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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概念时代的象思维

王永炎

$$本世纪信息网络的发达与基因组学应用于医学基

础和临床研究"为中医药学学术方向的发展变革拓宽

了时空& 由信息时代向高概念时代的转变已经开始且

逐渐深化& 高概念的特征首先是科学与人文的融合"

一方面是现今西学概念思维是主客二元'对象化的思

维"尽管能抽象出事物的本质性规定"然而绝不可能揭

示(天'道'自然)动态整体宇宙及具体事物的本真&

另一方面是科学与人文的疏离"技术向前进了"而医生

离患者越远了"在医疗体制改革进入深水期的今天"人

文关怀少了"医患本应是道德共同体"和谐共相应对疾

苦"而今天医患矛盾还时有发生& 第二是上世纪还原

论盛行所带来的弊端"研究者尚缺少深入的思考与检

讨"学者包括中医界学者们对整体观辨证辨病的优势

也存有淡化的倾向"对于宏扬元气一元'形神一体'取

象运数'道通为一的一元论的原创思维亟待深入研讨&

笔者从未否定过还原分析成果对人类精神与物质文明

的进步所做的贡献& 然而从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视角

看"忽略关系本体的关联性显然是缺陷& 目前多基因

组学网络有可能提供整体设计下的还原分析"依整'

分'合原理而提高效应& 第三是正确认识系统性与描

述性研究& 毋庸置疑对人和生命有机体应做系统性研

究"将人的健康与疾病置于天地之间去认识"对生理与

心理关联统一"调心身治未病"对机体器官组织'细胞'

基因做宏观与微观的整合研究都十分重要& 本文拟在

高概念背景下与描述性研究相关的(象思维)做初步

的探讨&

中国先贤的经典一直以悟性的(象思维)为主体"

对应概念思维各有长短"可以互补"却不能替代& 联系

中医临床面对患者的容颜'步态'神识'言语等的观察

以(筑象)"进而通过症象'舌象'脉象的诊察"辨证"以

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据证言病& 此过程的开

端是(象)"是流转动态整体的(象)& 从哲学视角看是

(象以筑境)而(境以蓄意)"医生识证'立法'处方使理

法方药完整统一则是意象思维& 如诊疗措施得当获效

治病即是(境以扬神)的表现"也是据证言病做出病证

诊断后"以病证结合方证相应阐发复方药物蕴有的调

节祛邪扶正的效应& 真正领会 (象)' (境)' (意)'

(神)"象思维的途径'通道& 然后把诊疗全过程的描

述以病历脉案表述& 显然这是悟性象思维的通道"是

从象与境出发体现动态的整体观&

一源三流的儒释道"国学把握的(道)"包含孔孟

仁学中和之道"致良知'明明德*佛学禅宗讲识心见性"

本心即宇宙的心*道学讲道通为一"道即无为璞"无名

无为无功无己& (象思维)把握(道)的宇宙观"是诉诸

悟性"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去体悟& 人一旦与道通

不仅能进入精神自由安顺的境界"还可能原发创生出

智慧"以提出新命题的创新见解& 先秦哲人惠施+

#

,以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至大至小非指

实物只涉及抽象概念"而(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的

流转亦可理解为宇宙的异变& 公孙龙+

!

,以指表示抽

象的共相"指与旨相通"旨字相当于概念"所以(指非

指)的辨析和论理并非游离于整体象思维之外"而服

从于庄子象思维的寓旨"不同于西方概念思维的(所

指)即二元论"对有限物所作的规定性的把握& 可见

-庄子.的立场对于事物有限性加以规定性把握是给

予批判和超越的& 最终归结为(道通为一)&

东学的整体思维"中华文明传统之道"是值得珍视

的思想& 西方的科学家和思想家法国的梅洛一庞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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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丹麦物理学家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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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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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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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7$

年%等都自觉

或不自觉地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走入(道通为一)的

境界& 承认非实体性也即(道)的存在"而且这个(道)

才是更加纯素本真的存在"如果能站在(道通为一)的高

度"世间一切差别和对立"可融于大道而被化解和超越&

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民主'科学的旗帜其进步

意义无可置疑& 然则对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再

加上文革的冲击"这种整体悟性的(象思维)的大视野被

丢弃到忘怯的角落& 在中国人淡忘之时却成了西方思

想家启迪创新的重要资质& 譬如海德格尔提出的天地

人神四位一体论"是动态的整体直观之思"源于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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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物.这篇文章里"以壶为例& 壶的

虚空具有容纳作用或(承受和保持)作用& 但是"这种容

纳还不构成壶存在的本质& 壶的存在之本质"乃在于把

壶倾倒时使容纳的东西倒出来的这种动态& 海德格尔

将壶倾倒出来的东西"称之为馈赠& 正是在(倾倒)'(馈

赠)的联想或(象的流动与转化)中"海氏把壶的(存在)

之本质展现为天'地'人'神四位一体的统一& 他写道#

在赠品之水中有泉"在泉中有岩石"在岩石中有大地的

浑然蛰伏& 这大地又承受着天空的雨露& 在泉水中"天

空与大地联姻& 在酒中也有这种联姻& 酒由葡萄的果

实酿成& 果实由大地的滋养与天空的阳光所育成& 在

水之赠品中"在酒之赠品中"总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

但是"倾注之赠品乃是壶之壶性& 故在壶之本质中"总

是栖留着天空与大地& 倾注的赠品乃是人的饮料& 它

解人之渴00但是壶之赠品时而用于敬神献祭"如若倾

注是为了敬神"那它就不是止渴的东西了& 它满足盛大

庆典的欢庆& 00作为祭酒的倾注之赠品乃是真正的

赠品& 在奉献祭酒的馈赠中"倾注的壶才做为馈赠的赠

品而成其本质& 奉献的祭酒乃是(倾注)一词的本

意+

9

,

& 至于酒"不仅是人的饮品"而且是祭祀神灵的祭

品& 在泉水'岩石'葡萄'饮品'祭品诸象的流动与转化

中做为壶性或其本质的(存在)"绝不是概念思维意义下

的实体性范畴"而是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现成性的趋

向& 中国哲学(道)'(无)非实体性范畴"其以动态的

(惚兮恍兮)为特征&

(道)与(道通为一)的思想"不仅是一种动态整体

的思想"而且是整体直观之思想& 直观的(观)包括眼

见之观与超越于眼见的体悟之观"或称内视之观& 必

须强调整体直观也是动态的& 即作为象的流动与转化

的象思维& 象有众多层次"其最终的原象乃是老子所

说的(大象无形)或(无物之象)& 中医学太虚原象"太

虚绝非真空"是一元正气"是气化的动力即为原象+

G

,

&

象思维在流动'转化'超越中回归到原象境界"从而具

有原发的创生性&

象思维多是描述性研究"描述性也常见于哲学'美

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晚近叙事医学的提

出"平行病历的记述是描述性研究的展现"而象思维必

将具有重要的影响& 医学是人学"自然哲学引领下的

健康新理念"主要突出(以人为本)"注重人文关怀"人

的道德和人的社会适应性& 当今提出零级预防与治未

病维护身心健康"重要的是情绪感情的调适& 随着时

代的演变"人们价值观的变异"社会的浮躁"人们不切

实际和过分追求享乐朝向(极端)的倾向"必将导致焦

虑'烦畏'抑郁心理的失衡"及至心理生理的健康成为

民族软实力提高的目标导向& 对于病的人情绪'情感'

认识'理解的观察"不是目测即可知的(象)"需要医

学'心理学'社会医学等学科访察调研"亦即内视所得

整体动态的(象)"运用量表'常模等对心理障碍的尺

度做出分析& 笔者想强调叙事医学是本世纪医学发展

的大事件"然而平行病历的实施推广是艰难的"希望医

界学长同道的支持& 目前的循证医学的叙事化"把患

者精神状态的改善列入共识疗效之中& 对医学教育把

叙事医学纳入教学计划"以积极的态度推广辐射"有力

地将医学人文关怀落到实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东方的整体动态的象思维与西

方概念逻辑思维融通结合和怎么寻找结合点1 中国明

朝末期儒家徐光启针对当时传教士传西学到中土而提

出(会通以超胜)"就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的会

通)& 当(象思维)在象之联想与体悟中进入(无)之精

神境界"或进入与动态整体宇宙一体相通之精神境界"

从而获得最大想象空间和最大想象自由度时"精神状

态随之进入最具原创时段"亦可说进入(从零开始)

时"确实可以发现和提出新问题& 而致力于创新需要

顽强的意志力"王选院士为发明最新排版印刷"能几十

年放弃一切休息日就是楷模& 在逻辑概念思维居于主

流的时候"象思维不仅是没有消失"而且在开放新概念

和创造性运用逻辑概念思维解决具体问题上"仍然隐

于其中起重要作用& 显而易见从形而上到形而下"需

要接受和运用逻辑概念思维具体分析处理问题"在求

解具体科学问题中继续发挥创新作用& 经验告诉我们

从既定原则或概念出发"很难进入创新境界& 相反"只

有超越熟知"超越或闲置既定的原则和概念"能够进入

从零开始的精神境域"才能有最大想象空间和自由独

立的氛围& 关于(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整合链接

的见解"于本世纪我曾提出证候要素"降维升阶"病证

结合"方证相应+

$

,

"在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中"(象

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的整合& 北京中医药大学贾春

华教授+

7

,与上海中医药大学刘平教授+

%

,也有研究&

欣闻刘平教授领衔的(上海高校中医内科学
:

///研

究院)"付梓出版的-病/证/效结合///中医药研究

思路与实践.的书中提出(病)和(证)是中西两种医学

辨识生命体的核心内容"是不同思维方式认识生命'健

康与疾病的知识形态"(病)'(证)结合实际上是两种

医学思维方法的交汇& 综合上述"诠释(象思维)重视

与逻辑概念思维的整合是创新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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