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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

— 先秦朴素系统观初探

徐 水 生

普通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曾指出
:“

我们要是正确地提出和评价现代系统论
,

就不能

把它看作时髦一时的产物
,

而应把它看作与人类思想史交织发展的一种现象
。 ”

他并以亚里士

多德为例
,

认为
“

从最古时代起
,

在欧洲哲学中就存在着系统的观念
” 。

①如果细读中国传统文

化的典籍
,

就会发现其中也蕴藏着丰富的系统观念
。

中国的朴素系统观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

期
,

就已初具规模
,

它为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

并对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具有

重要启迪作用
,

因而值得学术界高度重视和认真发掘
。

关于有机整体的观念

现代系统观认为
,

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性
。

先秦文化中就表现了大量的朴素整体观念
。

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 尚书
·

洪范》篇
,

它说
:

“

五行
:

一曰水
,

二日火
,

三日木
,

四日金
,

五日土
。

水曰 润下
,

火日炎上
,

木日曲直
,

金 日

从革
,

土爱稼稿
。

润下作咸
,

炎上作苦
。

曲直作酸
,

从革作辛
,

稼墙作甘
” 。

这里不仅指出了

水
、

火
、

土
、

金
、

木的秩序和性质
,

而且将它们合为整体
,

共称
“

五行
” 。

其主要 目的是将
“

五

行
”

的整体思想作为一种观察世界
、

处理问题的方法
,

认为世界万物是由五种基本原素 组 成

的
,

因而处理事情也要从多方面考虑
。

所 以在此基础上
,

它又提出了
“

五事
” 、 “

五纪
” 、 “

五福
、 ”

“

五徽
” 。

所谓
“

五事
”

就是
“

一 日貌
、

二 日言
、

三曰视
、

四 日听
、

五 日思
” 。

只有结合这五个方

面
,

才能通晓全盘
,

明辨一切
,

谋事成功
。

所谓
“

五纪
” ,

就是
“

一 曰岁
,

二 日明
,

三 日 日
,

四日

星辰
,

五日 历数
。 ”

这里的
“

岁
”

是指春耕
、

夏耘
、

秋收
、

冬藏的一个周期
, “

月
” “

日
” “

星
” ` 、

辰
”

是指天象
, “

历数
”

是指已掌握的天文运动变化规律
。

它劝戒人们办事要与天象相协调
,

兼顾

各个方面
。

所谓
“

五福
” ,

就是
“

一 曰寿
,

二日富
,

三 日康宁
,

四 日枚好德
,

五日考终命
” 。

这

里把 长寿
、

富贵
、

平安
、

有美德
、

老有善终五个方面合起来
,

叫做全好 (
“

福
”
)

。

所谓
“

五微
”

就是
`

旧雨
、

曰暖
、

曰懊
、

日寒
、

日风
” 。

认为气候整体合谐
,

农作物 自然生长茂盛
,

倘若其

中某一种过多或某一种特别欠缺
,

那就会变成凶年
。

此外
,

《洪范 》还提 出了关于社会管理系

统的
“

八政
”

思想 ; 关于治政的
“

三德
”

思想 ; 关于戒人为恶的
“

六极
”

思想
。

总之
,

上述 以
“

五行
”

为基础的诸思想表现了一个核心观点
,

不论是 自然界
,

还是人类社会
,

每一事物都是一个由

多种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

因而可以说
,

《洪范 》篇的这些思想为中国古代系统观的发展奠定

了重要基础
。

春秋及其之后的哲学家也透露 了有机整体的观念
。

如惠施说
: “

至大无外
,

谓之大一
。

至

小无内
,

谓之小一
” 。

②这里的
“

一
”

就是指一个有机的整体
。

他直观地猜测到无法测量的宏观



世界是一个大整体
,

而很难看清的微观世界是一个小整体
。

总之
,

现实世界的事物不论大小
,

它们都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
,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整体观点
。

荀子说
: “

天

有其时
,

地有其财
,

人有其治
,

夫是之谓能参
” 。

③ 《 易传 》作者也说
: “ 《 易》之为书

,

广大悉备
,

有天道焉
,

有人道焉
,

有地道焉
” 。

④他们不是把天
、

地
、

人分割开来
,

而是看成一个有机联

系的整体
,

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 自然界与人类和谐的
“

天人合一
”

整体思想的形成铺垫

了坚厚基石
。

先秦的政治思想中
,

也有明显的整体观念
。

韩非指出
: “

法者
,

宪令著于官府
,

刑罚必于

民心
,

赏存乎慎法
,

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 , “

术者
,

因任而授官
,

循名而责实
,

操杀生之柄
,

课群臣之能者也
” 。

⑤
“

势者
,

胜众之资也
” 。

⑥ 他用整体的观点把
“

法
” 、 “

术
” 、 “

势
”

三者结合

起来
,

形成了一套完备的法术论
,

从而克服了商较
“

重法
” 、

申不害重
“

术
” 、

慎到重
“

势
”

各 自

强调一面的片面性
。

此外
,

韩非还用整体的观点论证了政治取胜的条件
: “

明君之所 以立功成

名者四
,

一日天时
,

二日人心
,

三日技能
,

四日势位
” 。

⑦ 认为要做一个成功的国君
,

取决于

四个重要条件
,

即客观时机
、

民心所向
、

统治技能
,

所掌权力或所处地位
,

四者缺一不可
。

先秦军事思想中也表现了不少整体观点
。

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
,

孙武认为不是决定于一

种因素
,

而是取决于多种因素
,

即
“

主孰有道 ? 将孰有能? 天地孰得? 法令孰行 ? 兵众孰强 ?

士卒孰练 ? 赏罚孰明 ? 吾以此知胜负矣
” 。

⑧ 这就从士兵的质量
、

数量
,

谈到将军的能力
、

国

君的政策
,

从赏罚的严明
、

法令的执行论到天时地利
,

透露 出了明确的整体观点
。

孙殡也有

类似的观点
,

他认为真正掌握了战争规律的人
,

就能
“

上知天之道
,

下知地之理
,

内得其民之

心
,

外知敌之情
,

阵则知八阵之经
。 ”

⑨就战争而言
,

天
、

地
、

民
、

敌
、

阵 (行军阵法 ) 是一个

有机联系的整体
,

只有用这个观点加以指导
,

才能取得每场战争的胜利
。

孙武
、

孙殡的这些

思想对中国后代军事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

先秦医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一

《黄帝内经》 L的整体观点更加突出
。

首先
,

它认为人体是

一个有机整体
,

由心
、

肺
、

肝
、

胆
、

暄中
、

脾
、

胃
、

大肠
、

小肠
、

肾
、

三焦
、

膀胧所组成
。 “

凡

此十二官者
,

不得相失也
” 。

@其次
,

它强调治病也要坚持整体的观点
: “

圣人之治病也
,

必

知天地阴阳
、

四时经纪
、

五藏六府
、

雌雄表里
、

刺灸贬石
、

毒药所主
、

从容人事
、

以明经道
、

贵贱贫富
、

各异品理气 L这就是说
,

治病不仅要了解人体
,

而且还要深知疗法
、

药物
、

天文
、

地理及人事
,

这些与人体合成丁一 个更大的有机整体
。

再次
,

它突出了
“

五行
”

整体观的重要

地位
, `

味五运阴阳者
,

天地之道也
,

万物之纲纪
,

变化之父母
,

生杀之本始
,

神明之府也
,

可不通乎 ! ”

L所谓
“

五运
” ,

就是由木
、

火
、

土
、

金
、

水五气构成
,

按五行结构法则组织起来的

整体
。
《黄帝内经》认为

,

这是自然界运动的根本规律
,

万物变化的基础
,

人体生长消亡的奥

妙所在
。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观点
。

正因为如此
,

所以《黄帝内经 》提出的脏腑学说
、

经络学

说
、

病机学说
、

运气学说
、

方剂学说
,

无一不渗透着整体的观点
,

应该说
,

整体观是该书内

容的精髓
。

除了医学外
,

先秦农学中也蕴藏了一些整体观念
。

《 吕氏春秋
.

审时》说
: “

夫稼
,

为之者

人也
,

生之者地也
,

养之者天也
” 。

认为庄稼的丰收
,

必须依靠人的劳动
,

地的营养
,

天的滋

荆三者的配合
,

否则就不可能获得
。

关于层次与联系的观念

先秦系统观中还表现了层次性的观念
,

如老子说
: “

道大
、

天大
、

地大
、

王亦大
” 。

这里



的
“

大
”

有整体的含意
, “
王

”

是指人中之王
。

又说
: “

人法地
,

地法夭
,

天法道
,

道法 自然蕊
”

G

这是说
,

人是地这个整体中的一个要素
,

地又是自然界 (夭 )这个整体中的一个要素
,

天又是
“

道
”

这个整体中的一个要素
。

这种层次的序列就是人一 ~ 地一 , 自然界一~ 道 、 一个层次比

一个层次高
,

一个整体比一个整体大
。

军事思想家孙武这方面的观点就更加明显
。

他认为
,

一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五个要素
,

“

一 日道
,

二日天
,

三 日地
,

四日将
,

五曰 法
” 。 (

功而这五个要素又各自形成了小整体
。

如
“
道

’ ,

(政治方面 ) 包括有君民上下同心
,

民听从命令
,

民不狡诈等
。 “

天
”

(自然气候 ) 包括有睛雨
、

昼夜
、

寒暑
、

暖凉等
。 “

地
”

(地形、 包括有高下
、

远近
、

险易
、

广狭
、 `

死生等
。 “

将
”

(将 领 素

质 ) 包括有智
、

信
、

仁
、

勇
、

严等
。 “

法
”

(部队的制度 ) 包括有曲制
、

官道
、

主用等
。

此外
,

他

还对决定战争胜负的另外要素给予了进一步分析
,

如关于使用间谍
,

其内容
“

有五
:

有因间
,

有内间
,

有反间
,

有死间
,

有生间
” 、 L 自成一有机的小整体

。

关于火攻也是如此
, “

一曰 火

人
,

二曰火积
,

三日火辅
,

四 日火库
,

五日火队
” 。

⑥孙武在这里表现了较为突出的整体层次

性观点
。

《管子》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
。

它认为
,

治理国家的大法主要 由五项重要措施或要素
,

即
“

德
、

义
、

礼
、

法
、

权
”

所组成
。

而每个要素又各自形成了一个小整体
,

如
“

德有六兴
” .

即厚

生
、

输时
、

遗利
、

宽政
、

匡急
、

振穷
; “

义有七体
” ,

即养亲
、

事君
、

行礼
、

辟刑
、

备饥
、

备

祸
、

备冠
; “

礼有八经
” ,

即
“

上下有义
、

贵贱有分
、

长幼有等
、

贫富有度
” ; “

法有五务
” ,

即
“

君择臣而任官
,

大夫任官辩事
,

官长任事守职
,

士修身功材
,

庶人耕农树艺
。 ” “

权有三度
” ,

即
“

上度之天祥
、

下度之地宜
、

中度之人顺
” 。

L 这里以朴素形式向人们展示了系统与子系统

的层次联系图
。

《立政》篇也说
: “

治国有三本
,

而安国有四固
,

而富国有五事
” ,

并对
“

三本
” 、

“

四固
” 、 “

五事
”

的内部要素给予了整体分析
。

虽然这里带有明显的封建主义的痕迹
,

但是它

确实表现了我国古人在治理国家问题上的深刻整体观点
。

先秦文化在注意整体层次性的同时
,

还特别重视各层次之间的有机联系
。

《黄帝内经决说
:

“

肝生筋
,

……在窍为目 , ……在志为怒
。 ·

一心生血
,

… …在窍为舌
,

……在志为喜
。

……

脾生肉
:

… …在窍为口
,

……在志为思
。

…… 肺生皮毛
,

… …在窍为鼻
,

……在志为忧
。

…

… 肾生骨髓 ,

… …在窍为耳
,

……在志为恐
” 。

L这 里指出了肝
、

心
、

脾
、

肺
、

肾的
“

五脏
”

层

次与目
、

舌
、

口
、

鼻
、

耳的
“

五官
”

层次的结构联系
,

和与
“

怒
、

喜
、

忧
、

悲
、

恐
” “

五情
”

的功

能联系
。

该书的《五脏生成篇 》又说
: “

心之合脉也
,

其荣色也
,

其主肾也
; 肺之合皮也

,

其荣

毛也
,

其主心也 , 肝之合筋也
,

其荣爪也
,
其主肺也

; 脾之合肉也
,

其荣唇也
,

其主肝也 ;

肾之合骨也
,

其荣发也
,

其主脾也
。

… …故心欲苦
、

肺欲辛
、

肝欲酸
、

脾欲甘
、

肾欲咸
,

此

五味之所合
,

五脏之气也
。 ”

这里将五脏与五体 (筋
、

脉
、

肉
、

皮毛
、

骨 )
、

五味等层次的有机

联系阐述得非常细致
。

先秦文化除了注意到事物整体内部的层次性外
,

还强 i周整体内部与外部环境的有机联系
。

《 吕氏春秋》从农学角度指出 , “

春之德风
,

风不信其华不盛
,

华不盛则果实不生
;
夏之德暑

,

暑不信其土不肥
,

土不肥则长遂不精
;
秋之德雨

,

雨不信其谷不坚
,

谷不坚则五种不成 ; 冬

之德寒
,

寒不信其地不刚
,

地不刚则冻闭不开
” 。

L 这里把农作物的发芽
、

生长
、

开花
、

结果
-

的过程看成一个整体
,

并认为这个整体与四季的风调雨顺有着密切的关系
。

《黄帝内经 》较深刻地指出了人体与外在环境的联系 (就客观世界这个大整体而言
,

人体与

外在环境的联系也可称之为不同层次的联系 )
, “

天食人 以五气
,

地食人 以五味
。

五气入鼻
,

藏

于心肺
,

上使五色修明
,

音声能彰
; 五味入口

,

藏于肠胃
,

味有所藏
,

以养五气
。

气和而上
,



律液相成
” 。

@
“

五气
”

是指躁
、

焦
、

香
、

腥
、

腐
。 “

五味
万

是指酸
、

苦
、

甘
、

辛
、

咸
。

《黄帝内

经 》认为
,

操气入肝
,

焦气入心
,

香气入脾
,

腥气入肺
,

腐气入肾
;
酸味入肝

,

苦味入心
,

甘

味入脾
,

辛味入肺
,

咸味入肾
。

自然界的五气五味入于人体
,

或从肺以及于诸藏腑
,

或从胃

以及于诸脏腑
,

都能有助于人体生活机能的正常进行
。

不仅如此
,

自然界中一年四季的气候

变化
,

对人体的机能活动也有重要影响
。 “

心者
,

生之本
,

神之变也
,

其华在面
,

其充在血脉
,

为阳中之太阳
,

通于夏气
。

肺者
,

气之本
,

魄之处也
,

其华在毛
,

其充在皮
,

为阳中之太阴
,

通于秋气
。 ’
肾者

,

主蛰
,

封藏之本
,

精之处也
,

其华在发
,

其充在骨
,

为阴中之少阴
,

通于

冬气
。

肝者
,

罢极之本
,

魂之居也
,

其华在爪
,

其充在筋
,

以生血气
,

其味酸
,

其色苍
,

此

为阴中之少阳
,

通于春气
” 。

L这是说
,

夏季火热最盛
,

有助于心的阳宣 , 秋季金气正隆
,

有

助 于肺的肃降
;
冬季水寒凝固

,

有助于肾的蛰藏
;
春季木气和畅

,

有助于肝的生发
; 长夏 (土 )

是一年当中百物盛大
、

变化成熟的季节
,

有助于脾胃等器官的消化传导等作用
。

该书还进一

步指 出
:

不利的外在环境
,

造成人的心情状况不佳
,

从而也会影响人的五脏和身体
,

如
“

怒伤

肝
, …… 喜伤心

, … …思伤脾
, ·

一忧伤肺
,

…… 恐伤肾
” 。

⑧ 《黄帝内经》 以上思想实际上蕴藏

了一个重要
一

的观点
:

人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

关于动态与平衡的观念

先秦文化中还蕴藏着整体的动态租平衡的观念
。

荀子从横的方面展示了整体的运动
, “

列

星随旋
,

日月递招
,

四时代御
,

阴阳大化
,

风雨博施
,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

各得其养以成
” 。

@ 这是说
,

在自然界这个整体中
,

众星
、

日月
、

四季
、

风雨等各小整体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
。

《 吕氏春秋》从纵的方面指出了整体的发展
: “

物动则萌
,

萌而生
,

生而长
,

长而大
,

大而成
,

成乃衰
,

衰乃杀
,

杀乃藏
,

圆道也
” 。

L这是说
,

任何一个有机整体的运动过程都有萌芽
、

生

长
、

成熟
、

衰亡等几个阶段
。

、

先秦思想家在此基础上
,

还指出了整体运动的原因和根源
。

《易传》作者说厂观变于阴阳

而立卦
,

发挥于刚柔而生艾
” 。

L认为《周易》卦象 (整体 )的变化起源于阴和阳的对立
,

阴阳柔

刚作用的发挥是事物变化的根据
。

不过
,

这里还带有某些神秘主义的倾向
。

荀子说
: “

天地合

而万物生
,

阴阳接而变化起
。 ”

@ 这就明确指出了阴阳的对立统一是有机整体运动的原因
。

《黄

帝内经》作者说
: “

言人身之阴阳
,

则背为阳
,

腹为阴
。

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
,

则脏者为阴
,

腑者为阳
。

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
,

胆
、

胃
、

大肠
、

小肠
、

膀肤
、

三焦六腑皆为阳
” 。

L
“

阴阳

相错
,

而变由生也
。 ”

L认为人的生命发展就在于人体内部阴阳两大类器官的交错作用
。

平衡是整体存在的前提
,

先秦诸子认为平衡的方法主要有两种
,

一种是内部的相互调剂

即
“

和
” 。

如晏婴说
: “

和如羹焉
。

水火
、

酸酸
、

盐梅以烹鱼肉
,

掸之以薪
,

宰夫和之
,

齐之以

味
,

济其不及
,
以泄其过

” 。

他认为
“

和
”

的作用能够调剂系统中某些要素的不足 (不 及 ) 和 多

余 (过 )
,

使系统的整体功能达到正常的发挥
。

音乐也是如此
, “

清浊
、

小大
、

短长
、

疾徐
、

哀

乐
、

刚柔
、

.

迟速
、

高下
、

出入
、

周疏
,

以相济也
” 。

L这个
“

相济
”

就是指整体平衡
。

他甚至认

为治政也同
“

羹
” 、 “

声
”

一样
,

保持内部平衡
,

才能使政权稳固
。

老子把这种
“
和

”

的作用提到了

世界观的高度
, “

万物负阴而抱阳
,

冲气以为和
” 。

@ 认为任何事物都需要这种
“

和
”

来达到平

衡
。
《 中庸》一书进一步强调了这种

“

和
”

的地位
, “

喜怒哀乐之未发
,

谓之中
,

发而 皆中节
,

谓

之和
。

中也者
,

天下之大本也
; 和也者

,

天下之达道也
。

致中和
,

天地位焉
,

万物育焉
” 。

认

为平衡 (
“

中和
”

)是 自然界稳定
、

万物生长的基础
。
《黄帝内经》认为

,

保持人体各机能的平衡
,



是长寿的重要条件
, “

谨和五味
,

骨正筋柔
,

气血以流
,

凑理以密
” , “

长有天命
” 。

否则
“

味过

于酸
,

肝气以津
,

脾气乃绝
。

味过于咸
,

大骨气劳
,

短肌
,

心气抑
。

味过于甘
,

心气喘满
,

色黑
,

肾气不衡
。

味过于苦
,

脾气不濡
,

胃气乃厚
。

味过于辛
,

筋脉沮弛
,

精神乃失
” 。

L总

之
,

失去 了平衡 (
“

过
”

)
,

就会引起肝
、

脾
、

心
、

肾
、

胃五脏的各种疾病
。

所以
,

它反复强调

这样一个思想
: “

调阴与阳
,

精气乃光
” 。

L

还有一种平衡整体的方法是
:

五行的相胜相生
。
《黄帝内经》说

: “

君火之右
,

退行一步
,

相火治之 ; 复行一步
,

土气治之
;
复行一步

,

金气治之
;
复行一步

,

水气治之
;
复行一步

,

木气治之
,
复行一步

,

君火治之
” 。

@ 这是讲五行的相生
,

其顺序是木生火
,

火生土
,

土生金
,

金生水
,

水生木
,

木又生火
,

以至循复无穷
。

该书又说
: “

木得金而伐
,

火得水而灭
,

土得木

而达
,

金得水而缺
,

水得土而绝
,

万物尽然
,

不可胜竭
” 。

L 这是讲五行相胜
,

其顺序是
:

金

克木
,

木克土
,

土克水
,

水克火
,

火克金
。

由此看来
,

五行系统中每一行都与其它四行发生

一定联系
,

每一行由于既生它
,

又被生
,

既克它
,

又被克
,

在总体上就呈现出动态的平衡
。

如以火为例
,

在正常的情况下
,

火受到水的制约
,

火虽然没有直接作用于水
,

但是火能生土
,

而土有胜水的作用
。

火通过生土间接地对水发生制约性的反作用
,

以使水对火的克制不致过

分
,

造成火的偏衰
。

火还受到木的滋助
,

同时火又通过生土
,

加强土对水的克制
,

削弱水对

土的滋养
,

从而使木对火的促进不会过分
,

保证火不发生偏亢
。

受作用者通过某些中间环节
,

反作用于作用者
,

产生调节的效果
,

使系统保持相对平衡
。

故《黄帝内经 》 日
: “

夫五运之政
,

犹权衡也
,

高者抑之
,

下者举之
,

化者应之
,

变者复之
,

此生长化成收藏之理
,

气之常也
” 。

迹

这是说
,

五行相胜相克的重要功能是起平衡的作用
,

如果发生了太过的情况
,

可以通过抑 制

以恢复正常 , 如果出现不足
,

可以进行补充
,

达到正常
,

以促进有机整体的生长变化
。

关于结构与功能的观念

产生于殷周之际的《易经》还蕴藏了结构与功能思想的萌芽
。

《易经》的基础是八卦
,

即乾

(三 )
、

坤住三)
、

震 (三 )
、

离 (三)
、

哭 (三 )
、

兑 (三 )
、

坎住 )
、

良 (三 )八个卦
,

其中 每 一 单 卦

都是由三个丈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系统
,

标志着一种特定的 自然事物
。

不同的卦有不同的结构
,

如震卦由两个阴丈一个阳丈构成
,

二阴艾在上
,

一阳艾在下
,

代表雷
。

良卦 由一阳艾二阴戈

构成
,

二阴艾在下
,

一阳丈在上
,

代表山
。

再拿六十四卦来讲
,

它们是由八卦相互重叠
,

演

化而成的
,

由于结构不同
,

所表现的功能就不一样
。

如泰卦 (髦 )
,

下乾上坤
,

喻意是小往大

来
。

否卦 (靠)下坤上乾
,

与泰卦结构中的阴阳艾位置相反
,

喻意是大往小来
。

既济卦 雇 ) 下

离上坎
,

喻意是利贞
。

未济卦 (垂 )下坎上离
,

喻意是无饮利
。

又如剥卦 (奎 )
,

五阴艾在 下
,

一阳交在上
,

喻意为
“

不利
” 。

复卦 (璧 )
,

一阳丈在下
,

五阴交在上
,

喻意为
“

利
” 。

涣卦 (匀
、

最上面是阳艾
,

最下面是阴艾
,

意谓
“

利贞
” ,

节卦 (奎 )最上面为阴艾
,

最下面是阳丈
,

意谓
“

不可贞
” 。

这表明古人 已朦胧意识到
,

事物整体结构的变动对事物功能起着一种决定性的作

用
。

有趣的是
,

庄周通过幽默
、

诙谐的笔调也透露 出了以上思想
: “

狙公赋芋
,
日 : `

朝三而

暮四
’ ,

众狙皆怒
。

曰
`

然则朝四而暮三
, ,

众狙皆悦
。

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
。 ”

L这虽然是一

段寓言
,

但其中也蕴藏了功能随着结构而变化的观念
。

孙武更明确地认识到了此点
。

他说
:

“

声不过五
,

五声之变
,

不可胜听也
;
色不过五

,

五色之变
,

不可胜观也
; 味不过五

,

五味之变
,

不可胜尝也
。

战势不过奇正
,

奇正之变
,

不可胜穷也
” 。

L这里的
“

变
”

就是指整体的结构变化
,



喇
胜

”

是指无穷的功能变化
,

他初步认识到结构的调整
,

一定会带来不同的功能
,

并以此方法

来指导战争
. ,

阐明各种战术
,

写 出了至今仍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军事论著
。

《黄帝内经 》的方剂学说中也蕴藏了结构与功能的观念
。

它说
: “

主病之谓君
,

佐君之谓臣
,

应 臣之谓使
” 。

L结合其它篇章来看
, 《内经 》的基本观点是

,

每一个方剂系统都应该由君
、

臣
、

佐
、

使四部分组成
。

君药是针对主症所下的
,

在一方中起主要作用的药物
; 臣药是加强和辅

助主药的药物
; 佐药是帮助主药祛除次要病状

,

以及制约君药
,

以防其药性过偏
;
使药有两

种作用
,

一是为了通行引导
,

将药剂的效力引至病所
,

另一是为了调和诸药
,

使它们能够协

调统一
。

这里的药物主要指含酸
、

苦
、

甘
、

辛
、

咸
“

五味
”

的百草
。 “

五味
”

在方剂系统中摆出

不 同的结构
,

于是便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医疗功能
。

如
“

风淫于内
,

治 以辛凉
,

佐以苦甘
,

以甘

缓之
,

以辛散之
。

热淫于内
,

治以咸寒
,

佐以甘苦
,

以酸收之
,

以苦发之
。

湿淫于内
,

治 以

苦热
,

佐以酸淡
,

以苦燥之
,

以淡泄之
。

火淫于内
,

治以咸冷
,

佐以苦辛
,

以酸收之
,

以苦

发之
。

燥淫于内
,

治以苦温
,

佐以甘辛
,

以苦下之
。

寒淫于内
,

治以甘热
,

佐 以苦辛
,

以咸

泄之
,

以辛润之
,

以苦坚之
。 ”

L 从中可以看出一个鲜明的朴素系统观点
,

相同的要素在整体

中展开不同的结构
,

于是就表现 出不同的功能
,

结构决定功能
,

功能反映结构
。

此外
, 《内经 》

关于同病异冶
、

异病同治的原则也表现了结构与功能的观念
,

值得注意
。

关于先秦系统观的评估

先秦文化中丰富的整体思想有其显著的特点
:

第一
,

它坚持用整体的观点看待 自然
、

人

体
、

军事
、

政治
、

社会
,

认为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不是一种因素组成和决定的
,

而是有机整

体的联合作用
。

认识和处理事物
,

首先要从整体着想
,

这是其思想的核心
。

第二
,

它认为
,

整体中的各要素也是一个单独的小整体
,

并且整体内部与外部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

第三
,

它承认整体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
,

并具有内在的动力和维持内部平衡趋向的能力
。

第四
,

它强调整体内部存在着一定的结构
,

结构的变动会导致整体功能的转换
。

第五
,

它是一种未

对事物细节进行精密分析的笼统
、

直观的认识
。

第六
,

它有时夸大了外界环境对事物整体的

作用
,

并用循环论的观点解释整体的运动
。

尽管它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

但是完全可以

看 出
,

它以朴素的形态表现了现代系统论的某些思想
,

因而将它称之为
“

先秦系统观
” ,

实不

过分
。

先秦系统观的产生
,

首先是由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处在
“

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

方面来观察
”

的程度上
。

当时自然科学还没有真正形成对客观世界各个局部
、

细节的分门别类

的研究
,

人们认识的重点在于从整体上来笼统地描述世界
。

其次
,

是 由于人们试图对世界复

杂性进行更合理的解释
。

世界千奇百怪的变化
、

战争反来复去的胜败
、

人体各种各样的疾病
,

迫使当时的先哲们用直观感觉到的金
、

木
、

水
、

火
、

土五种物质
,

东
、

西
、

南
、

北
、

中五个

方向
,

春
、

夏
、

秋
、

冬四季
,

天
、

地
、

人三者等有机整体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

再次
,

是由于

中国先秦文化中具有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

阴阳互补
,

常变渗透
,

中庸和谐等观点为先秦

系统观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土壤
。

先秦的系统观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它注重整体的观点
,

反过来又丰富了

中国古代辩证法关于联系
、

全面 的思想
,

促进了中国哲学
“

天人合一
”

思想的形成
。

它注重和

谐的观点
,

使中国美学长期以来坚持从个体与社会
、

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去寻求美
,

认为

审美和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从精神上有力地促进这种和谐统一的实现
。

它注重结构与功



能的观点
,

给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以极大启发
,

从而提出了许多灵活的战略战术
,

导演了一

幕幕威武雄壮的军事
“

话剧
” 。

它注重整体及其环境关系的观点
,

使中医注重认识人体中局部

与局部
、

局部与整体的有机联系
,

以及人体与生活环境的统一
,

从而在世界医学史上闪耀 出

灿烂的异彩
。

尤其是
,

它还直接指导了人们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
,

如战国时修建的都江堰就

是一例
。

都江堰由
“

鱼嘴
”

眠江分水工程
、 “

飞河堰
”

分洪排沙工程
、 “

宝瓶 口
”

引水工程三项巧

妙结合而成
,

这三个主体工程与 1 20 个附属渠堰工程形成相互联结的有机整体
,

缺 一不可
,

所

以才使汹涌的氓江急流驯服地灌溉 14 个县50 0余万亩农田
。

可以说
,

都江堰的完成就是先秦系

统观的一首颂歌
。

先秦的系统观可说是现代系统论的一 种原始形态
,

它能给人许多重要的启发
,

这里不妨

借助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
、

比利时科学家普里高津的两段话加以说明
: .

西方科学对 自然的看

法是确定论的
、

精确和解析的
,

而中国文化则是一种整体的
,

或现在我们称之为系统论的观

点
。 ”

@
“

西方科学和中国文化对整体性
、

协同性理解的很好结合
,

将导致新的自然哲学和 自

然观
” 。

L 普氏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指以先秦诸子学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
。

作为当代中国的理

论工作者
,

我们更应发掘民族文化中的这一瑰宝
,

让它在新的年代里焕发出更夺 目的光芒
。

注释
:

① 《普通系统论的历史和现状》 ,

载喀国外社

会科学》 1 9 7 8年 2期

② 《庄子
·

天下 篇》

③⑧ 《荀子
·

天论》

④ 《易传
·

系辞》

⑤ 《韩非子
·

定法》

⑧ 《韩非子
·

因情》

⑦ 《韩非子
·

功名 》

⑧L 《孙子兵法
·

计篇》

⑨ 《孙殡兵法
·

八阵》

L 关于《黄帝内经 》何 时成书
,

学术 界有不同

看法
,
有人认为它出自战国

,

有人则认为它产生在

秦汉之际
,
还有人认为它可能成书于西汉中期或晚

期
。

笔者同意战国说
。

@ 《黄帝内经
·

灵兰秘典论》

L 《黄帝内经
·

疏五过论》

L 《黄帝内经
·

天元 纪大论》

LL 《老子》 25 章
、

42 章

L 《孙子兵法
·

用间》

0 《孙子兵法
·

火攻》

L 《管子
·

五辅 》

L函 《 黄帝内经
·

阴 阳应 象大论》

L 《吕氏春秋
·

贵信 》

@ @ 《黄帝内经
·

六节藏象论》

⑧ 《吕氏春秋
·

圈道》

⑧ 《易传
·

说卦 》

@ 《荀子
·

礼论》

L 《黄帝 内经
·

金匣真言论》

L 《黄帝内经
·

天元 纪大 论》

L 《左传
·

昭公二十年》

L 《黄帝内经
·

生气通天论》

@ 《灵枢
·

根结》

L 《黄帝内经
·

六徽旨大论》

L 《黄帝内经
·

宝命全形论》

L 《黄帝内经
·

气交变大论》

L 《庄子
·

齐物论》

L 《孙子兵法
·

势篇》

@L 《黄帝内经
·

至真要大论 》

@ 《现代化 》 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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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杂志》 7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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