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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系统思维》初版在1990年，迄今已近二十年了，经作者认真修订，现在再版，我感到由衷
的高兴。
　　这是一本真实的书，一本探求的书。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和作者同在北大哲学系读书，在非本真本己的氛围中，流露
出的一点本真本已的知见，为彼此留下了久驻的印象。
毕业后，在不同的境遇里，历经十一年“文化大革命”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面对二十世纪以来生
活之树提出的各种实在性问题，在我们的内心掀起了翻天覆地的波澜。
我知道，作者为了真实地生活，真实地工作，才为自己选定了这样的研究方向和题目，他在思考《黄
帝内经》哲学和系统信息哲学的基础上，尽自己所能，在中国传统文化若干重要领域，引用大量典型
材料和事实，为本书的立论说话。
　　真实是一种精神，是对自然和实在的一种追求。
真实不等于正确无误。
但正是这种精神，推引作者做出了一些有意思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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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科学），也有控制其发育生长，决定其性状特征的“基因”可称“
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阴性偏向，其本质性特征与一般女性的心理和思维特征相一致，
而西方则有明显的阳性偏向；中国学者多立足时间以视空间，西方学者多立足空间以视时间。
作者引用大量典型材料，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管理学、医学、美学、农学等重要文化领域的认识和价
值取向，对上述观点做了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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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长林，1941年生，1958～196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3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
1988年任研究员，2002年退休。
现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
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哲学、中医哲学。
主要著作：《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中国象科学观》修订版（2008），《周易的
健康哲学》韩文版（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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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国系统思维》再版序自序引言第一编　整观宇宙　一　《周易》系统观　　（一）如何看待《周
易》　　（二）圜道与中国思维　　　　1.圜道观之表现　　　　2.圜道观评价　　（三）《易经》天
人观及影响　　　　1.八卦代表八种自然物　　　　2.人天、主客相融合　　　　3.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从系统和信息观点看《周易》　　　　1.整体观念　　　　2.关系与结构　　　　3.平衡与
稳定　　　　4.全息系统　　（五）《易传》象论及其他　　　　1.“象”规定了研究的层面　　　
　2.据象归类，整体划分世界　　　　3.“象”是功能模型　　　　4.意象思维的实践与理论　二　承
前启后的《吕氏春秋》　　（一）宇宙一体化理论　　　　1.宇宙万物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2.侧重认识事物的功能动态　　　　3.着眼于关系和结构　　　　4.天人相应　　（二）整体与局
部的关系　　（三）视社会为控制系统　三　系统哲学的演化　　（一）从龙说起　　（二）三大综
合，两大分化　　　　1.西周　　　　2.春秋战国　　　　3.秦汉　　　　4.魏晋　　　　5.两宋　　
（三）几个特点　　　　1.奇妙的对称　　　　2.墨、法的命运　　　　3.理的尊崇　　　　4.不安的
主题　　　　5.同化机制第二编　统筹管理　一　儒家社会管理学——从孔子到董仲舒　　（一）社
会管理的核心是人　　（二）实现管理的两大杠杆　　（三）君、臣、民的协同　　　　1.君为国之
枢机，同时也要受到约制　　　　2.君、臣、民的关系是相互的，君主应主动爱护臣民　　　　3.建立
相互调节的管理结构　　（四）可靠的通信联系　　（五）社会与自然的和谐　　（六）儒学的特点
和历史的选择　　　　1.重视社会的整体调节，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方法　　　　2.在等级制度的
范围内，允许个性发展　　　　3.以血缘关系作为维系和亲的纽带　　　　4.主张人要当作人来管理和
使用　二　智慧胜刚强——孙子战略管理思想解析　　（一）战略决策三原则　　　　1.“五经”、
“七计”，“算”决胜负　　　　2.兵闻拙速，未睹巧久　　　　3.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上　　（二）因
敌制胜的形论　　　　1.我专敌分　　　　2.避实击虚　　　　3.“兵形象水”　　　　4.巧计动敌　
　（三）不责人而求势的势论　　　　1.“投之于险”　　　　2.“奇正之变”　　　　3.“击其惰归
”　　　　4.形圆不败　　（四）知重于兵的知论　　　　1.信息是战略行动的依据　　　　2.信息战
　　　　3.信息反馈　　　　4.信息中枢的优化　　（五）“君命有所不受”的法论　　　　1.强调军
事系统的特殊性　　　　2.协调将卒关系　　　　3.“治众如治寡”　　（六）与儒、道、法比较　　
　　1.管理三支点　　　　2.系统内外的划分　　　　3.普遍性与现实性第三编　辨证论医　一　中医
学特色的由来　　（一）阴阳　　　　1.阴阳概念不同于矛盾概念　　　　2.阴阳是功能动态性概念　
　　　3.强调整体平衡和调节　　　　4.阴阳反照　　（二）五行　　（三）阴阳与五行的关系　　（
四）中国式的信息方法　　　　1.间接认识　　　　2.人身全息现象论　　　　3.视人身为信息调控系
统　　（五）未来和竞争　二　阴阳时间医学　　（一）阴阳时间观　　　　1.万事成败的关键　　
　　2.时间是具体的　　　　3.“时”与“道”相互渗透　　　　4.时间有圜形结构　　　　5.宇宙节
律的统一性　　（二）人身与阴阳节律　　　　1.年节律　　　　2.日节律　　　　3.月节律　　　
　4.超年节律　　（三）摄生和诊疗中的时间因素　　　　1.关于摄生　　　　2.关于诊法　　　　3.
关于用药　　　　4.刺法　　（四）现代研究第四编　圜道审美　一　阴阳五行学说的音乐美学　　
（一）阴阳五行与五声六律　　（二）艺术之美在于“和”　　（三）音乐的作用　　　　1.省风　
　　　2.养性　　　　3.治世　　（四）值得重新研究的“神秘”因素　二　阴阳五行与中国艺术　　
（一）人是宇宙中心与抒发　　（二）抒发与宇宙一体　　（三）神动之美，神动之真　　（四）“
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　　（五）有生有制，美在中和　　（六）程式理论，程式之美　　（七）
盘桓往复的时空观念第五编　生态农学——兼论其他　一　“天—地—人”与中国农学　　（一）天
与农学　　（二）地与农学　　（三）人与农学　　（四）关于“天—地—人”与思维方式　二　传
统农学的方向　　（一）寻求最佳生态关系　　　　1.非生物环境的最佳生态　　　　2.生物环境的最
佳生态　　　　3.用阴阳概括的尝试　　（二）在循环中求得永新　　　　1.整地循环　　　　2.用养
结合　　　　3.撂荒—休闲—轮作　　　　4.农业生态系统的物能循环　　（三）从有限中索取无限　
　　　1.精耕细作　　　　2.“盗天地之时利”　　　　3.巧妙经营，少种多收　三　地利与人力的运
筹　　（一）“上田弃亩，下田弃”　　　　1.整体与局部属性的差异原理　　　　2.结构决定功能　
　　　3.全息、模拟和阴阳平衡　　（二）“一亩三，岁代处”　　　　1.系统的动态性和变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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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圜道和类比　　（三）“区田以粪气为美”　　　　1.复杂系统具有多级结构、多级层次　　　
　2.“疏中有密，密中有疏”的空间分配　　　　3.化整为零，发挥局部优势　　（四）“将地偏爱偏
重”　　　　1.集中优势，提高效率　　　　2.质优于量，力求质变　　　　3.各个击破，以弱胜强　
四　古代科技系统思维例举　　（一）阴阳合历　　（二）北斗和二十八宿2　　（三）圭表原理　
　（四）《山海经》的五方地理观　　（五）都江堰和灵渠　　（六）“齐之以味”与“炉火纯青”
　　（七）铜绿山古矿井　　　　1.合理布置矿井巷道　　　　2.采用上向式分层开采法　　　　3.利
用气压差通风　　　　4.矿井选址在富集易采处　　（八）《考工记》制车　　　　1.把综合方法与分
析方法结合起来　　　　2.强调整体与局部必须协调一致　　　　3.应用数学方法为整体设计服务　　
　　4.找出系统的逻辑起点　　　　5.把“人—机”关系置于重要地位　　（九）指南车和记里鼓车　
　（十）方剂、炼丹、火药　　（十一）从雕版到活字　　（十二）“一举而三役济”　　（十三）
群炉汇流法　　（十四）联窑　作为开始的结语：文化基因与中国思维的女性偏向附录　1996年重印
补叙——继承·和实·时归　论信息的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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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周易》系统观　　（一）如何看待《周易》　　《周易》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易经》
，分上下篇；一部分是《易传》，计十篇，又名十翼。
《易经》自战国时代起，就被儒家奉为经典，近三千年来对中国文化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
《易经》究竟何时成书，何时大致以今本的面貌流传，至今尚无定论。
对于《易经》的成书时间，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意见：西周初年说，西周末年说，战国初年说。
本书采第二种说法。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易经》并非一人之创作，它的形成和编定过程，一定经历了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
众所周知，《易经》与占筮有密切关系。
新近的考古资料和研究证明，占筮在殷代确已流行。
《世本·作篇》和《吕氏春秋·勿躬篇》关于“巫咸作筮”的说法，看来可信。
据《尚书·君爽》，巫咸乃商代太戊时人。
八卦和六十四卦正是在占筮的基础上形成的。
而且，考古学者在现今保存的文物中发现，殷代已有契数的卦象，六十四卦的卦名也已存在。
《礼记·礼运篇》载：“孔子曰：⋯⋯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这些材料说明，商殷之时有与《周易》类似的文献。
尽管它们的表现形式与《周易》有区别，如《周易》中《乾》在《坤》之前，而孔子去宋国考究殷文
化所得之“殷卦书”，《乾》在《坤》之后，但是《周易》与“殷卦书”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毕竟是
一脉相承的。
“殷卦书”可以看做是《周易》的前身。
　　筮法和卦学经过周人的改造，一演变成现在所见《易经》的模样。
其间，周文王和周公或许对《易经》的编纂做出过贡献。
司马迁说：“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
”（《史记·日者列传》）又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史记·太史公自序》）许多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断《易经》为文王所作，其实不符《史记》原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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