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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语法系坟与中医药理论现代化
“

口王 耘 乔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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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 北京 )� � )��∗

摘 要 + 实体语法 系统是一种形式化语 法系统
,

可用于形式化地描 述复杂系统的组成单位
、

组织方式
、

变化规律
。

本文尝试将 实体语 法 系统引入中医药理论研究
,

为 实现中医药理论的形式化

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实现中医药理论与微观领域知识的街接和用 中医药理论解

释人体复杂系统的可能性
。

实体语法 系统为 中医药理论形式化和 中医药理论现代化提供 了较具体

的研究工具
,

为中医药理论现代化提出了探索性的思路
。

关键词
+ 实体语法 系统 中医药理论 中医 药现代化

随着中医药现代化研究的进展以及现代生命科

学技术的发展
,

中医药理论现代化日益受到关注川
。

只有实现中医药理论的现代化
,

才能真正实现中医

药现代化
。

目前的中医药理论尚缺乏与现代生命科

学技术成果 的通约性
、

缺乏对中医药现代化的指导

性
、

缺乏与全球文化的融合性
。

由于 目前中医药理

论的以上状况使中医药理论在大量的科学技术成

果面前显得越来越孤立
,

中医药理论对临床的指导

相对于西医越来越弱
,

中医药理论本身所存在的价

值越来越难以被认识和应用
。

没有中医药理论的现

代化就等于主动抛弃中医药理论的精华
。

传统中医药理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之

上 的
,

中医药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通约其实从根

本上来讲需要东西方文化传统的通约
,

甚至是中国

哲学和西方哲学的融合
。

因此
,

人们对中医药理论

现代化的必要性及其研究方向讨论较多
,

但应该如

何研究
、

如何实现中医药理论现代化的讨论则较

少
,

或者说能够为中医药理论现代化提供手段和思

考工具的讨论不多
。

有鉴于此
,

我们尝试将实体语

法系统的理论体系引人中医药理论研究
,

并在探讨

实体语法系统特征的基础上
,

探索它对中医药理论

现代化的作用
。

一
、

实体语法 系统及其数学
、

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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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一种形式语法系统
,

用 五元组 ‘ 二
,称

,

!Γ
,

ϑ,

Κ
,

Α ∗表示
,

其中各项分别为非末端字符集
、

末端字

符集
、

操作子集
、

规则集和初始字符
#”

。

实体语法系

统源于 Β Χ∀ 4 ΙΛ7 的生成语法系统
【’〕

,

但其中增加了

操作子集 ϑ
。

操作子集 ϑ 中的每一个元素表示字符

的一种组织方式
,

字符采用这些组织方式所组成的

新的单元称为实体
。

此实体既可以是具体的物体
,

也可是抽象的概念 ,请读者不要 因为实体语法系统

中的
“

实体
”

字样而误认为实体语法系统与中医的

唯象模型是不相容的 ∗
。

实体语法系统
+

‘ΜΝ ΟΠ
,

,称
,

, ,

⋯⋯
,

玖
。

少
,

即 ,玖
) ,

⋯⋯
,

玖
。

少
,

Ο 0

,ϑ
, ,

⋯⋯
,

ϑ; ∗
,

Ο 尸,Κ , ,

⋯ ⋯
,

Θ; ∗
,

ΟΙ 子凡
,

⋯⋯
,

Ι; 月

称为
;
个实体语法系统的合成实体语法系统

,

其中

是 酬
,

是
;
个非末端字符表的合成函数

,

Ο ΠΓ 是
;

个末端字符集的合成函数
,

Ο 0

是
;
个操作子集的

合成函数
,

其中包括新增加的原
;
个实体语法系统

中都不包含 的新的操作子
,

Ο ,

是
;
个规则集的合

成函数
,

其中包括新增加的原
;
个实体语法系统中

都不包含的新的规则
,

Ο 、

是
。
个初始字符集的合成

函数
。

合成实体语法系统为实体语法系统的具体应

用提供了灵活的处理方式
。

在实体语法系统中
,

当不考虑或者不 区分非末

端字符与末端字符时
,

实体语法系统可 以用 四元组

‘ Μ
了Ρ ϑ, Θ, Ι∗ 表示

,

其中 ! 是 称
、

侨 的并集
。

实体语法系统包含现代结构数学中的公理化方

法与一般结构
。

公理体系由 − 部分构成
+
基本概念

,基本对象及基本关系 ∗
、

公理组
、

定理及证明 〔 ’
。

基

本概念和公理组构成的公理 系统是公理体系的基

础部分
。

公理体系的这种构成则恰好能够由实体语

法系统的基本部分反映出来
。

在实体语法系统 ‘ Μ

Φ !, ϑ
,

尸
,

Α少中
,

! 对应公理体系中的基本对象
,

ϑ

对应 公理体系中的基本关系
,

两者合起来为公理体

系的基本概念
。

尸则对应公理组
,

是公理体系中能

够用于演绎的基本规则
。

Α 对应于利用公理体系进

行推导和证明时的初始状态
,

它可以是作为出发点

的基本公理
,

也可以是作为出发点的基本概念
,

或

者是由基本概念衍生出的具体对象
。

利用规则 尸从

Α 开始的推导或证明过程则对应于公理体系中的证

明和演绎过程
,

而所得到的结果
,

则对应于经过证

明的定理
。

由此可见
,

实体语法系统体现了数学公

理化方法 的基本特征
。

除此之外
,

实体语法系统还

包含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数学结构
。

在结构数学中
,

给集合 Ε 赋予了结构 Α
,

则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数

学结构 ,Ε
,

Ι∗
〔’Σ

。

结构数学就是研究这些抽象数学

结构的科学
。

在实体语法系统中
,

! 则是一个基本

集合
,

而 ϑ 则是赋予 ! 的结构
,

它用来表示集合 !

中各元素之间的关系
。

二元组 ,Π
,

ϑ ∗则是具有一般

意义 的数学结构
。

实体语法系统则是建立在数学结

构,Π
,

ϑ ∗上的带有公理和定理的数学体系
。

一套具

体化了的实体语法
,

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数学体

系
。

实体语法系统和结构数学的这一关系
,

为建立

新的数学体系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

利用实体语法系统建立新的数学体系
,

需要如

下基本步骤
+
首先确定 !

,

即此数学体系中的基本

对象 0 第二给出由这些基本对象所组成的基本结构

以及这些基本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

即确定 ϑ0

第三确定规则 尸
,

即数学体系的公理系统
。

这三部

分确定后
,

一个基本的数学体系已经建立
,

接下来

的工作则是研究这一数学体系的演绎能力
,

并由此

不断发展数学定理
。

对于某一个领域内的具体研究

来说
,

如果能够在原来研究的基础上
,

确定正确合

理的 !
,

ϑ
,

尸
,

则就可以借助于实体语法系统的框

架将本领域的研究数学化
,

从而推动本领域的研究

向更精确
、

更严密的方向发展
。

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讲
,

实体语法系统为科学理

论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

此思维方式认

为
,

一个领域的科学理论应该能够
+
,#∗ 描述 系统的

基本组成单位或在所研究领域内的基本组成单位 0

,�∗ 描述 系统及其子系统的结构 0 ,−∗ 描述 系统及其

子系统的结构与属性
、

功能的关系 0 , ∗描述 系统能

够发挥作 用或发 生变化的类型 0 ,∋∗ 在 系统 当前状

态已知的情况下
,

预测其未来发展
。

本文的 目的在于从实体语法系统出发
,

提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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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中医药理论形式化的方法
,

进而探讨实现中医药

理论与微观领域知识相衔接和用中医药理论全面

解释人体复杂系统的可能性
。

二
、

利用实体语法 系统实现 中医药理论的形式化

)
∃

实现中医 药基础理论形式化 两个应注意的

原 因

中医学吸收中国古代哲学的学说和观念
,

在临

床实践的基础上发展 了传统中医药理论
。

在中国古

代哲学 中
,

阴阳五行学说对中医药理论的影响最

大
。

阴阳五行学说是一种唯象模型方法
,

它在中医

药理论中的普遍应用
,

不仅解释了人体脏腑系统相

互关系
,

而且还针对不同情况
,

在基本模型的基础

上演绎 出治疗与用药方法
。

实践证明
,

传统的中医

药理论对临床实践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的
。

但是
,

在生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 的今天
,

这种唯象模型却

没有能够用来解释更详细
、

更微观的器官
、

细胞乃

至分子之间的关系
,

更没有在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

之间建立起应有的联系
。

其原因除了现代生命科学

所采用 的主要是建立在分析基础 上的物质结构模

型之外
,

作者认为还有以下两个原 因
+

,)∗ 中医药理论在表述上具有定义宏观
、

模糊
、

容 易产生歧义
。

中医药理论中虽常使用
“

阴阳
”

的概念
,

但
“

阴

阳
”

的概念除了列举或循环定义之外
,

则没有更严

格的定义
。

正是
“

阴阳
”

定义 的特点
,

导致了在具体

使用时解释的多歧性
。

用这样的概念解释宏观现象

时
,

基本上不会产生太大歧义
,

但是如果将这种概

念运用于具有明确意义的微观对象时
,

不 同的理解

就会产生不 同的解释
,

导致最后结果大相径庭
。

再

如对
“

心主神明还是脑主神明
”

的争论起源于对
“

神

明
”

没有严格的定义
。

不同的人对一个概念有不同

理解
,

自然会产生争论
。

,�∗ 中医唯象模型缺 乏不 同层次上的严格关

联
。

中医唯象模型虽然能够描述不同的层次
,

但在

具体使用过程中
,

往往是在一个层次上使用的
。

例

如在研究脏腑系统时
,

我们采用 阴阳模型描述脏和

腑的关系
,

在研究心肾系统时
,

我们又使用阴阳模

型来描述心和肾的关系
。

虽然中医理论能够说明这

两个阴阳模型之间的关系
,

但并不能代表任意两个

阴阳模型之间的关系
。

这样
,

就使中医药理论丧失

了描述更广泛的多层次系统的能力
。

实现中医药理

论的形式化
,

首先就要将中医中各模型之间的关联

性合理地推广
,

在更抽象的层次上描述中医唯象模

型之间的关联
。

从本质上看
,

这是对中医药理论所

做的发扬
。

借助于实体语法系统的描述方法来严格

定义并描述中医药理论
,

则可 以解决上述问题
。

�
∃

实现中医药基础理论形式化所需完成的任务

利用实体语法 系统实现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形

式化时
,

需依次完成下列主要任务
+

,#∗ 在这个理论中必须有一个或几个严格定义

的基本数学结构
。

这些数学结构对于这一理论来说应该是具有普

遍意义的
。

对于 中医药理论来说
,

这样的数学结构

是存在的
,

例如阴阳模型
、

五行模型
、

三阴三 阳模型

等
。

只是在完全满足上述条件之前
,

需要对各模型

中的具体要素及其关系进行更严格和 明确的定义
,

形成定义严格的数学结构 , Π
,

Φ∗
。

阴阳及五行中的

基本要素即为实体语法系统中的字符集 !
,

而描述

各要素基本关系 的函数 Φ 则是实体语法系统中 ϑ

的基本元素
。

,� ∗ 确定实体语法 系统 中操作子集 ϑ 的其他元

素
。

如果 已经将中医药理论 中的基本结构抽象出

来
,

本部分则要考虑这些基本结构所可能产生的运

算关系
,

其中包括同一层次上两个或多个结构整合

成一个结构的方式
、

一个层次上的基本结构中的元

素对相关联的另一个层次上的基本结构的作用方

式等等
。

这部分的工作则是将中医药理论中的脏腑

关系
、

表里关系
、

寒热关系等进一步抽象为数学运

算
。

这些数学关系和上面的基本结构函数 Φ 合在一

起就是形式化中医药理论中的操作子集 ϑ
。

,−∗ 确定此 系统 中的转换规则集 尸
。

在中医药理论中
,

转换规则应该是指人体系统

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规则
。

在抽象的基

Α Τ肠而 ΑΒ 记;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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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结构和结构间作用方式确定后
,

人体系统的每一

种状态就可以理解为若干结构的相互作用
。

转换规

则就是描述满足什么条件的时候
,

一种结构相互作

用模式能够转变为另一种结构相互作用模式
。

, ∗ 确 定初始字符 Α
。

在上述任务真正完成的时候
,

中医药理论的形

式化表示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
。

但对于一个具体的

实体语法系统来说
,

还需要确定初始字符 Α
。

这就是

确定用结构相互作用模式来描述的人体系统的当

前状态
。

在确定了人体的当前状态后
,

就可以利用
“
−
”

中确定的规则来预测系统以后可 能发生 的变

化
。

如果预测系统以后所预测 的变化为非期望 的结

果
,

则可 以通过加人另外一些结构来干预系统的变

化
,

这就是形式化的中医药理论的具体应用 以及从

此引申出的中药理论
。

上述过程是中医药理论形式化的理想过程
,

具

体实践可能要无数次的反复和修正
。

并且对基本结

构和作用方式的不同定义会导致不同的形式化 中

医药理论
。

其中的争论则会促进形式化 的中医药理

论逐步走向完善
。

三
、

在形式化 的基础上 实现中医药理论

与微观领域知识的衔接

中医药理论形式化的研究目的不仅在于克服 目

前中医药理论所存在的不足
,

而且还在于提取出中

医药理论中的科学内涵
,

将中医药理论的应用推广

到更大的范围
。

医学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

中医药理论与微观领域的知识衔接
,

如何将现代生

命科学成果包容到 中医药理论中
。

中医药理论与微观领域知识的衔接不完全等同

于中医证候客观化
。

中医证候客观化应该将中医所

描述 的证候与西 医或现代科学能够测量 的指标直

接联系起来
,

用 于中医证候的定量
。

中医证候客观

化研究是用一个概念间接地表达另一个概念
,

两概

念间的联系是依赖于实验建立 的
。

中医药理论和微

观领域知识 的衔接除了表明中医概念与微观领域

概念的联系外
,

还要将中医药理论中具有普遍意义

的规律运用到微观领域中
,

通过基本结构及其作用

模式来理解微观系统的运行机制和作用特点
。

中医

药理论与微观领域知识衔接起来
,

就能够将现代生

命科学实验研究结果纳人到中医药理论体系中
。

在中医药理论形式化之后
,

中医药理论与微观

领域的知识相衔接是可行的
。

形式化的中医药理论

是对中医药理论的抽象和升华
,

具有数学的基本结

构和特征
。

数学本身能够运用到更广泛领域的形式

化描述方法
。

具有数学特征的形式化中医药理论也

不应局限于当前中医药理论的描述范围
,

而需推广

到更广阔的范 围
,

尤其是人体系统的微观领域
。

实现中医药理论与微观领域知识相衔接
,

对中

医药理论形式化 的要求是形式化 中医 药理论中的

基本结构必须具有更广泛的抽象意义
。

比如三阴三

阳系统 )%
一 . ’,

它在中医理论中有广泛的应用
,

但如果

单纯地将其理解为六经辨证
,

而不思考它之所以能

够应用 于六经辨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

则就不能将

这种具有广泛意义的结构抽象出来
。

如果结合考虑
“

开阖枢
”

理论
,

并对这一模型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做

更抽象的研究
,

就能够了解到三阴三阳系统的具体

内涵
,

也能够了解其与当前生物化学反应模型之间

的统一性
。

由于篇幅所限
,

作者将就这方面的问题

另行撰文讨论
。

当然
,

除此模型之外
,

中医药理论中

还有其他模型 也可 以作为进一步抽象研究的 出发

点
。

不管具体采用什么样的抽象结构
,

只要 这种结

构具有普遍意义
,

就能够为中医药理论与微观领域

知识的衔接做出贡献
。

四
、

用中医药理论解释人体复杂系统

传统的中医药理论本是解释人体系统的医学理

论
,

但不能用来解释人体系统微观领域的问题
。

人

体复杂系统包括宏观和微观的人体复杂系统
,

这需

要现代化的中医药理论来解释
。

随着人类基因组学与蛋白质组学研究的不断深

人
,

对人体复杂系统的组成元件了解得越来越多
,

但研究人员对描述人体这 一复杂系统仍然感到困

惑
,

其原因在于
“

还原论
”

的研究模式使人们对组成

元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了解得太少
。

为了扭转现代生

命科学在这方面的问题和缺陷
,

西方一些学者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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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应该利用系统方法研究生命科学
,

从而形成了

系统生物学 的概念
。

但是
,

目前系统生物学对人体

系统的描述是理想化的
,

是一种 自下而上 的系统方

法
。

如何从分子水平解释人体复杂系统
,

系统生物

学 目前尚未给出非常明确的思路
。

中医药理论是在临床实践的基础上
,

对人体系

统的描述采用 了自上而下的系统方法
,

它不追求对

细节的完全把握
,

而追求能够在特定的层次上解决

特定的问题
。

但是
,

传统中医药理论则是局 限于宏

观层次上对人体系统进行解释
,

也 只能从这个层次

上解决问题
,

对于更低的层次
,

直至现代生命科学

所研究的微观层次的问题
,

传统中医药理论则无能

为力
。

形式化的中医药理论则有可能对人体复杂系统

给出合理描述
,

这是因为形式化的中医药理具备以

下特征
+

,#∗ 它继承 了传统 中医药理论 自上 而下 的 系统

化方 法
,

能够对人体复杂系统的整体做到 系统性的

描迷
。

,�∗ 它抽象出了传统 中医 药理论中的具有广泛

意义的基本结构
,

将 此基本 结构应 用 于微观领域
,

使形式化 中医 药理论能够按照 中 医药理论的思维

方式来描述和解决微观层 次的 问题
。

这种具有广泛意义 的基本结构使形式化中医药

理论不需要过于依赖于对系统每个细节的把握
。

虽

然有关系统细节 的数据对形式化中医药理论的应

用是有益的
,

但在有些细节不清楚的时候
,

形式化

中医药理论依然能够按照其所包含的基本结构以

及系统的外在表现对系统有一个合理的描述
。

,−∗ 它 包含 了基本结构的相互作 用机制
。

它不仅包含同一层次结构的相互作用
,

而且包

括不 同层次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
,

这就为形式化中

医药理论描述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奠定了基础
。

, ∗ 它继承 了实体语 法 系统的形式化特征
,

具

有定义 明确
、

逻辑严谨 的特点
。

它不会在描述复杂系统的过程中由于概念的误

解而导致非线性复杂系统的理解偏差
。

形式化中医药理论的上述特点为其描述人体复

杂系统奠定了良好基础
。

能够用形式化中医药理论

来描述涵盖宏观
、

微观层次的人体复杂系统
,

就基

本实现中医药理论现代化
,

由此衍生出的治疗原则

与用药方法
,

则可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

五
、

结 语

基于实体语法系统的中医药理论形式化为中医

药理论与微观领域知识的衔接和用 中医药理论解释

包含宏观
、

微观领域在内的人体复杂系统提供了可

用 的工具
。

真正能够实现了本文所描述的中医药理

论的形式化
、

中医药理论与微观领域知识的衔接并

能够用中医药理论解释包含宏观
、

微观领域在内的

人体复杂系统
,

就基本实现 了 中医药理论的现代

化
。

实体语法系统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够具有这样的

作用
,

在于这种思维模式综合了东西方两种思维模

式
,

既包含传统中医的唯象模型方法和整体思维的

特点
,

又包含了西方思维的形式化特点
,

而且还为传

统中医思维的唯象模型加人了相互作用的机制
。

真正实现中医药理论现代化还有很长 的路要

走
,

但实体语法系统理论体系提供了一套具体的可

操作的方法
,

相信它在中医药理论现代化的过程必

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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