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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使世界变得平坦 ,发达国家正在由“信息时代 ”迈进“概念时代 ”。

在全新思维中 ,以形象思维为基础 ,崇尚“高概念 ”、“高感性 ”,提倡“概念整合 ”及“模式识别能力 ”。我

国中医药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概念为核心。中医对生命的理念所用的术语 (形、气、神 )与现代科学的

“物质、信息、概念 ”融会相通。中医诊断及辨证施治和美国风行的“口述诊疗学 ”、“结合医学 ”、“整体

医学 ”有众多联系。中医已经引起了西方的关注 ,如“现代舌诊学 ”。继承中医长期形成的学术成果 ,结

合我国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复杂性科学及模式识别领域所获得与中医有关的研究与结果 ,进入“概

念时代 ”的 21世纪 ,是我国的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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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们对中医药的“科学性 ”及发展前景的争论

中 ,人类发展的环境在动荡中变化。在发达国家特别

是美国在演示着时代的进展 ,信息时代的技术成果和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变化 ,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和工

作方式以及整个世界 ,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正变得平

坦 ”。随着全球化、软件往亚洲外包、物质丰富和自动

化盛行 ,发达国家的知识工作者正在挖掘、掌握那些不

能外包的技能。创新的意识更加强烈 ,发展右脑 ,进入

全新思维。发达国家已经迈开了从信息时代走向概念

时代 (Mov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Concep tual

Age)的步伐。在中国 , 2007年 3月科技部等国务院十

六个部门联合发布实施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
(2006 - 2020年 ) 》,这是事关中医药创新发展全局的

又一纲领性文件 ,是政府部门全面推进中医药创新发

展的一项重大举措。如果说 ,从西方兴起的第三次浪

潮 —信息革命曾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乃至观念和

思维方式 ,那么 ,这次发达国家正在兴起的“概念时

代 ”推崇形象思维 ,对我国素以形象思维和整体观念

为核心的我国中医药创新发展带来哪些启示呢 ?

一、“世界是平的 ”和“概念时代 ”

1. 弗里德曼的世纪之作 —“世界是平的 ”

当今 ,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托马斯 ·

弗里德曼的新书《世界是平的 : 21世纪简史 》[ 1 ]最早

在 2005年 4月出版。此书刚刚问世便大受欢迎 ,微软

的创建者比尔 ·盖茨极力推崇此书。美国《商业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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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评论说 ,几乎所有的 MBA都在读《世界是平的 : 21

世纪简史 》。2006年 ,此书因以丰富生动的语言描述

了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益处 ,且提出了“现代商业课

题中最令人瞩目和引人入胜的真知灼见 ”而荣获首届
《金融时报 》与高盛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奖。弗里德曼

称我们正处于“全球化 3. 0”时期 ,认为将我们带入这

个新时期的动力既有地缘政治的因素如柏林墙的倒

塌 ,也有技术方面的进步如个人电脑和网络的流行以

及在此基础上生产过程和创新模式的革命。弗里德曼

认为 ,在全球化 3. 0时代 ,竞争的平台已经被推平 ,这

就是“世界是平的 ”的含义。原来以西方为中心的世
界 ,随着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的崛起 ,来自世界各

个角落的非西方、非白人的个人群体拥有越来越大的

能力与影响力。这个世界可能看起来比以前更平坦

了。但从最近 200多年的历史来看 ,时代的进展是不

平衡的 ,全球化是有起伏跌宕的。历史经验证明 ,在全

球化潮涨潮落的过程中 ,起决定性作用的不只是技术 ,

不单是经济 ,而是人们的反应和所采取的行为。

2. 从信息时代迈进概念时代

近一个世纪以来 ,在整个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 ,社

会被一种过于简单和重分析的思维形式与生活方式所

统治。这个时代到处都是“知识工人 ”,他们都受过良

好的教育 ,能熟练地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特别是过

去的几十年在所谓的信息时代中 ,时代的宠儿是偏重

左脑拥有特定思维的一类人 ,诸如编写代码的电脑程

序员、起草协议的律师、啃数据的 MBA们。但是 ,在全

球化的进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改变。美国现代知名作家

丹尼尔 ·平克告诉我们 :未来属于另一类人 ,他们拥有

全然不同的思维 —创造性思维 ,包括了设身处地 (共

情 )型思维、模式识别思维和追寻意义型思维。这些

人中有艺术家、发明家、设计师、讲故事的人、看护人

员、咨询师、考虑全局的人 ,这些人将会享受最大的工

作乐趣并获得最高的社会回报。平克所著的《全新思

维 —从信息时代迈向概念时代 》[ 2 ]描述的是一个时代

话题 ,揭示出目前发达国家继续引领世界的关键所在。

因而 ,它不只是在欧美风靡 ,在亚洲的知识界中也日益
广泛的传播。

世界平坦化 ,预示着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时代拥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形式和生活方式。

该书为我们描述了已经在美国风行的场景 :崇尚的是

“高概念 (H igh Concep t) ”和“高感性 (H igh Touch) ”。

高概念的能力包括具有美感、富有创造力和丰富的情

感、能写出优美的文章以及将表面上毫无关系的事物

结合起来 ,创造出新的东西。高感性的能力包括理解
别人、懂得人与人相互交往的细微之处、找到乐趣并感

染别人、超越平凡、寻求生活的真谛和意义。世界许多

发达地区正发生着这些变化 ,实现着经济和社会从以

逻辑、线性、类似计算机的能力为基础的信息时代 ( In2
formation Age)向概念时代 (Concep tual Age)转变。概

念时代的经济和社会建立在创造性思维、共情能力和
全局能力的基础上。在信息时代标榜的“左脑 ”逻辑

思维能力在今天仍然必要 ,但是却不再能满足我们的

需要。我们曾经低估和忽视的“右脑 ”形象思维的能

力 —创造性、执著、快乐感和探寻意义 ,而这一能力将

越来越能决定世界的未来。

3. 概念时代的全新思维

概念时代正在开启人类的新纪元 ,但是这意味着
什么呢 ? 我们还是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说起。概念是

人类对世界认识也就是认知过程所形成的一种基本模

式 ,是人类知识组成的最小单元 ,概念被认为是思维的
基础 ,与判断和推理并列为思维三要素 ;概念的内涵定

义了概念所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其外延描述了概念

所对应的一切事物。概念间存在着各种复杂的联系 ,

它反映了由于环境的作用引起人脑神经网络中许多神

经元其突触与别的神经元树突 ,相互连接与衰亡的关

系。所以说 ,作为一个时代标志的概念 ,无疑与思维 ,

特别是与高概念、高感性的思维 ,也就是形象思维和创
造性思维息息相关。

机器在 20世纪被证明可以代替人的体力 ,很多新

技术在 21世纪被证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脑。随着经济、

技术的全球化 ,计算能力为主的“信息时代 ”必将发

展 ,进一步追求的是一个全新的以创意、共情、模式识

别、娱乐感和意义追寻等“右脑 ”能力为主导的“概念
时代 ”。这个时代拥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思维形式和生

活方式 ,这就是“高概念 ”和“高感性 ”。也就是说 ,形

象思维及其相关的领域会日益得到人们的青睐。

无论怎样分开谈论左右半脑 ,它们实际上都是协

作的 ,大脑作为一个运行平稳和一致的联合体是完整

统一的。左半脑知道怎样处理逻辑 ,右半脑了解世界。

两者结合在一起 ,人类就有了强有力的思考能力。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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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思维的特点 :次序的、字面的、功能性的、文本的、分

析的 ,这种思维方式在信息时代很流行。右脑思维在

工业和信息革命的时代 ,没能充分显示其重要作用 ,它

的特征是 :同时的、比喻的、美学的、语境的、合成的。当

代左脑导向的智能依然必要 ,但已经不够用了 ,因而 ,概

念时代需要的正是这种左右脑结合的全新的思维。

二、我国中医药创新发展蓄势待发

中医药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发挥了不

可磨灭的作用 ,至今在整体论治、防病健身等方面仍然

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功能。人民的需求和民族的感情 ,

都必然推动着它的现代化进程。不只中医界本身责无

旁贷 ,我国的学术界也为此从不同领域进行了许多研

究 ,这也会为中医药创新发展奠定有力的基础。

1. 思维科学及形象思维的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许多是基于形象思维 ,因

而思维科学和形象思维的研究会为中医药的现代化提

供理论基础。

思维科学的研究始见于上世纪 30年代。基于第

五次产业革命的来临、信息时代和研究新型智能机的

需要 ,钱学森在 1980年即倡导思维科学。他明确指

出 :人工智能、智能机的理论是思维科学 ,而思维科学

的发展也恰恰要靠智能机、人工智能的工作。思维科

学一方面为智能计算机和发展人机结合的智能系统提

供了理论依据 ,并逐步丰富 [ 3 ]。

至于人的思维 ,有抽象 (逻辑 )思维、形象 (直感 )

思维、灵感 (顿悟 )思维和社会思维。从思维与智慧的

关连来分析 ,按照熊十力 3 的说法 ,人的智慧分为量智

及性智。性智又分为两个层面 ,低一层次是以形象为

基本的 ,可以称“象智 ”,高层次的才是性智 ,同时它又

图 1　人类思维结构示意图

是从思维的角度集智慧之大成 ,如图 1所示。

说到思维科学的研究 ,其突破点在于形象思维学

的建立 ,形象思维学解开了 ,才能去认真研究综合性的

创造思维。过去关于形象思维也有不少工作 ,但似乎

是就事论事 ,没有指出形象思维是宏观的、整体性的。

我们说中国古代哲学有不少特色的宏观、整体性思想 ,

所以对研究形象思维有帮助 ,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有用

的东西。

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深厚的生命力 ,除其宇宙整体

观和社会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外 ,就是它的形象思维

的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中 ,最灿烂的园地之一就

是中医药。以形象思维来阐述中医的天人观等有关学

说 ,结合综合集成思想了解辩证施治和四诊、八纲 ,然

后从我国首创的复杂巨系统的观点阐述中医理论 [ 4 ] ,

从思维科学出发 ,与现代系统论相结合这就为我国中

医药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2. 辩证施治的意象说与近代科学模式识别

在讨论到与形象 (直感 )思维有关的问题中 ,不少

人认为一些经验的体会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有

人就问 ,既然不可言传 ,那么怎么能理解 ,又如何加以

研究呢 ?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着重于“用心体会 ”的认

知方式 ,存在着不容易进行交流的弱点 ,但绝不是无法

研究。《易传 ·系辞 》上曾有一段很深刻的文字“书不

尽言 ,言无尽意 ; ⋯⋯圣人立象以尽意 ”。前人对只可

意会的东西的论述 ,采用的是比喻的方法。典型的例

子是范缜 3 3 对形神关系的比喻 ,就非常精彩 ,在中学

教科书中可找到。形神的比喻是 :“神之于质犹利之

于刃 ,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 ,利之名非刃也 ,刃之名非

利也 ;然而舍利无刃 ,未闻刃没而利存 ,岂能形亡而神

在 ?”(《神灭论 》)。

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治学思想中得到启示。前

人还采用“比类取象、援物比类 ”等方法。这里我们用

中医诊断疾病来对形象 (直感 )思维作比喻 ,中医里的

“证 ”即从人体的整体状态考虑进行综合诊治 ,而不是

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 ,也是讲从整体上考虑问题。另外

3 　熊十力 (1885 - 1968)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 ,提出“新唯识论”,著有《新唯识论》、《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 ,其学问影响深远 ,在哲学界自

成一体。

3 3 　范缜 (约 450 - 515) ,字子真 ,中国南朝齐 ,梁时著名无神论思想家 ,著有《神灭论》、《答曹思文难神灭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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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从眼、耳、鼻、舌等感官 ,获得信息 ,进行模式识别 ,把

器官感觉到的信息与知识与大脑中存贮的医理模式从

整体上加以比较 ,进行搜索与匹配找出并识别“形

象 ”。而这种搜索与匹配的效率与情感密切相关。从

以上这些方面加以引伸来探讨形象 (直感 )思维可以

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这样也许可以对形象 (直感 )

思维有进一步了解与较好的说明。从中医诊断来加以

分析 ,首先是立“象 ”,即大夫通过回诊多种媒体 : (望、

闻、问、切 )等感知及自身的体会 ,建立子模式 ,再形成

与各种病症对应的模式类别 ,立“象 ”的过程是大夫与

大量的病人接触、学习与诊断的积累过程 ,病人实际上

起到为大夫提供样本的作用。立“象 ”是十分复杂的

认知过程 ,用现代的观点与语言来说 ,是大夫的实践与

经验积累的过程。可以说是多维 (望、闻、问、切 )的自

下而上的综合集成 (Metasynthesis)过程 ,这是由大夫

的大脑这一系统来完成的。最终把实践经验沉积于大

夫的脑中 ,形成表征与各种病症相对应的各种模式类

的“意 ”,达到立象表意 ,如图 2所示。

立“象”很重要 ,在此过程中 ,采用以象说象的办

法建立一种描绘整体形象的比较抽象的象称为“意 ”。

中医大夫对病人疾病的诊断是靠对人体的整体了解以

“意 ”之间的相似性来加以判断。现在我们借用模式

识别研究的叙述来表达 ,用以象说象的办法 ,可以用一

个二元式表示一个模式 P的方式加以表达 , P包括象
(用 I表示 )与意 (用 E表示 )两个成份 , P = P ( I, E)。

其中 , I:称为模式 P的象 ,包括感性成份与理性成

份。

E:称为模式 P的意 ,是一种比 I较为抽象的象也

包括感性成份与理性成份。

E的感性成份是相应的象 I的感性成份的凝炼和

浓缩。

图 2　中医的立象示意图

E的理性成份是相应的象 I的理性成份的涵盖和

总结。

由于中国传统思维中认为感性与理性是相通的。

所以 E可认为是从 I通过综合集成 ,即从定性到定量

的综合集成所得的结果。

如图 3所示 ,从象到意可以是一个层次 ,也可以用

多层次形象的类比与寓意来完成。人进行模式识别的

过程可以说是形象 (直感 )思维的主要内容之一 ,而综

合集成在识别的过程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 5 ]。

总之从中国传统思维中把形象 (直感 )思维概括

为“象、意、情 ”的综合体现 ,应该说是很有道理的 ,这

表明中医的理论与现代科学观念是可以沟通的。

结合前面对形象思维的研究来分析中医通过“四

诊 ”,对病人的整体进行系统的诊察 ;结合脏腑、经络、

病因、病机等有关中医基本理论 ,将观察所得的结果综

合分析 ;通过现象去看本质 ,从而找出病证的内因和外

因 ,掌握病证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所以望、闻、问、切四

诊是中医认识和诊断病证不可缺少而且是特有的手

段 ,它充分强调了医生的形象思维能力。归结起来形

象思维以及人的“象智 ”和“性智 ”在中医诊断过程中

得到了体现 ,通过医生的头脑 ,将之集成。这种保障中

华民族几千年生息繁衍的“中医 ”,正是中国传统文化

和形象思维的凝聚。进一步看 ,人体做为一个开放的

复杂巨系统 ,我们从 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 ”的

观点 ,充分采用现代科学以及测析手段与中医药结合

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 6 ]。

3. 中医药创新发展逐步走向世界

中医药的许多治疗方法和效果 ,特别在临床上的

某些价值 ,至今不能为西医所取代。在整体论治、功能

联系和针灸、奇效方剂、天然药物利用等方面可以说走

在当代医学的前列。经络学说和针灸已经得到国际上

一些机构的首肯 ,一些中药和制剂也已通过发达国家

图 3　从象到意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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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机构认证 ,为许多国家患者所采用。在诊断学中 ,

特别是“舌诊 ”由于发扬中医的优良传统并和现代医

学生物计量学相结合 ,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 ,已经

取得良好成果。

“舌诊”在中医学的四诊中是以舌象观人之脏腑 ,

不但把其作为诊病察病之手段 ,而且更应注意研究其

生物特征的应用价值。研究中国中医舌诊学 ,一方面

应用中医学的整体医学理论及全息生物理论 ,充分发

挥几千年来中国中医学日积月累之经验 ,同时运用现

代医学科学手段与信息技术 ,使之不断发展 ,已成为中

医创新发展中一个成功的范例。根据我国对白色人

种、黑色人种地区舌象观察的经验及有关我国新疆地

区少数民族舌诊普查资料 ,证明黄、白、黑色人种的舌

象并不因种族地域不同而有什么本质的差别 ,因而舌

诊具有普遍的诊断作用。早在 17世纪 ,波兰传教士即

将中国古老的舌诊译成法文 ,使中国舌诊得以在欧洲

一些国家流传应用。中国舌诊学可用于世界各种肤色

人种病症诊治 ,成为人类所共享的医学科学成果。

“舌诊”的研究受到我国卫生领导部门的重视 ,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采取了与香港及其他地

域学者合作研究的方式 ,所以比较快的取得了可喜的

成果。研究项目通过了国家鉴定、出版了 500余万字

并附有 1130幅舌诊图和计算机分析舌图象图的《舌

诊学 》[ 7 ]巨著 ,并有以英文发表的专著 [ 8 ]问世。

三、概念时代对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启示

1. 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中会扬长避短

既然世界的大趋势之一是世界的平坦化 ,那么关

于世界平坦化在 21世纪对全球文化的影响 ,就会使得

人担心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是否会被侵蚀。但是《世

界是平的 : 21世纪简史 》一书作者弗里德曼却持有这

样的观点 :就文化来说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世界平坦化

进程不会导致各种文化的同化。实际上 ,与其说“平

坦 ”世界中的竞争平台能同化各种文化 ,不如说其导

致世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创造多样化的潜在能力

更为强大。平坦世界的竞争平台为你提供了把本土文

化展现给世界的机会 ,意味着本土文化得到保护并发

扬光大的机会也会增加。全球化不应仅仅是简单的资

本和市场扩张或贸易的加强。它不仅仅是经济现象 ,也

并不仅仅影响经济。它应该是一种更宽、更深、更复杂

的现象 ,包含着许多新形式的交流与革新。我们的任务

并不是抛弃这个平台 ,而是要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2. 中医药学与全新思维时代的“概念 ”灵犀相通

现代科学认为人是在进化过程中由非生命经过生

命而产生的。可以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以生命为基

础、结合物质、信息和概念三者有机统一的存在形式。

这与中医认为人是形、气、神一体的观点是有其相通之

处的。中医认为 ,人体正气的“正 ”,是形气神三者的

统一 :“形者生之舍也 ”、“气者生之充也 ”、“神者生之

制也 [ 9 ] ”。由于人体是物质、信息和概念的有机统一 ,

这又构成了人体存在的三个层次 :物质、信息和概念 ,

这与中医对人体认识的形、气、神三个层次也是吻合

的。在人体的这三个层次中 ,物质 (形 )处于最低层 ,

信息 (气 )处于第二层 ,概念 (神 )居于高层。其中低层

是高层的基础 ,高层对低层又具有主导作用。其中概

念 (神 )通过信息 (气 )对物质 (形 )也具有主导作用 ,

所以概念 (神 )是人体总的主导。由于人体是物质
(形 )、信息 (气 )和概念 (神 )三者的有机统一。所以

作为医学的生理、病理研究 ,不仅要考察物质 (形 )、信

息 (气 )和概念 (神 )三个层次在人体生理病理中的运

动变化规律 ;而且更要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

互作用。

从它们的矛盾运动中来把握人体的生理病理变化

的本质规律 ,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对人体生理病

理的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中医药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医学 ,它之所以在现在

还能得到不断发展而不被淘汰 ,这与它对人体本质的

正确揭示是分不开的。而我们今天从新时代的“概

念 ”观点 ,来阐明和研究中医这种对人体的认识 ,则具

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将有利于中医药学的现代化

和与时代共同发展。

3. 中医药学现代化发展的时代机遇

中医药学科研究 ,它是以整体的中医药学作为研

究对象 ,着眼于中医药学术的特点和结构 ,并涉及中医

图 4　形气神与物质信息概念 [ 10]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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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发展和管理等重大问题。当然 ,中医药作为传统

医学不可避免的首先是自身现代化的问题 ,这无可置

疑。虽然中医药学科研究经历了西方医学的冲击和一

些不明真相人们的妄自非议 ,但是始终存在人民的需

求 ,再看到概念时代对形象思维的倾斜 ,我们相信它一

定会发展起来的。回顾 10余年前第三次浪潮 ———信

息革命冲击着整个世界 ,中医药学在这次浪潮中不可

避免表现有劣势 ,也有优势。例如第三次浪潮中 ,侧重

于综合的思维方式 ,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长于综合 ,中

医也以综合为基本特点。尽管中国传统综合与今天综

合有相当距离 ,但是 ,只要通过努力是可以进入高级综

合时代的 ,这是东方思维的巨大潜力所在。当时托夫

勒曾饶有风趣的说 :“古代文明的一些真正特征 ,从第

二次浪潮的观点看 ,似乎是如此落后 ,但按照作为前进

中的第三次浪潮的基础来衡量 ,可能极为有利 ”。可

是中医药创新发展延误了时间 ,没使这些有利的因素

充分发扬。现在 ,“概念 ”叩响了时代的门扉 ,平克又

向我们叙说 :“高概念和高感性正在世界经济和社会

中风靡。现在 ,美国医学院的课程正在发生时代性的伟

大的转变。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和全国其他的

医学院学生们正在接受‘口述诊疗医学’的训练 ,因为研

究表明 ,除了电脑诊断外 ,医学诊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

病人的口述。而在耶鲁医学院 ,学生们会去耶鲁英国艺

术中心学习艺术 ,来锻炼提高他们的观察能力。因为那

些学过绘画的学生更善于洞察病人的细节情况”。这样

看来 ,中医药赖以发展的形象思维和综合集成的“四诊、

八纲”,会为现代医学吹来习习清新的空气。当然中医

药本身也应该不断发扬精华 ,废弃封建色彩等糟粕 ,汲

取现代医学的科学方法和有效手段加快实现中医药的

现代化 ,它包含着的十几亿炎黄子孙的殷切希望 ,也正

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药与时俱进的正确方向。抚今

追昔 ,在全新思维的“概念时代”正是亟需现代化的中医

药奋起直追、加速发展的良好机遇。
(在完成本项工作的过程中 ,崔霞同志与作者进

行了多次讨论取得了一些共识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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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ce For M odern iza tion of Trad itiona l Ch inese M ed ica l D iagnosis And M ed ic ine In Ch ina
———the d iscussion from developed coun try str ide from“ informa tion age”toward“conceptua l age”

D ai R uw ei
(Com plex System s and In telligence L ab, Institu te of A u tom ation Chinese A cadem y of S ciences, B eiJ ing 100080)

The world becomes flat by globe econom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everywhere. Several developed countries stride
forward towards“Concep tual Age”from“ Information Age”and with a whole new m ind based on thinking in imagery.
And p leading in support of“high concep tual”, “high sensation”and advocating“concep tual blending”and“pattern
recognition capability”, the co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thinking in imagery as well as holistic idea, and the
idea of lif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 and its term inology (physique, essence Q i and sp irit) can be con2
sidered which related to material, information, concep tual of advanced science. the TCM and syndrome different treat2
ments seem s connections with“ Integrative medicine”, “Holistic medicine”and“D iagnosis with speaking”which are
popular in America. Now, in western world, many peop le pay attention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instance,
Tongue D iagnosis, based on Pattern classifi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the results from TCM in long term, advocate ex2
tracting features and results related to TCM from system science, Noetic Science, Science of Comp lexity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W e believe stride into concep tual age is a good chance for creative develop ing of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thinking imagery; the whole m ind; concep tual age; creative development on Chinese medicine
(责任编辑 :张志华 ,王 　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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