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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系——一种跨学科的形而泛学研究 

吴学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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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甩新形式论述泛系理论(一种哲学、非哲学与后现代系统科学)夏其多层网蝽垮域性 

以夏百科可络的形而泛学性，相对实现哲学与非哲学、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站夸、橱弃、互补与整 

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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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新论入十派，数理思想缘百家，哲悟旁通三十支，创论逾十千理法。 

作为一种多层网络型的跨学科新研究(一种哲学、非哲学与后现代系统科学)，泛系理论 

已入缘系统新论十派、数理思想百家，著名的国际系统科学学报、系统科学太辞典与世界数 

学家思想方法百彦特传均作了长篇报道，1996年在生命支持系统国际盛会会议期间，模糊 

数学之父扎德教授对许多专家说，中国泛系理论有深刻思想，有许多扬弃百家的哲理、数理、 

技理与艺理，要参考泛系理法来发展他们的研究，现在俄罗斯科学院正在组织一个非线性学 

派来与中国泛系合作，国际一般系统研究会也成立了泛系专业委员会，泛系信息已经入网国 

际 Intemeto 

泛系理论是倒重泛系的一种百科可络的形而泛学(见下)研究，努力强化百科千题之间 

的联系与中介互转，融普适性、确切性、具体性于一体，追求数理工医文社史哲多种专题的自 

刨一家之言，对古今中外、东西方文化的辩证综合进行一种能迎合未来的开拓。 

下面以一种特殊掠影方式简介泛系理论的框架、适用理法与进展。 

1 泛系理论的背景、基本概念和框架 

背景 ：万国互网、辩证综合、跨域一体、百科整合的大科学时代。 

没有宏观的、战略性、跨域性而宏微结合的具体研究．投有交缘性、横断性、综合性的具 

体创新开拓，没有跨学科和一体化的规划、运动或实践，没有敏变应需、敏变应急地跻身于万 

国互网的高新技术大潮的进取．没有大善化的改革开放．一个民族不可能登上哲学、数学、科 

技与文明的最高峰。 

形而泛学(泛系梦：泛系的一种理想化追求——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结合、扬弃与超越 

或深化)：不上不下，又上又下，瞻前顾后，亦左亦右，悟超悟介，兼里兼外，宏微局整，远近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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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真善美禅，跨域多层，数理工医，文社史哲，思接千载，凝视万里，举半反万，触类神通，泛 

系缘悟，泛缘无穷⋯⋯ 

泛系：广义系统、广义关系或它们的种种复合／广义系统／广义关系／泛 ★(转化／变变1 

对称／优化／生克1表里／观控／集散／供求1因缘⋯⋯) 

泛：泛化／广义化／泛系化／广泛联系性／中介互转性／大结合性／大善性／五互性／多层网 

联跨域结合／哲理数理技理一体化。 

系：系统、关系、联系或它们的种种复合。 

太善原则(理想的显生原则)：宏微局整远近纵横兼顾，多元综合协同优化发展。 

泛导：广义的变变关系或其运转(运算／转化)。 

五互：互联、互转 、互导、互生、互克。 

六易：(易经六易)：变易、不易、简易、容易、交易、平易。 

七要：广义的系统、关系、转化、优化／显生、对称／泛对称、变变／泛导、生克。 

泛系观：万事万物，百科千题，自成泛系，又互成泛系；自成泛系五互，又互成泛系五互i 

自成泛系泛导或泛导泛系，又互成泛系泛导或泛导泛系。 

泛化系统关系对称生克转化优化并微积，系联数理工医文社史哲真善美禅兼太极。 

爱因斯坦世界观(与泛系观对比)：整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微分方程所组成的。 

泛系观／美学太趋势：多元离即反传统，群落五互生克荣。 

泛系观1管理与营销的大善化趋势：内外供求索交显大我。 

泛系方法观 ：方法的本质，从泛系理论来看，就是显生泛系，特别是显生五互／七要／八 

悟．典型的是显生法，简化法，强化法，八悟法(见下)。。 

显生(西蒙满意原则的扩变，4o种类型)：广义的优化、扬弃、升华、包括广义的十优(优 

显、优选、优观、优控、优设、优创、优拟、优联、优协、优展)以及通常讲的最优、次优、次次优、 

多阶优化、综合优化、近优、优良、良好、兼顾、能行、现实、折中、妥协、满意(乐意)、必要、充 

分、充要、有效、及格、供求索交、达标、可充分观控建模、可再选的自由、某些禅化、相对容悖、 

弃小求大、委曲求全、简化窖悖速次优等等。 

2 泛 系理论的适用理 法 

泛系八悟 (特化显生法，各种方法的一个精缩影)：按太善原则来运筹广义的表里 (功 

能与结构)、变变(泛导)、机理、集散、观控、生克、供求、因缘(条件，充分性，必要性，“充要”， 

目标与手段。因果，内因．外因，广义环境)。 

五转法(特化显生法)：快鸟瞰，深显微 ，精缩影，优扩形，巧模拟。 

快深频原理(特化显生法)：(快鸟瞰、深显微、颡发问、举一反万理法)。 

泛系方法(太显生法)：表里变变蕴机理，集散观控生克力，供求因缘敏应需．三层八悟 

统筹宜，宏微五互悟六易，多源五转巧剪辑，简化容悖速欢优，自我非我变同异，主客环境联 

中介，分合转代分形奇。 

绿色文化泛系理法：大我显生，太善原则，四元统一 (真善美禅)，泛境协同(人与 自然1 

社会1自我／历史／未来)。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吴学谋：泛系—— 一种辟学科的形而泛学研究 3l 

博才运筹：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生存意识(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环境意识．世界意 

识。风险意识。有胆有识。跨域一体，数专多能，日理万悖，敏变应需，大我大着，泛境协同，绿 

色文化。 

未来教育大趋势：在未来万国互网、辩证综合、跨域一体、百科整合的大科学时代，教育 

的太变化、大趋势、大范畴、大理法有： 

大着原则，绿色文化，博才运筹，开放式。远距离，新工具(高新技术)，教师咨询化，终身 

教育，新学习内容上升为主导： 

(I)运筹／i生／应用／应酬爆炸式伤残或伪劣的信息／知识的能力与方法； 

(2)强化方法论与智慧高新技术，特别是简化法、强化法、泛系相对论方法与模拟仿真 

法和灵境技术以及运筹超繁生克动态对策大系统的强化简化显生法； 

(3)强化综合创造力、情绪智力、社会交际与组织运筹能力的学习与培养。 

泛系竞标律(竞标原则)：【按结合法(后果前因再后果，目标条件再目标⋯⋯)与显生法 

运筹广义的供求关系】一一_【m方(供，求)n方(供。求)】一一一【m方n方五互八悟，供求 

五互八悟。供求索交显因缘】⋯ 【设标，召标，竞标，夺标。达标】一一_【自我实现，大我显 

生，太善显生】。 

层标模型(广义供求矛盾方程与求解，大着原则，显生原则与方法、竞标原则，遗憾原则、 

现实原则、协同原则、价值原则、效用原则、教育原则、博才原则、绿色文化、技巧原则、社会哲 

学、艺术哲学、真着美禅的相对性、对策论的泛系数学基础)： 

(Ai，Bj， )★(sI，Dm，Bn)★Fp★Rq★Wr⋯ 5—8一DSPP【(i，j。k)诸方五互八悟。供 

求五互八悟，供求索交显因缘】一一一【设标。召标，竞标，夺标，达标】一一一【自我实现／自我 

显克，大我显生／显克。大善显生／大恶】。 

这里，A，B，c，s。D，E，F，R。w，分别代表大系统(巨系统、超系统、宏系统)、系统(中系 

统)、子系统(分系统、微系统)、广义的供、求、供求规范(竞争分配规范)、其它 目标、社会关系 

(泛系关系)、泛权(广义权重、质量、远近、度量、量化、异同、泛序)，它们本身又可以为多维向 

量；j，j，k，I，m，IL’p，q，r等为编号或参量。 

遗憾原则(22条，显生的现实基础)：广义供求相对律社会／经济／市场／事业／善恶／价 

值(价值观)胜 克／苦乐／人生／爱恨／家庭屈 友／亲仇／阶级／宗教IzE义／信仰／分合／名利／权 

谋／zE~ ／自我。 

社交才能(100)。情绪才能(25)，刨新才能(5)。袭承才能(1)。 

协同法(协同36计，特化显生法)：抓大局，救其急，挖潜力，应其需。避其难。促其蔷，受 

其管，遵其范，敬其业，惯其野，尊其尊，慎其慎，忌其忌，器其器。忧其忧，谋其谋，礼其礼，计 

其计，美其美。随其俗，谅其苦，同其流(不合污)，调其求，借其权，便其缘，摄其心，背其隐，让 

其赢，酬其情，扬其名，投其机。释其责，宽其虑，增其利，投其好，就其道。 

现实原则 现实／遗憾原则——(显生／林林总总的矛盾方程、悖论、怪圈、多目标规划等 

等现实动态相对地求解／现实与理想、遗憾与大善的兼顾或折中)理想／鸟托邦／灵境／Tk善啄 

则／形而泛学。 

泛系强化(强化30计。30‘化’有机／机动结合——笛卡儿六种方法<清化法，零化法，简 

化法，全化法。坐标法，变数法>的泛系扩变显生，特化显生法)：清化，零化，简化，全化，广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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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标化，物化，外化，直接化，杂化，细化，群体化／社会化，形象思维化(开发右脑潜能)，情绪 

化显生，系统化，整体化，异化，潜化直觉化，非理性化，相对化，反相对性参量条件晰化，广 

义量化(泛系量化)，主客台一化，再现化，五互化，七要化，八悟化，跨域化，一体化，纯杂巧转 

化等等。 

泛系简化(简化5O计，特化显生法)：解耦，聚类，商化，缩影，限定，指标降级，降维，相 

对的容许的协同与妥协，宏观反索条件，剔除实际上不必要的约制 ，泛对称与泛对称转化，把 

解域约束系统转化成另一解域约束系统，单值化，分层联网，鸟瞰，宏观化，黑箱化，灰箱化， 

相容化，针对性运筹 ，其性概括，分类，分层，相对混类混层重载又相对自动分类分层对策。 

树结构，供求索交显充要／因缘，相对并行化或相对串行化，相对模糊化或相对晰化，广义系 

统中的广义软硬件相对限定与简化或极小化，结构或功能的相对限定与简化或极小化，目标 

牵引．结构针对功能需求而极小化，主客中介与环境相对晰化／分层／解耦／除悖，相对弱化循 

环与反馈．特别相对弱化不可观控性的循环，相对强化独立性，自动反馈，准转(扩形／事物／ 

泛系经它们的缩影互通压 转压 应压 译而互通压 转压 应压 译的一种转化)，泛系五转法 

(快鸟瞰、深显微、精缩影、优扩形、巧模拟相对结台)，多源五转巧剪辑，统一／通用／普适化框 

架、理法、模型、模块、算法、运转，公共商缩影／精缩影，代数化，泛系三变法，泛系六理法／其 

它泛系显生(五互八悟大善法，竞标层标联简化，结合显生泛对称，强化相对论万家)，上述诸 

方案的某种复合等等。 

泛系量化 (12,则，特化显生法)：相对地辨异同，排泛序，显运转，度生克，判局整，表形 

影，明五互 重六目，理七要，悟八悟，晰相对，定条件 ，(六目七要：关键。主要，必要，价廉，宜 

便，综合显生；广义的系统／关系／转化／变变(泛导)／对称／优化(显生)／生克)。 

泛系数学的泛积原理：泛积是直积的商化、缩影泛积原理是指泛积在形成数学关系、建 

构数学模型、发展数系、显生各种数学之间的异同性与内在统一以及在表里泛导分析中的作 

用。 

泛系数学建模三范畴：相对泛系量化的泛导、五互与泛对称(广义、相对或近似的对称； 

相对强变、弱变、不变的五互 ；相对多变、中变、少变的五互；易经六易的五互；泛导的限定与 

极取)既统一了林林总总的数学、数学结构，抽象的形式、量、关系与运转以及数学建模中的 

原型、转化、模型、同一性，也统一了百科千题的数理形式。 

泛系数学量化五基原理：广义的局整、形影、泛序、异同、泛导／泛对称是百科千题的数 

理与广义泛系量化的基础，也是哲理、技理与艺理的潜在的基础。 

3 几个泛系分支学科简介 

泛系社会学(理法)：真善美禅的泛系相对性(善恶百轴)，优惠聚类分群，领管子系统，集 

散过度，泛系哲学人类学，泛系八悟，泛系显生法，十结合泛导 诡诈权谋 ，绿色文化，博才运 

筹，泛系竟标律，层标模型，大善原则，显生原则，遗憾原则，现实原则，协同法，黑道理法，“泛 
系价值观”[广义的相对的满足度]，泛系劳动观[趋善的或满足相当社会化广义需求的供求 

索交或泛系控制活动)。泛系效用观[特化的泛系价值观：消费品的相对的满足度】，泛系管理 

原则 [51泛系 一一五元／六方／16面／十大基本需求／社会化四大活动／十类泛交的遗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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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大善显生】，多元综合大我／多我复合互显生，“泛系经济学理法观”【通常的、传统的百多 

种经济学理法或模型不外乎是一些特化的五互八悟泛权场阿型的泛导泛系／方程，特别是 

多元供求泛导方程)，1O大互毒 (权利恶性集中，权钱缘背景恶性勾结，伪劣的评价系统，基 

于伪劣的信息的伪劣的51种社会泛系／观控／管理／规范／集散／，L悟，伪劣的四栏 元的相 

互强化，竞分三故灾或人为竞分三故灾(竞争分配供求比三故灾)。宏观八悟失误，宏微局整 

远近纵横恶性对抗，l5大集散观控权力主体I领管子系统不能合理相对解耦独立、相互监督 

或大碍大我显生(党／政／军／经(企业／商业)／公／检／法／新闻出版(宣传)／文艺／科学／技术／ 

宗教／民族 ·区域子系统I民意团体或议会／黑社会或准黑社会)，加种悖圈／怪圈／恶性循 

环】，20种饽圈／怪脚／恶性循环 【对客体／世界／社会的观控、观控结果对主体的异化与观 

控的强化，误观与误控，错误的意识形态／理论与错误的社会实践／政策，强化管理与弱化管 

理的管理，政策倾斜与恶性马太效应，政策倾斜与人为制造矛盾，政企不分与腐败，政企不 

分与三角债．政企不分与伪劣，政企不分与机构臃肿，政府不当干预与企业效益低下，工业 

效益低与农业发展慢，企业效益低与人才流失，经济效益低下与科技教育落后，经济效益低 

下与社会保障薄弱，企业亏损与金融改革滞后，高支出、高税收与高利率，比价剐性、乱涨工 

资与乱发奖金，失业、收人低下、需求下滑与生产下降，“主体异化悖论”：不合理一对不合理 

的改造一改造权利权力的获取过程与活动一参与不台理一新的主体存在／意识一否定不合 

理的原改造目标一不合理】。 

泛系相对论(苏轼诗I相对论的 系扩变，百家百论百法的横贯大结合 ，可生成许多特 

化显生法)：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相对岭 

蜂庐山中，山外相对诗更浓，东坡早识相对律，泛纱相对悟无穷，庐山游客岭峰争，微观物理 

渡粒分，超越方知当局迷，苏轼波尔理同神，你我他她它又Ta，分合转代真真假，主客环境联 

中介，层参集散变戏法。 

泛系相对论以泛系相对绝对观和泛系相对律为中心，结合相对论、控制论、分形论的哲 

理化以及数理工医文社哲的泛系研究．晰化真善美禅种种理法的相对性参量．探索广义的 

主体、客体、环境、中介(广义的观测、控制、观控方式方法模式或它们的对象化、实体化)(简 

称为四栏／六元)的五互再相对四栏／六元化1分台转代／同化异化，探索其机理与应用，具体 

形成横贯百科的近百种模式或宏观程序，尔后又通过它们来深化数理工医文社史哲的研 

究。 

四栏／六元一五互一混层一集散一再相对四栏／六元化 一一一(广义分形)。 

五多 (多元维多层参多泛权多缩扩多目标)广义 自我非我相对五多五互 一一一(广义 

分形)。 

一悸转／趋悖／分形化／矛盾／混乱／浑沌／死锁／怪圈l良性或恶性循环／异化／主体化／客 

体化／对象化／内化／外化／妙转／魅奇／扬弃／超越／升华／神化I科幻／梦幻／错位／意义、八悟、 

可集散观控性、可泛系性的强化、淡化、否定、超越或禅化。 

泛系泛我论(泛系相对论的特化)：孔子：小我仁礼。老子：自我超脱。庄子／杨简：物我齐 
一

。 孙子：知已半胜。孟子：我主万物(万物皆备于我)。程颤／普罗太戈拉：我度万物(我与尺 

度同一，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自明为智(自知自己无知即为智)。犬懦学派：自镧为 

善。笛卡儿：我思故在。康德：客我离异。费希特 ：自我原万。谢林：同我化万。黑格尔：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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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弗洛伊德：本我统御。华生：外我行为。马斯洛：自我实现。传统资本主义：小我统御； 

传统社会主义：大我统御。机制完善的市场经济．，J、我寓大。十三家存在主义：浑我原在。佛 

家：空我灭欲，无我灭欲。哥德尔／塔尔期基：自我维判。怀德海：自我校正(哲学)，自我体验 

(宗教)。罗素：自我致悖(恶性循环 }直谓定义致悖)。维纳：自我普适(反馈普适，目的论) 

曼德布罗特：自我相似。普里戈金／哈肯／艾根：自我组织；泛系：大我显生，多我／泛我相对， 

自我悖奇等。 

泛系人类学(泛系相对论的特化缩扩)：(1)人(神)是社会、历史、传统、文化、潜化等多 

层次的五互八悟的、泛系相对论性的世界缩影／扩形／缩扩(人的缩扩)；(2)人是具有内嵌外 

展四运复合准无穷层次的泛系相对性的泛系生命体 r后者指具有某些可泛系性可转化／变 

变／对称／优化／生克／表里／观控／集散／供求／因缘性／可多层网联跨域结合性／可哲理数理技 

理一体化性的五元集散观控结合体 (物质、能量、信息、时间、空间)1；(3)人是具有哲理、数 

理、技理、艺理等真善美禅潜能的复合体；(4)人是五元六方 l6面社会超繁生克动态大系统 

基于十太基本需求与社会化四大活动十类泛交而扬弃的多我／非我五互体 [五元：物质、能 

量、信息、时间、空间。六方：社会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生克对策。l6面：人、财、物、 

技、责、权、利、名、分工、合作、集、散、人际关系、界面、层次、局整功利或八悟关系。基本需求 

十大基因：食欲、爱欲、安全、趋新性、好群性、好励性、羡比性、爱美性、基本的平等与自由。 

四大活动：生产、消费、分配与广义交通。十类泛交通(泛通)：交通、邮电通信、商业、金融、交 

流、教学、管理、社会集散、文化与其它第三产业、计算机网络]；(5)人是具有多层表里五互的 

与天人五互的社会文化型动物；(6)人是具有多层 自我非我潜能而白创兼他刨并超环悟道的 

综合体；(7)人是具有自我非我潜能而自创兼他刨的五奇性综合体(五奇性：准分形性，隐浑 

沌性，潜悖论性．拟自动性．隐异化性]；(8)人是具有思维、意识、智能并对它们按泛系相对性 

不断缩扩或强化ill化的泛系生命体。 

泛系思维学：人类思维有下列几个重要特点： 

(1)思维的探层机制符合泛系相对律及其有关模型。思维可把思维本身作为观控客体． 

更一般说，思维可相对使思维四栏／六元／四运化以及它们的种种复合。(2)思维表现为间接 

的、概括的观与控。(3)思维表现为信息的集散观控(集散观控生克力)而缘于八悟。(4)以语 

言等自然或人工载体来显生或广义优化。(5)思维表现为以概念为基础的集散、观控、抽象、 

概括、分析、综合、推理、泛转(由局整、形影、商化、积化复合生成的种种转化)。(6)思维的显 

生．其根据、目标与功能机理往往是有意无意毗联或寓归于泛系八悟等理法 ，许多泛系理法 

或计算机机理也是思维理法的外化显生。(7)五奇性与七种侧重，意识间接观测性．模糊性或 

乏晰性，内潜性，简单性或简化性，个体性，例重逻辑串行朋 象并行性．混同概括性。(8)社会 

性；它遍及(1)到(7)各个方面。(9)思维并不简单地只是大脑对客体的j可按概括性反映，而是 

具有上述八个方面的集散观控泛转，它是人的内在泛系生命性的关键组成或因缘，因而适用 

于泛系相对律模式，特别是模式(9)。 

思维学的泛系相对论主／客关系注释： 

思维 ·意识／思维 ·意识历 事万物； 

思维 ·意识／思维 ·意识／信息 ·知识 ·语言； 

思维·意识从 的某些泛系生命性／思维 ·意识／某些语言棚B维 ·意识／自我非我／思维 

http://www.cqvip.com


第 1期 吴学谋：泛系—— 一种跨学科舶形而泛学研究 

‘ 意识／万事万物。使思维四栏／六元／四运化以及它们的种种复合一五奇性；准分形性。隐 

浑沌性，潜悖论性，拟自动性，隐异化性。 ． 

佛学(四谛八正道)：苦集灭道四谛明，道灭集苦八正凭；见思语业命精进，六正正念更 

正定，佛陀／111t谛八正道／佛家 ·佛教 ·佛经 ·佛事。正定／正念／正精进／正见／正思／正语／ 

正业／正命。 

4 结束语 

筹百科可络之络，悟动阿悟道之道。 

泛系理论初建新学 20种，正在筹建新学 20种，具体研究涉及 30多种哲学以及人体科 

学与医学、心理学、数学、模糊学、系统科学、系统工程、思维科学、美学、诗学、管理学、社会 

学、转化／模拟论、教育学、物理学、风险学、经济学等等。 

回望宙宇千年史，万家律理互弃扬。学创泛系联百科，百科可络可乐不可罗，谋悟万哲 

理千律，千律互转互导更互生。泛系理论是有意跻身国际大流而迎向未来的束索，有关内容 

见数理工医文社史哲八合一亦文亦俗的新论《泛系：不合上帝模子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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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ystems-- New Transfield 

Research of a Pan——Metaphysics 

T阢‘ 皿 ，∞u 

(wt 龇 Di ElIgi∞BriI】g l~ tme) 

Abstract This])Eltp~r州 des a n w fmm to introduce pansysteme theory(a sort of phil硝叩hy， 

瑚nI，lIiJ0s0hy and post—Ii'lc~m 8yBt廿璐science)and its multilayern~fwork—like tmnsfieldn~ 蛆 

well as encyclopaedia—c0rIT dngpan—nmaphysies，which relatively zeB a combination，sub- 

lafion，intercemplement and．m of philosophy and nmaphilosophy，metaphysics and r啪 一 

metaphy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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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yelopaedia—connecting，M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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