个领域之间复杂联系的深

刻描述$再从实践的需求上看#以分析型辩证法作为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民经

济发展的步伐$那种忽略产业链上各个环节之间互相依存与互相制约的关系#孤立地片面地盲目地扩

大某种产业#往往造成了国民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与局部领域过热的经济泡沫$而目前的科学发展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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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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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要求哲学从思维科学的高度提供相应的方法论#为产业链诸多环节之间的关系以及产业链与产

业链之间的关系建构若干功能模型#以确保宏观调节能随时控制好国民经济诸多门类的综合平衡发展$

除了从纯理论上作出如上分疏#萧汉明先生还尝试着具体运用中国传统自然哲学中的某种综合型

辩证法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由此实现综合型辩证法在实践上的运用$萧先生

首先从中国传统自然哲学如易学的错综说"中医学的五脏河图模型与五运六气学说发掘出其中的平面

或立体的网络性思维特征$在对五行学说的全面考察中#他指出五行生克机制所反映的是一种有序的

网状的自组织功能$对思维网状或网络性特征的揭示#使萧先生提出了+网络思维,这样一种具体的思

维方式#并把它当作+综合型辩证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所探讨的是复杂系统内部诸多子系统之间纵横

交织的网络结构的一种思维方式,

!

$

五"结
!

语

萧汉明先生其为学也专精深广"博而有约#其为人也宅心仁厚"处事淡然$他以好之乐之的心态#甘

坐冷板凳"愿啃硬骨头%以求真探索的精神#能披沙拣金"探骊得珠$其学自哲学史入#以史为主#由史出

论#史论结合$有所论必结合时代特征"经史文献"自然科学思维成果#而不作空泛之论$其哲学方法论

在批判中西近代分析型辩证法形态"发掘西方科技哲学成果与中国古代网络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导入当

代哲学方法即综合型辩证法的发展之路$其学问之要在中国古代自然哲学#而发之于易学"宗教学"中

医学"道家"道教"政治学"军事学"诸子之学以及古代天文学"冶金术"化学"药学"人体生命科学"数学等

诸多自然科学诸领域%结穴于船山易学"象数易学"河图五行生成图式"阴阳五行模式"中医理论体系"

)周易参同契*内外丹以及老子道德论"庄子性命论诸问题$其以自然哲学为背景深入探讨社会哲学"人

文精神和道德哲学的思路#在当前中国哲学界不失为一种新思路$其哲学之要在思维方式#区分出分析

型辩证法与综合型辩证法#并以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网络思维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而关于辩证思

维方式的思考乃是贯穿于萧先生所有具体领域与问题之研究的一条主线#这充分体现了萧先生自觉的

哲学意识$同时#萧先生亦有自觉而深切的现实关怀$其学问之对象虽至古#而其欲发用之所在却至

近%其致思之所在在自然#而其最终之关切却在社会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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