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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的：从命题逻辑的角度研究《伤寒论》方证理论体系。
试图达到或接近以下的研究目标&mdash;&mdash;创建从逻辑学角度研究《伤寒论》的范式；创建从语
言学角度研究《伤寒论》的范式；构建《伤寒论》的方证理论体系框架；构建《伤寒论》的合方理论
与方剂语法语义假说。
　　方法：从蕴涵理论研究《伤寒论》中的条件句；从命题态度探讨《伤寒论》中含有&ldquo;必
然&rdquo;、&ldquo;可能&rdquo;；&ldquo;应该&rdquo;、&ldquo;可能&rdquo;等模态词的条件句，挖掘
孕育其中的模态逻辑；从意义理论研究《伤寒论》条件句何以成&ldquo;真&rdquo;的条件；从语言学
的角度探讨《伤寒论&gt;&gt;中的&ldquo;证候&rdquo;、&ldquo;方剂&rdquo;；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研
究&ldquo;证候&rdquo;的&ldquo;本体&rdquo;等。
 结果：从《伤寒论》中发现有关&ldquo;名&rdquo;的逻辑，窥及&ldquo;因形命名&rdquo;的印痕
与&ldquo;名&rdquo;、&ldquo;辞&rdquo;、&ldquo;说&rdquo;的论辩形式；感悟到对&ldquo;类、故、
理&rdquo;&mdash;&mdash;&ldquo;三物逻辑&rdquo;的运用；提取了《伤寒论》的临床诊疗&ldquo;实质
公理&rdquo;集；发现&ldquo;证一方&rdquo;与&ldquo;证一法一方&rdquo;治疗体系的推导异同；负概
念在辨证论治中有重要的意义，负概念与正概念的联合应用隐喻证候的整体性；方证体系可由&ldquo;
单一方证&rdquo;、&ldquo;类方证&rdquo;、&ldquo;方证&rdquo;三个基本概念构成，&ldquo;合方
证&rdquo;是&ldquo;单一方证&rdquo;的&ldquo;合取&rdquo;，&ldquo;合方证&rdquo;仍可进一步分类，
而形成新的&ldquo;类合方证&rdquo;，&ldquo;合方证&rdquo;、&ldquo;类合方证&rdquo;又构成新
的&ldquo;方证&rdquo;。
以集合论的方法得到&ldquo;同一病与同一证&rdquo;、&ldquo;同一病与多证&rdquo;、&ldquo;同一证
与多病&rdquo;、&ldquo;多证与多病&rdquo;、&ldquo;所有病与所有证&rdquo;的关系；从语言学的视
角抽象出&ldquo;一首方剂看上去是一个句子&rdquo;的论点；以语言学的观点提炼出证候的&ldquo;语
形&rdquo;、&ldquo;语义&rdquo;、&ldquo;语用&rdquo;；我们发现&ldquo;以方测证法&rdquo;之不可行
的临床事实；&ldquo;以方测证法&rdquo;不满足充分条件命题的逻辑特征；&ldquo;以病机命名的证
候&rdquo;与&ldquo;以方剂命名的证候&rdquo;是属性与个体的关系，是一种谓词与主词的关系；从哲
学的视角观察到&ldquo;中医之病因病机与西医的病因病理在认识论上具有不同的本体论&rdquo;，西
医的本体论是&ldquo;本体论的事实&rdquo;，中医的本体论是&ldquo;本体论的承诺&rdquo;。
提出证候的整体性问题应该涉及显现出的&ldquo;症状体征序列&rdquo;如何与显现该&ldquo;症状体征
序列&rdquo;的背景构成一个整体，及此证候是如何演变为彼证候、此证候与彼证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
是如何体现出或构成证候整体性的。
　　结论：&ldquo;三阴三阳系统&rdquo;是一个有别于&ldquo;阴阳系统&rdquo;的新形式系统；
由&ldquo;证一方&rdquo;体系到&ldquo;证一法一方&rdquo;体系的概念间存在着逻辑关系的转换；现今
证候研究负概念&ldquo;赋值为0&rdquo;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ldquo;方证&rdquo;划分证候法是与脏
腑及其它证候划分法不同的一种&ldquo;证候&rdquo;划分法，&ldquo;方证&rdquo;划分证候法与其它证
候划分法存在&ldquo;交叉&rdquo;关系，&ldquo;方证&rdquo;划分证候法自身对证候划分亦存
在&ldquo;交叉&rdquo;关系，或者说方证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伤寒论》在构建&ldquo;证一
方&rdquo;体系的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是&ldquo;如果某某证，那么某某方&rdquo;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
假如使用必要条件假言命题，亦多将必要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构成&ldquo;合取式&rdquo;，使这
一&ldquo;合取式&rdquo;成为充分条件假言命题的前件，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充分条件假言命题；《伤
寒论》的逻辑类型以广义模态逻辑为主体，特别是条件句中的有方有证条文可以径将其视为&ldquo;道
义逻辑&rdquo;或&ldquo;规范逻辑&rdquo;。
《伤寒论》中需要研究的&ldquo;模态&rdquo;不只是&ldquo;必然&rdquo;与&ldquo;可能&rdquo;，更多
的是&ldquo;应该&rdquo;、&ldquo;允许&rdquo;与&ldquo;禁止&rdquo;；若以蕴涵理论来解释它则需
要&ldquo;相干蕴涵&rdquo;来阐述，即借助相关的背景知识架起前者通往后者的桥梁；《伤寒论》中
的&ldquo;证候&rdquo;、&ldquo;方剂&rdquo;可以以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即用&ldquo;语
形&rdquo;、&ldquo;语义&rdquo;、&ldquo;语用&rdquo;的方法揭示症状体征间的联结、中药间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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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如此联结及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ldquo;以方测证法&rdquo;是不可行的，或者说是测不准的
，&ldquo;以方测证法&rdquo;在逻辑学上是&ldquo;无效&rdquo;的，即这种方法不是一种&ldquo;能行
的方法&rdquo;，其得到的结论也不是&ldquo;永真式&rdquo;的。
王永炎院士提出的有关证候研究论断&ldquo;以象为素，以素为候．以候为证&rdquo;是一连锁蕴涵，
而连锁蕴涵是一常用的重言式，即为&ldquo;永真式&rdquo;。
如果时间与空间区域都是确定的，同一&ldquo;病&rdquo;与同一&ldquo;证&rdquo;在具体的、确定的、
现实的意义上是同一的；如果空间区域确定而时间区域不确定，同一&ldquo;病&rdquo;与同一&ldquo;
证&rdquo;在具体的、确定的、现实的意义上可满足同一性，但这一同一性取决于时间的时段，此时将
出现的是&ldquo;一病包含多证&rdquo;；如果空间区域不确定而时间区域确定，不同&ldquo;病&rdquo;
与同一&ldquo;证&rdquo;在具体的、确定的、现实的意义上可满足同一性，即不同的疾病将在不同的
空间经同一&ldquo;证&rdquo;的等同而表现为一致，此时出现的即&ldquo;多病出现一证&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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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名的作用之一是名以指实。
实不同，则名亦不同。
公孙龙是中国古代名辩思潮中的一个中坚分子，是名辩理论发展过程中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
公孙龙的思想承前启后，成为中国名辩学由前期向后期发展的中介与桥梁，传世作品有《公孙龙子》
。
公孙龙在名辩学上的突出贡献是：对概念内容与范围的清楚认识；申明“唯乎其彼此”的思维原则而
体现逻辑的同一律思想；“正举”、“狂举”体现出的逻辑分类思想。
　　对先秦名辩学思想加以科学总结，从而建立起中国古代名辩学的是后期墨家及战国时期的荀子。
前者概括、总结了先秦辩学，创立了体系较为完整的辩学，成果体现在《墨子》的《经上》、《经下
》、《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
后世统称此六篇为《墨辩》。
荀子在逻辑史上的主要贡献是进一步发展了名家和墨家的正名理论，使儒家的正名思想在逻辑上更加
理论化和系统化。
　　墨家后学们创立的辩学，首先从名辩即逻辑的角度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辩”。
“辩，争彼也。
辩胜，当也。
”辨的目的与作用是“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
其次，科学地讨论了“名”、“辞”、“说”等思维形式，给出了定义性说明“以名举实，以辞抒意
，以说出故”。
揭示它们的本质、作用、分类、关系及谬误等。
第三，对正确思维过程必须遵守的“唯乎其彼此”、“通意后对”、“不可相非”、“不可两不可”
等论辩原则也有精当的论述。
　　荀子的《正名》篇创立了中国古代的名学体系。
《荀子》中《正名》、《解蔽》、《非相》、《非十二子》、《儒效》等篇较集中地反映了荀子的名
辩思想，特别是《正名》篇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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