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 1月 系统 工程 理论 与实践 第 1期 

卟12 
从古代 系统思想到现代东方 系统方法论 

⋯  1 000

cI
80 ) (中国科学院系境科学研究所．|E京 。 

羹 ： 詈 轰‰是鸨 束专毒撬i诧 i=) 关t词：系统方法讫}物理一事理̂理 A’盘 矗l X ) ’l rL̂ J 
中圈分类号： N942 ＼ 、 

From Ancient System Thoughts ． 

to M odern Oriental Systems M ethodology 

GU Ji—fa，TANG Xi-jin 
(Institute of Systems Sciences，Chinese Academy of Sc iences．BeijaI1g 100080) 

Abstrac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s ideas，we discuss the systems movement 

with consideration of oriental systems thinking．We also dep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iental system approach．W uli—Shili-Renli approach． 

Keywords： systeros approach}W uli—Shili—Renli approhch r 

1 引言 

系统工程思想 自 7O年代末在我 国推广 来 ，已得到 国内各方人士的认同，尤其是系统工程 的基本概 

念、观点和它处理各种问题时所使用 的系统方法论已在不少钡域得刊有效 的应用．但事物总在不断变化 ， 

新的更为复杂 的问题和现象展现在我们 面前 ，需要有新 的探索，因此处理它t】的系统方法论也在 不断前 

进．如果 说从 4O年代 到 60年代 主要解 决 以面向工 程、军 事系统 为主 的或者说结 构 比较 清楚 的问题 

(problem)时 ，丘奇曼(Churchman)等的运筹学方法论、譬尔(Hal1)和麦可尔(Macho1)等为代表的系统工程 

方法论曾经风行了三、四十年，那么列 80年代初针对社会、经崭等 比较复杂的有人参与 的软系统或者有争 

议 的问题(issue)时 ，切克兰蔼(checkhnd)提出了软 系统方法论 ，应该是 系统 方法论进 步的一十重要标 

志 ]．90年代初 ，由于处理各种社会、战略性更为复杂的问题 ，或者是问题成堆的问题，即堆题(mess)，需要 

从一批系统方法论中来选择合适 的方法论．弗涪蔼(Flood)和杰克琏 (Jaekson)提 出了全面系统于预(Total 

System Intervention) J．当东西方系统界活跃着一大批各式各样 的西方的系统方击论时 ，90年代又出现了 

西方一些学者希望向东方学习、东方 自己也在探索一些有东方特色的系统方法论．为与西方的区别 ，我们 

称 之 为东 方系统 方法 论 J． 

2 古代 系统思想 

尽管近代系统方击是从本世纪 40年代莲新发展起来 ，但一些朴素的系统思想却早在二、三千年前在 

东方和西方出现了．下面简单舟绍一些东、西方传统的系统思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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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西方传统系统思想 

早在公 元前五 、六百年，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们就撵索 了系统 的基奉思想t认识到世界是一个系 

统，由一些基本要素组成；并认识到整体和部分的辨证关系．著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蔷(Aristotle)在 

公元前三百多年就提出整体是由部分组成 ．整体大 于各个部分的总和．近代对世界、整体和部 分的看法有 

了更探一步认识，但逐渐把世界看成是机械的、可以分解为若干独立的部分f还原论占了统治地位．当然后 

来这些学者们也形成 了有机体的概念，以区别 于机械观 ，同时认为宇宙系统是 白组织演化的 马克思、恩 

格斯的系统思想已成为辨证唯物 在恩格斯看来，整十世界是一个有机联藐起来的复杂的系统t物质世界 

是有层趺的．马克思认为整体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配台好时部分之间协 同配音 ，可以产生新 的东西、 

新的力量． 

2．2 中■传统 系统思想 

中国古代朴素的系统思想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形成了．量早是A卦与周 易．易经把世界看成 

为一个由基奉要事组成 的系统整体，以代表天地 的乾坤二卦作为起始形成^卦 ，̂ 卦重叠形成六 十四卦， 

从 而形成 了概括天地问万事万物的世界体系．易经又把世界看成是一十由基本矛盾关系所规定 的层次系 

统整体，是一个动态的话环演化的系统 整体．公元前五百多年，以老子为创始人 的道家对系统提 出了精辟 

的看莹 他们认为道是事物之本原 ，又是事物的法则．天、地、人都是道的产物 ，它们具有统一性．道是无地 

人的主体 ，也是天地人运动必须遵循的规律 和行动法jlI．道家的系统思想尤其是关于系统 自发白组织思想 

受到唇际上系统科学家的重视 ；当代著名系统科学家普里戈金(Prigogine)非常欣赏庄子曲一些观点，认为 

庄子提出的问题今天依然存在．他说 ： 我们正是站在一个新的综合、新的 自然观的起点上．也许我们量舞 

有可能把强渭定量描述的西方传统和着眼于白发白组织世界的中国传统结台起来”． 

中唇古代系统思想的精华还有《黄帝内经 读书中，人体被看成一十有机和谐的整体 ，井进一步看成 

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的养生规律是 与外界 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的，故有 天人相应 的医疗原则，主张 

把生理现象与 自然现象相联系 ，提倡整体辨证旌治的观点．《孙子兵法》更是将 系统思想用于军事中的典 

范．一些 中国古代大工程如都江堰等也都运用了系统思想． 

3 系统运动圈 

忉克兰碡总结了近代系孽思想的起撼和发展，认为从 自燕科学、工程技术筹产生硬系统方法论，又从 

经挤、社会等俺置产生 了较系统工程方法论 ，并将这些认识集 中表达在一 个他称 为 系统运霉丘圈 中 u．我 

们认为遗个幕统运动圈应在两端加以修改，一靖是它的起褥，那就是古代系统思想，特别应加^中国古代 

的系统思想．它的很多精彩息想远未麓令人所利用 ，因此它也是一个掉头．同时系统运动也不应只在较系 

统方接论锗柬 ，西方也有不步新的系统方珐论出现 ，面更新的异军东方系统方{盏论将盎突起．为我们面 出 

新的系统运动圈[5]． 

4 东方系统方法论 

4．1 西方掌者的看法 · 

近 年来莸们已经看到一些西方系统学家和其他方 面的学者在注意我们古老的东方传统．例如物理学 

家卡警拉(Capra)所著的《物理学之道—— 现代物理和东方神秘主义的相似性撵讨 》(The T8o of Physics) 

一 书 1975年出版后成为国际上的畅销书，瑚 1991年 已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出敷，总印数超过一百万册 ，在 

国内曾译成《现代物理与东方神秘 主义 》(1983年 )出版．1991年的第 三版中卡普拉加 了一个后语
，标 题 为 

“新物理学的未来 ，其中谩 了六点看法．第一点涉及整体与部分关系的理解，卡普拉认为 “一旦对整体 了 

解·就簦至步在原则上推论局部 之间相互作用 的性 质和图景．这点在东方传统文化中表现得报明显 ．其 

次，涉及到对结构和过程的不同理解．他说： 当人们研究印鹰教、佛教和道教时，可 理解到它们都把变化 

作为基奉要素，世界由运动、流动和变化组成 ．第三点 中他说： 经典科学 观念把知识体系 比喻为～座 大 

厦，把蓦奉定律比喻为这一大厦的基底．知识立足于同定不变 的蓦底上这一基本观点在西方科学和哲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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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应用了二千年．⋯⋯在东方传统思想中，同样把宇宙看成为一十关系网络，没有任何基本部分”．量后， 

卡瞢拉认 为，许多东方传统 文化可 以不经过改造被应用 刭西方来啪．韩 国的系统学家事永辟(Rhee Yong 

Pill1997年的一篇文章专门舟绍了老子的道德经 ，并且将它用于解释近代物理理论学中不步现象和观点 ， 

他甚至认为也许老子是世界上第一个理论物理学家 ]．他还详细介绍了卡瞢拉 的一 系列书和文章 ，并将之 

与道鲁经相比较．道德经也被社会学家们用 来更辣^地观察社会系统的动态过程．瞢里斯曼(Pressman)在 

1992年的文章中把系统方法论与东方舶方法论进行综音，认为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方法论啪． 

4．2 东方学者的探索 

尽管西方对东方古代系统思想裉赞赏，他们不会为东方去设计一套现代适用的东方方法论．80年代末 

El本著名系统和控制论专家椹术义一提 出了一种叫 Shinayakana系统方法论．Shinayakana在 El语中表示 

又软又硬 ，没有对应的英语词汇．Shinayakana方法既考虑硬 的可操作的一面，又考虑戟 的一面．在应用 

时，它强 词三个 H；诚 实(honesty)、和谐 (harmony)、人性 (humadi~y)，和三个 I：交互 (interactive)、智 船 

(intenigent)和集成 (integration)，后者有时教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所代替．椹 术和他的学生利用这 

个方法论构造决策支持系统用于分析 El本 2l世纪的环境 以及其它问题恻． 

我国钱学森、于景元、藏汝为等在 1990年提出开放复杂巨系统的概念，对遗类系统 问题，提出了 从定 

性刭定量综音集成方法论 ．遗个方法论是钱老等总结了国内外系统理论的发展以及中国直己的实践经验 

而形成的一套可以说是 90年代初我国系统方法论发展过程 中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4年3月顾基发等在 

日本学术访问时，向El本方面介绍了钱老等的方法论，井与椹术义一(日本系统研究所)和 中森义辉(El本 

甲南大学 )探讨就系统方法论的合作研究．考虑到双方对东方文化背景的认同，椹木和钱老提 出共同研究 

和开发“东方系统方法论 ． 一 

1994年顾基发访 问英国赫尔大学 (Hull University)~统研究 中心 ，向英国学者介绍 了上面的联音开发 

东方 系统方法论的思想．通过两个月 的交流探索 ，顾 基发 与朱 志昌(赫尔大学)提 出了一个东方系统方法 

论 物理一事理一人理(Wuli—Shill-Renli—WSR)系统方法论“ ．它可算是东 西方 系统方 法论研究合作的结 

果·赫尔有前面提及的弗洛德和杰克逊等研究系统的名家．WSR系统方法论应该说开始檀根于中国，后来 

在西方系统方 法论研究背景下形成的．还在 1978年，钱学森、许 国志、王寿云在国内《文汇报》发表 了一篇 

有着重大影响的文章；“组织管理的新技术——系统工程”，其中就指出。相当于处理物质运动的物理，运筹 
学也可以叫作“事理”一1980年许 国志先生专 门写了“论事理 的文章 ，同期还有宋健的 事理系统工程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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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技术” 1979年钱老写信给在美国的著名系统工程专家李跃{盏先生 ，李回信强 同意物理和事理的提 出， 

并建议再加“人理”(motivation)．80年代中顾基发为中央办公厅干部班讲授系统工程时就提出；作为一个 

好的镊导干部应该。懂物理、明事理、通人理”．经过十几年系统工程的实践 ，作者越来越感到不少系统工程 

项 目虽然对物理、事理有清晰的理解 ，但 由于不世人理而失败．与日本和英国的学术交流，特别是与西方 文 

化的直接碰撞 ．终于使得顾基发与束志 昌合作提出物理一事理一人理系统方法论．事实上 ．在 WSR正式提 

出之前 ．作者已在一个 区域木赍辑管理项目中具体宴疏了(1992~1995年)、此蟊 ，在一系列不同应用项目 

中．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丁探索性的实践，如商业设施与技术装备标准体系研究(1996~1997年)、商业 自 

动化系统综合评价(1997~1998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项目监测与评价(1996--1998年)等取得 了良好 

舶结果．WSR方法 已在许多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 报告．引起 国际同行的重视 ，纷野对它发表评论 ，而东 

方的学者更为欣赏．由于篇幅所限．关于 WSR系统方法论的内窖已在其它文章中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 

事实上， 同 镊域对东方文化 ，特别是华夏文化的研究借鉴是当夸滑赢、如 1996年 6月在北京第 58敬 

晋 山科学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传统文化与 当代辩学前沿发展”}1997年 8月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殴亚科学院 

地球信息国厍会议有专门的 东方文化 的专题讨论．1997年 12月在香港城市大学现代华^管理研究中心 

举 办的 97 华夏文化与现代管理 国际学术研讨会在 97香港回归之年召集大陆 、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她 

的华人管理学者与盘业 家探讨全球化趋势下管理研究理 论和实践与华夏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等、而 白 

1995年开始的已举办了三属的中一英一 日系统方法论研讨会是系统方法论东西文化直接碰撞曲结果、 

在开发东方系统 方法论中．我们撵癌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探 ，尤其在处理 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 和 

协调方面，我国古代的 天人舍一”的思想等实在 比当今西方某些观点要钡先得多．当然在取其精华时 ，我 

们需要注意时代背景．不能生搬硬套，断章取义，走向楹螭、系统方法论 的研究是基于不斯 的系统实践，脱 

离丁实践的土壤 ．毓乏时代的气息，盲 目强调东方传统，都是在东方系统方法论的具体研究中需要蔗免 的 

何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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