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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基于对广义系统、泛导、泛对称、泛箱原理、泛系相对性提出了新的分析模式与新的相对数

学化的简化强化的定义,发展了泛系方法论与泛系相对论的框架与理法,具体内容涉及: 相对普适

的数学化的泛系, 200类对偶 ,对偶转化, 泛对称转化, 泛系辩证, 八畴方法, 泛系数学方法, 广义量

化,逼近转化原则, 泛等价定理,供求分析, 思维实验,广义灰色系统 ,等等# 

关  键  词:  泛系方法论;  相对论;  系统;  泛对称转化;  辩证逻辑;  后现代思维

中图分类号:  N94116; O412; B811   文献标识码:  A

引   言

列入中图分类的泛系理论是一种侧重泛系的多层网络型的跨学科新研究, 探索数理思维、

系统思维、辩证思维、诗化思维的一种结合,侧重研究泛系的基砖、基本模块、基本范畴、网络与

相对性,倾向于开发一种后现代化的方法论与系统科学(包括某些半数学化与相对可操作的方

法论) ,追求一种其传递包在多种学科理法中几乎处处稠密的泛系理法# 其中侧重泛系的相对

性的研究即为泛系相对论# 

泛系理论: ] 林林总总理法的四互(互联、互转、互导、互显生)或者五互(互联、互转、互导、

互生、互克,简记为Z )# 泛系相对论: ] 泛系理论: ] 林林总总理法四互或网联# 相当于:自然

数系统: ] 有理数系统: ] 实数系统: ] 复数、超复数、模糊数系统: ] 林林总总的数学结构# 
本文推广已有的研究( [ 1~ 5] ) ,用新的形式论述泛系方法论与泛系相对论的框架,并且发

展一些新的原理与理法, 对广义系统、泛导、泛对称、泛箱原理、泛系相对性等提出新的分析模

式与新的相对数学化的简化强化的定义,具体内容涉及: 相对普适的泛系( T 元泛系、高幂泛

系、粲泛系 S : ] 林林总总的系统,林林总总的数学结构,林林总总的文字性描述) , 泛系百百偶,

对偶转化,泛对称转化,泛系辩证, 八畴方法, 泛系数学方法, 广义量化, 逼近转化原则, 泛等价

定理,供求分析,思维实验,广义灰色系统,等等# 

1  基本概念#泛系数学

111  泛系#广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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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泛系理论中, 泛系的范畴指广义系统、广义关系或它们的种种复合(二仪式定义) , 或者

指/泛七要、系百科0的思想、研究与运筹 ) ) ) 推广七要理法而强化百科的网联(七要式定义) :

泛* (七要; ,,表里,观控,集散, 主客, 异同,形影,泛序,供求, 因缘, ,,) ] 强化百科的
四互或者五互# 

这里七要指泛系范畴的典型子概念,它们指: 广义的系统、关系、对称(泛对称)、生克、转化

(泛转)、优化(显生)、微积(泛导)# 

事物/理法 ] 泛系#传递包/反复运转应用(拟化广义混沌动力学与神经网络) ] 百科理法
或者百科理法的四互# 

从某种意义上讲,泛系理论追求某些其传递包在多种学科理法中几乎处处稠密的泛系理

法# 

广义系统在数学形式上表示为广义硬件 A 与广义软件B 的形式结合或软硬兼设体S =

( A , B )# 广义硬件 A 为任何给定的事物集, 也包括为其他已定义的泛系集,而广义软件 B 则

为 A 上的某些关系或关系的泛权复合, 泛权即广义的权重、比重、密度、数量、标志、参量、

程度# 典型的广义系统或者泛系有如下 20类:

1) n 元运算, B : A
n y A ; 2) n 元关系, B < A

n
; 3) n元泛权关系, B < A

n @ W, W表泛权

集; 4) 集合, B取空集或空关系, B = ª; 5) 模糊集, B: A y [ 0, 1] ; 6) n元模糊关系, B : A
n y

[ 0, 1] ; 7) 泛权场, B : A y W; 8) 泛权网, B: A
2 y W; 9) 泛权场网, B: A G A

2 y W; 10) 一

阶泛系拓扑B < P ( A ) ; 11) 二阶泛权泛系拓扑B < P( A
2 @ W) ; 12) 泛权关系, B < A

* @ W,

或B: A
* y W,这里 A

*
= A G A

2 G ,; 13) 一般泛权关系, B < A
* @ W; 14) 泛语(泛权关

系族) , B < P ( A
* @ W) ,这里 P ( D ) 表 D 的子集的集合,叫做 D的幂集, P ( D) = F | F <

D ; 15) 超语(超级泛语) , B < SL ( A) = G Qn ( A) , 这里 Q1( A ) = P( A
* @ W1) , Qa+ 1( A ) =

P ( [ Qa( A) ]
* @ Wa+ 1) , Wa 为一些泛权集; 16) 抽象自动机, A = X G G G Y, B = f , g , f :

X @ G y G, g : G y Y,这里X、G、Y、f、g 分别表示输入集、内态集、输出集、态转关系(动力模

型或控制模型)、观测关系(观测模型,表里模型) ,抽象自动机可化成泛权场网的形式; 17) 分

积泛权关系, A = G A i , B < ( FA i ) @ W; 18) T 元泛系,令T = Ti 为某集族, B < L { D =

f | f : D y L , D = G A { T i , L 为某种泛序集或泛权集; 19) 高幂泛系, B < P
*

( A
* @ W) ,

这里 P
*

( D ) = P
(1)

( D) G P
(2)

( D) G ,, P
( n+ 1)

( D) = P ( P
( n)

( D) @ Wn) , P
( 1)

( D) = P ( D

@ W1) , A
*

= A G A
2 G ,, Wn 为泛权集; 20) 粲泛系( Charm Pansystems) , B < A

K @ W, K I

P (N) , N= 0, 1, 2, , , A
K

= G A
m

| m I K , A
m是A 的m 次直积: A

m
= A @ A @ A @ ,

@ A ) m 次相乘, P( N) 是 N的幂集; P( N) = M | M < N , W为泛权或者价值论域# 

从某种意义上讲,高幂泛系是形式上最一般的广义系统# 已知拓扑空间、测度空间、概率
空间、模糊集、模糊测度空间、模糊关系、各种抽象代数、形式语言、算法、图画、立体结构、动态

过程等均可表示成 T 元泛系形式# 粲泛系的特例是: 拓扑,代数,分析,几何,集合, 数学系统,

抽象图,网络,数学范畴, 形式语言,抽象自动机,数理逻辑, 模糊系统,概率,林林总总的数学结

构与应用数学模型, 林林总总的系统定义,等等# T 元泛系, 高幂泛系, 粲泛系, 这三种形式的

广义系统或泛系都是具有极大普适性的数学化的泛系,它们又具有各自简化强化的特点# 
112  泛导#泛对称#显生

泛导  一种泛系化的广义微积叫做泛导( PD) , 定义为: 广义的变变关系或其运转(运算、

转化)# ( S , T) 间的泛导记为PD( S , T) 或者PD ST, S PD T ,其二阶泛导记为PD2
( S , T ) 或者

PD2
ST, PD STUV, 表示 STUV 间的诸种泛导, 余类推 # 传统的泛导有: dy / dx , Df , DQf d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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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 (5ym / 5xk) , Jacobi矩阵, 微分几何、泛函与拓扑中林林总总的导数与推广, 差商,积分,

累和,变分,系数,切空间,共轭空间,等等# 

一种泛导的特殊形式叫做泛变分, 但它又是各种数学中的大多数泛导的统一形式,包括微

分、变分、Frechet变分、Gateau变分、泛函分析中的各种导数与广义变分、切空间,等等# 具体定

义方式如下:

设 f , g : G y F, 若[ f ( x ) - g( x ) ] / ( x - x 0) 有定义并收敛于零(当( x - x 0) y 0时) ,则称

f , g 在 x = x 0处相切# 对于给定的 Q < F { G = m | m : G y F ,若 g I Q并与f 在x =

x 0处相切,则 g 就叫做f 于x = x 0的泛变分或 Q泛变分,它不一定唯一# 通常的情况限定 Q

是线性的,而且 g 是唯一的# 常用 Df ( x 0, x - x 0) 表示 g ( x ) - f ( x 0)# 
泛对称  一种泛系化的广义、相对或近似的对称叫做泛对称,它指相对的强变(多变)、中

变、弱变(少变)、不变或者这四变的五互,包括异同的对偶或五互以及七易或者七易的五互;这

里七易指:变易、不易、简易、交易、互易、容易、平易# 

传统的泛对称以及包含有泛对称因素或者形式的理法包括:极值,驻值, 边界, 优化, 次优

化,次次优,非最糟, 显生,突变,分岔,混沌,循环, 吸引子,分形, 协同,悖论,数术,规律,变分原

理,不动点,Noether 型定理, 鞍点, 奇点 (奇异流形) ,同胚, 同余, 同伦, 同位, 同位旋, 同态, 同

构,同结构性,同形,同化, 异化,聚类,解耦, 公式,典型,模型, 模拟, 仿真,实验(相对可观控模

拟与仿真) ,虚拟,比喻,形容, 模式,逼近,近似,扬弃, 推广, 平移,同一,方程, 对称性, 守恒性,

相对性,稳定性,一致性, 相似性,多值性,单值性, 单值化,平衡性, 不变性,规律性, 客观性,螺

旋性,遗传性,适应性,适定性,连续性, 光滑性, 解析性,近极性, 临界性,中庸性, 周期性, 概周

期性,各向同性,均匀性, 同型性,遍历性,普适性, 独立性,整体性, 等价性,可逆性, 线性, 拟线

性,惯性,惯性质量, 加速度(速度的变化) , 力(运动状态改变的原因) , 保守力, 理想气体

( pV / T = const) , 等体过程,等温过程, 等压过程, 简谐振动, 控制(弱变或者少变控制强变、多

变或中变) 等等# 

下面是一些重要的泛对称形式:

( 1) 泛等价# 一组命题, 一者成立, 则其余相互等价, 这就叫做泛等价; 特别是泛对称

(泛对称命题)的泛等价是一种新型的Noether 型定理# ( 2) 不同逼近的转化或者四互# ( 3) 泛

导的限定与极取(特别是对偶泛导的限定与极取, 或者是机理的限定与极取) : PD ST = ext ,

PD ST = max, PD ST = min, PDK 对偶 = ext, a [ PDK
ST [ b , PDK 对偶 = ext, PDK

ST =

psymm( PDK
ST = ext,或者 a [ PDK

ST [ b)# ( 4) 泛同态# 即投影模拟,一一对应的泛同态

叫做泛同构# 设 S = ( A , B) 为广义系统, f : A y f ( A ) 为广义硬件 A 的投影,其相应广义软件

B 有相应的某种泛导g : B y g( B) # 这时 S 的投影或影系统为T = (f ( A) , g ( B) ) ,当 S 与T

同属某一 K 类时,则这种投影叫做 K 同态# 当 f 为一一对应映射时, K 同态叫做K 同构# K

同态( K 同构) 是特殊的,但是是典型的泛同态(泛同构)# 当代数学与泛系数学中许多重要的

定理或转化是关于泛同态与泛同构的# ( 5) 转化或者泛转中相对不变的、等价的或者相容的

泛系(不动泛系定理)# 

显生  一种泛系化的广义、相对或近似的优化叫做显生, 它是一种特化的泛对称, 指广义

的、相对的、近似的、兼顾的、容悖容憾容错的优化、次优化或者次次优、非最槽与满意, 是西蒙

满意原则的扩变# 泛系方法论提供了 40种典型与许多具体的理法(见[ 6~ 9] )# 
113  泛系数学方法论

泛系量化  一种泛系化的广义、相对或近似的量化叫做泛系量化, 它是一种特化的显生

法,也叫做泛系量化 12计,具体内容包括: 相对地辨异同, 排泛序,显运转, 度生克, 判局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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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明五互,重六目,理七要,悟八悟, 晰相对, 定条件# 这里六目指: 关键, 主要, 必要,价廉,

宜便,综合显生;八悟指: 表里、泛导、机理、集散、观控、生克、供求、因缘# 

泛系数学建模三范畴是相对泛系量化的泛导、五互与泛对称# 它们既统一了林林总总的

数学、数学结构,抽象的形式、量、关系与运转以及数学建模中的原型、转化、模型、同一性,也统

一了百科千题的数理形式# 而广义系统、T 元泛系、高幂泛系、粲泛系是另外四个统一林林总

总数学论题的泛系量化形式# 泛系数学方法论概括林林总总的数学定理推广的典型模式或

方法论是泛系八畴(见下) ,特别是其中的/五互八悟三层析0# 

泛积原理  泛积是直积的商化、缩影# 广义的泛积或形式泛积是表里泛导分析中 PS 模

式中由P 派生的S# 泛积原理是指泛积在形成数学关系、建构数学模型、发展数系、显生各种

数学之间的异同性与内在统一以及在表里泛导分析中的作用[ 6]# 例如常用的数学关系是泛

权关系,它本身就是由泛积生成的# 数理逻辑中的模型论常用的建模方法是超积,而后者是一

种特殊的泛积# 数系的发展由自然数系到整数系、有理数系、实数系、非标准实数系、复数系、

四元数系、超复数系、泛复数系、区间数系、模糊数系、向量空间、张量与旋量系统、布尔代数、

模、线性半群等均是泛积的扬弃或显生作用# 在对事物建模分析中, 不同数系的泛积建模有不

同的作用# 例如用实数泛积来分析事物就导致传统分析数学的模型,用非标准实数的泛积来

分析事物就导致非标准分析的开发,用有限集或一般结构单纯的集的泛积分析事物就导致了

离散数学,而用布尔代数的泛积来分析事物就导致可计算机化的开关数学# 专家系统,模糊控

制,故障诊断, 权谋对策等等均可泛系量化,其具体方案或原则是:用泛系(广义系统、泛权关

系、泛权场网、泛网、泛语、泛系数、泛积或直积的商化缩影及其转化等)来拟化七要、八悟、八

畴、泛系关系、广义软件/联系以及有关泛系理法, 例如各种显生法、结合法、泛导法、泛箱原理,

等等(见下)# 例如观控因果(因缘)的泛系模拟就可概括模糊控制的理法, 表里会诊的泛系模

拟就可开发故障诊断的专家系统, 泛系百百偶、泛系相对性的泛系模拟就提供泛系辩证与泛系

相对论的多种模式# 

泛关系与泛转  由局整#形影复合生成的百科典型的可相对数理技理化的关系叫做泛关
系,其衍生的转化叫做泛转,它们基本上均可推广到广义系统,也是多种特化的显生法# 典型

的泛转有 16种:限定,扩展, 投影,赋形(投影之逆) ,商化(系统转化为子系统的系统 ) ) ) 商系
统) ,积化(商化之逆) ,鸟瞰,显微,缩影, 扩形(缩影之逆) , 泛积(直积商化) ,显转(形形转化) ,

隐转(影影转化) ,准转(扩形到扩形的转化) , 协转(缩影到缩影的转化) ,缩扩# 通过泛关系与

泛转,可以相对数理技理化地为林林总总的广义系统、广义关系、泛导、泛对称建模而相对泛系

量化# 在泛转下的泛对称研究则是林林总总数学论题与理法相对普适的模式与方法论# 局整

形影两根本,生成系统泛对称,兼及关系千万类,千万方法三显生# 

MSP转化原理(泛对称显生释例)  MSP转化原理是逼近转化泛对称形式的元定理, 也是

逼近转化论或泛系数学中的一组基础性元定理,是三个特化的、有丰富具体内容的泛对称转化

原则# 其中 P 转化原理实际上是许多(不同范数意义下的误差) 转化定理、反定理(包括某种

Paley_Wiener 型定理与抽样定理) 和许多嵌入定理(包括有关函数的扩展及边界性质) 的有关

算法的一种统一概括# 例如在相当宽松的条件下,由 +f - p ( n) +1的已知估计即可对 f 所对

应的或等价的(可能属于另一空间的形或影的) 某 g 的 +g - Hp ( n) +2或 +g +2 进行估计,

H为某运算或算子, +* +2为另一对应范数# MSP转化原理的一些典型形式表现为下列三组

相对普适条件下的定理# 

条件M  ( 1) 设 E1、E2为二线性空间, E < E1 H E2, M( f 1) 是按 E1的范数 +* +1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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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f 1 I E1的某一最优逼近元; ( 2) e I E ,有 + e +2 [ h ( +e +1) , h为非降, +* +2为 E2

中的范数; ( 3) 对 f i I Ei 有公共的p I E ,使得 +f i - p + i [ a i , i = 1, 2# 
定理M  在条件M之下, 有估计

  +f 2 - M (f 1) +2 [ a2 + h( 2a1)# 

条件 S  ( 1) 设 E 为线性赋范空间,有两种范数 +* + i , i = 1, 2; S: E y E ; ( 2) 对任何

e i I E ,有 +S( e1) - S( e2) +2 [ h( + e1 - e2 +1) , h为非降; ( 3) 对 f i I E 存在p I E , +f i

- p + i [ ai , +S( p ) - p +2 [ b# 
定理 S  若条件 S成立,则有

  +f 2 - S ( f 1) +2 [ a2 + b + h ( a1)# 

条件 P  ( 1) 设 Ei 为二线性空间,分别定义范数 +* + i , i = 1, 2; ( 2) m I [ c , d] , c \
0, Fm < E1, Fm (1) < Fm (2) , ( m ( 1) [ m( 2) ) ; ( 3) 由 e1, e2 I Fm 导致 ? ( e1 - e2) I Fa( m ) ,

a ( m ) 为 m的某函数; ( 4) H: G Fm y E2为线性,并对 e I Fm有 +H e +2 [ h ( m , +e +1) ,

h ( x , y ) 对 x 与y 均为非降; ( 5) 对某 f 1 I E1有 p ( m) I Fm , +f 1- p ( m) +1 [ b( m) , b( m )

非升; ( 6) u \ 1为给定常数 un < d# 

定理 P  在条件 P 下有估计

  +Hp ( m) - Hp ( n ) +2 [ 2J / lgu ,

  J = Qgdt / t   ( m [ t [ un) ,

  g = h[ a( t ) , 2b ( t / u) ]# 

这三个定理可以推广到半序度量、多参变量及三角不等式不全成立的情况# 它们均是一

些泛系微积、泛对称、泛导或泛系关系运转的具体模式# MSP 原理可以成为发展几百个数学定

理的基础# 传统的逼近论限于研究正问题(可逼近性并按连续模估计误差)、反问题(由逼近误

差反估连续模)与实现问题(如何构造多项式来达到一定的逼近)# 提出逼近转化问题(由一类

型逼近定性定量地转化为另一类型逼近)并作系统研究, 建构 MSP 转化原理作为元定理而生

成几百个具体定理, 同时又把它们与其他问题泛系五互而上升到泛函分析的层次,从宏到微都

属前沿的工作# MSP 转化原理可以用来发展多变量实函数构造论、泛函空间的嵌入理论、高维

直交多项式级数理论、复变函数逼近论、三角插补、带域调和分析、解析函数边界性质、概周期

函数论等# 特别是用泛系方法(泛系八畴:五互八悟三层析,见下) ,可以把分析数学、非线性数

学与函数论的基本大定理 ) ) ) 泰洛(Taylor)余项定理推广到高维的情况, 并用连续模来表示估

计

  +f - Tn +a [ M
R
n

b

Xk
R
n

, f , d ,

  a = C
( t)

( E ) , b = r - t , d = C
( r)

( E )# 

同时可以发展全新的 Faber级数(广义的、复数域连续统上的 Taylor 级数)理论, 并且解决

Walsh和Ahlberg所提出的样条逼近( Spline)误差问题,而且比预计的更确切:

  +f - S$ +a = O( | $ |
r- tXk( | $ | , f , C

( r)
) )   ( $为变步)# 

泛等价定理(泛对称显生释例)  通过由电磁方程、流体力学方程、热力学方程、质荷守恒
律、明可夫斯基关系等泛导或泛对称控制的电磁介质建立了十多种场之间的泛系五互:磁感强

度场、矢量势场、速度场、全速度场、质量密度场、电荷密度场、磁密度场、涡度场、次涡度场、全

涡度场、超涡度场# 再由十多种场的泛系五互用泛系方法导出十多种场四种量的泛系五互:通

量、环流量、管强量、积分量# 最后由十一场四量泛系五互导致十一场四量的守恒或泛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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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系五互而得一批泛系等价定理: 十一场泛系五互y十一场四量泛系五互 y十一场四量的守

恒或泛对称的泛系五互y电磁介质动力学等价论理法# 这些工作可以推广或补充国际上阿尔
芬(Alfv�n)、瓦仑( Walen)、汤姆逊(Thomson)、柯林( Cowling)、卡斯托依乌( Carstoiu)的有关研究

和磁流体力学的一些理法# 具体形式表现如下:

采用下列符号: 速度 V,涡度 X,密度 Q,磁感强度 B , 电磁场矢量势 A ,电场强度 E , 全速

速 V+ ,磁密度 Qm ,极化电荷密度 Qe ,全涡度 W,次涡度 W- , 超涡度 W+ , 电导率 R# Ñ 型场:

5F/ 5 t + rot( F @ V) = 0; Ò型场: d( F / Q) dt = F/ Q;性质P: Qe / Q的最大增加方向与质点所

受的Lorentz力平行# 这时有定义式关系: X = rot V/ 2; V+ = V+ QeA/ Q; W- = ( grad( Qe / Q) )

@ A ; W+ = W+ W- ; W = 2X+ QeB / Q# 典型的泛等价定理有:

定理 1  下面的泛对称泛等价: ( a) V环流守恒; ( b) 场具有性质P; ( c) B是 Ñ型场、Ò
型场(这又与 B通量守恒等价) ,或 Qe = 0# 

定理 2  下面两类型泛对称等价: ( a ) W 是 Ñ 型场; ( b) [ grad( Qe / Q) ] @ E +

[5( Qe / Q) / 5 t ] B = 0# 

定理 3  下面泛对称泛等价: ( a) 管强时空守恒; ( b) 为Ñ型或Ò型场; ( c) 为一旋量场# 

定理 4  B 通量守恒与A环流守恒等价# 

定理 5  下面泛对称泛等价: ( a) V环流守恒; ( b) A环流守恒; ( c) 场具性质 P# 
定理 6  W+ 通量守恒与 V+ 环流守恒等价# 

定理 7  下面泛对称等价: ( a) W通量守恒; ( b) W- 通量守恒; ( c) V+ 环流守恒(或 W+

通量守恒)# 

定理 8  下面泛对称等价: ( a) X 为 Ñ 型场; ( b) X 为 Ò型场; ( c) X 通量守恒; ( d)

rot [ ( Qe) ( E + V @ B) / Q] = 0# 

定理 9  下面泛对称泛等价: ( a) X为 Ñ 型场; ( b) 场具性质P; ( c) Qe = 0,或 B为 Ñ型

场(或 B 为 Ò型场,或 B通量守恒)# 

定理 10  对于 R U 0,则下列泛对称是等价的: ( a) X为 Ñ型场; ( b) X是 Ò型场; ( c)

X通量守恒; ( d) X管强时空守恒; ( e) B为 Ñ 型场; ( f) B为 Ò型场; ( g) B通量守恒; ( h)

V环流守恒; ( i) A 环流守恒; ( j) B管管强时空守恒; ( k) rot ( E + V @ B) = 0# 

定理 11  若 R U 0,则 V+ 环流守恒; Qm / Qe , Qm / Q守恒; W通量守恒,并为 Ñ 型、Ò型场;

W- = 0;场具性质P# 

定理 12  若 R U 0, 则 V+ 环流守恒与 W通量守恒等价# 

定理 13  若为电磁流体力学 R U ] ,则有: X为 Ñ 型、Ò型场,并且通量守恒,管强时空

守恒,另外, V、A环流守恒,场具性质P# 

非线性元理法(泛对称显生释例)  泛系单值化原理指单值化、单值化定理在泛系五互与
百科理法的泛系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一种原理# 典型的包括下列一些内容: ( 1) 对单值化的

泛系数学观,它揭示单值化在各门数学中的重要作用# ( 2) 潜突变单值化原理:单值性是连

续、渐变、稳定的必要条件,保证单值化的条件的破坏为突变提供限定的必要条件# 这一思路

概括了突变论、微分方程定性理论、非线性分析等多种专题研究的方法# 单值化条件(单值化

定理、隐函数定理及其推广)的否定 ] 多值性:突变、分岔、浑沌、不连续性# ( 3) 对泛系观控性

的研究的作用:单值化是求解可观控性的重要根据# ( 4) 对泛系通信定理、对确切性、语言翻

译、计算机编译技术, 单值化理法均是基本保证# ( 5) 泛系单值化定理# 也叫做隐泛系定理,

指数学中的重要的基础定理 ) ) ) 隐函数定理(隐函数变成显函数的根据)的种种泛系推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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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许多泛系理法数学化研究的根据# 泛系数学得到了几十个这类定理(见[ 6~ 9] )# 

2  泛 系辩 证

211  泛系观#泛系百百偶
爱因斯坦认为: 整个世界就是由无数个微分方程所组成的# 而牛顿第二定律则侧重二阶

泛导对宏观力学的相对普适性: F = Md2
s/ dt

2# 

泛系观认为:整个世界就是由林林总总的泛系泛导(泛对称、五互)、泛导(泛对称、五互)泛

系以及它们的泛导(泛对称、五互)所组成的# R W PD2
( S, T) G PD( U, V) G P , S、T、U、V、

P 均为某些粲泛系(或者粲泛系集合、泛系关系与其他关系集合)# 简化强化为 R W PD2
( S ,

T) , 或者 R W PDK
( S, T ) , K I P (N) , N = 0, 1, 2, ,, ,这里 PDK

( S , T) = ( PDk1
( S1, T 1) ,

PDk2
( S 2, T 2) , ,, PDkn

( Sn , T n) ) , kj I K# 适用的、典型的、相对简化强化的泛导是二阶泛导

) ) ) 泛系关系泛导的五互: PD
2
关系 = PD关系 m Z PD关系 n(相当于牛顿定律的二阶微分方

程) , 这里有些拟化人择原理( the anthropic principle) 的意向# 

有时表现为一种简化强化的适用形式:

  R W PDK
ST Z PDM

UV,

  PD
M

UV = ( PD
M1

U1 V1, PD
M2

U2 V2, ,, PD
Mm

UmVm) ,

  Mi I M I P (N)# 

模式 R W PDK
ST Z PDM

UV 表示林林总总的( S, T) 与( U, V) 是有条件地相对五互的# 

特别是 ( S, T ) (或者( Sj , Tj ) ) , ( U, V) (或者( Um , Vm) ) 是对立、矛盾、对偶、互补、对称或者

泛对称的两个方面(特别是两个粲泛系) : (广义硬件,广义软件) , (元素,系统) , (元素 m, 元素

n ) , (元素,泛权) , (表,里) , (集, 散) , (分, 合) , (观, 控) , (生, 克) , (因, 果) , (因, 缘) , (目标,手

段) , (供, 求) , (局,整) , (限定,扩展) , (形,影) , (投影, 赋形) , (缩,扩) , (缩影,扩形) , (缩影m ,

缩影 n) , (局整,形影) , (异,同) , (异同,泛序) , (先,后) , (大,小) , (远,近) , (高,低) , (始, 终) ,

(正,负) , (运算, 逆运算) , (转化, 逆转化) , (函数, 反函数) , (加, 减) , (微分, 积分) , (商, 积) ,

(宏观,微观) , (鸟瞰,显微) , (人为,自然) , (有限, 无限) , (连续, 间断) , (相对,绝对) , (正常,异

常) , (正, 奇) , (缓,急) , (繁,简) , (粗,精) , (粗,细) , (原型, 模型) , (原型,显生型) , (基因型,表

现型) , (遗传,变异) , (唯象,机理) , (本体,现象) , (原型,变形) , (基型,衍生型) , (强化,弱化) ,

(硬件,软件) , (肯定,否定) , (定性,定量) , (动,静) , (变化, 不变) , (强变,弱变) , (突变,渐变) ,

(量变,质变) , (自变,因变) , (彼,此) , (已知, 未知) , (主体, 客体) , (主体,环境) , (客体,背景) ,

(主体,中介) , (客体,中介) , (环境,中介) , (一元, 多元) , (结构, 功能) , (功能,价格) , (投入,产

出) , (输入,输出) , (虚,实) , (难,易) , (真,假) , (善,恶) , (美,丑) , (理论,实践) , (理性,感性) ,

(理性,悟性) , (理性,灵性) , (显,隐) , (顺,逆) , (浮,沉) , (祸,福) , (快,慢) , (敌,友) , (亲,疏) ,

(敌, 我) , (爱,恨) , (生,死) , (喜,恶) , (自我, 非我) , (进,退) , (攻,守) , (主,次) , (基础,上层) ,

(可观控, 不可观控) , (白箱,黑箱) , (优,劣) , (贫,富) , (得,失) , (人, 社会) , (人,宇宙) , 等

等# 它们的每种体例往往又有多种特型,具体表现还有林林总总的参量、权重而分化,例如广

义的(表, 里)就有 100种典型(见[ 1] )# 所以总数约 200~ 300的对立或者对偶方面相对穷尽

一般性的百科千题的对偶分析,对之简化强化, 也就是约数 200, 简称泛系百百偶# 在对偶 ( S ,

T) 中 S 与T 分别叫做偶首与偶尾,一般它们具有相对性或者五互性,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首尾

可交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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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立面或者对偶都相对可以按泛系观进行相对的泛系量化或者用粲泛系来相对表述

与建模,而具体的工作则属创造性的研究或开拓# 

212  泛系辩证
/泛系百百偶泛导的五互0、/泛系百百偶的泛对称0以及/对偶泛导泛机理0(典型特例是/表里

泛导蕴机理0)等是林林总总的辩证分析的相对普适或者典型的模式, 它们表现为 PD对偶,

PD
K
对偶, PD

2
泛系百百偶, PD

K
对偶 = psymm,等等# 这里

  PD
2
泛系百百偶 = PD对偶 m Z PD对偶 n# 

典型的泛系辩证有对偶 ( Dm , Dn )、软硬( A , B)、元元(元素与元素: x , y )、元系(元素与系

统: x , S )、元素 x 与泛权W、表里( E, I ) ,集散( Cl , Di )、观控( Ob, Co)、供求( S , D ) 以及不同的

对偶( D = ( Dm , Dn) , Dc= ( D
c
m , D

c
n ) ) 等等的泛导#泛对称分析:

    Dm PD Dn = psymm?

  A PD B = psymm?

  x PD y = psymm?

  x PD S = psymm?

  W PD x = psymm?

  E PD I = psymm?

  Cl PD Di = psymm?

  Ob PD Co = psymm?

  S PD D = psymm?

  D PD Dc= psymm?

  一种特化的泛系辩证模型是对偶转化# 它是用泛系算子或补相容算子 E6 来实现异与同、

析取与合取、集与散、远与近、连通与解耦之间的对转,使之能同中求异,异中求同, 集中有散,

散又变集,远近对转,通断互生,等等# 更具体地说,设f < G
2 @ W为G中某泛权关系, D < W

为泛权水平,若 g = f * D表示D 水平上的泛系同一关系,也即( x , y ) I g 表示 x 与 y 是D水

平 f 泛系同一的,这时进行泛系聚类 G = G Gi ( dE1( g) ) = G Fk( dE6( g ) ) , 则 G i均为D水平f

泛系同一的聚类群, Fk均为D 水平的相对于f 为差异的类群, 也即 Fk , E6( g ) , G/ E6( g) 实现

G i , g (或 E1( g ) ) , G/ E1( g) 等的否定或对偶转化, 相对于 D 水平泛权关系, 由同变异, 由异变

同,由析取变合取,由合取变析取, 由/与0 变/或0,由/或0变/与0,由集变散,由散变集,由近变

远,由远变近,由连变断, 由断变连, 等等# 由广义系统 G 变为互为否定的G/ E1( g) , G / E6( g )

就是典型的一分为二的泛系模型# 另外的否定的泛系模型见[ 7]# 对偶转化实际上是一种对

偶辩证的泛系数学模型: PD对偶 ] PD异同# 它把一般对偶( x , y , w ) ( I f < G
2 @ W) 的辩证

转化成否定的对偶( g , G
2
- g ) 或者( E1( g) , E6( g) ) 的辩证,而后转化成异同对偶或者集散对

偶( G/ E1( g) , G / E6( g ) ) 的辩证# 这里 E1( g) , E6( g ) 为泛系算子: E1( g) = g G g
- 1 G I , I 为

幺关系, E6( g ) = E1( G
2
- g )# 

另外的对偶转化见后# 

213  供求分析
社会分析的一个相对典型、相对简化强化的辩证模式是泛系供求 SD 的泛导或者泛对称

分析或运筹:

  PD2
SD = PD SDm Z PD SDn,

  PDK
SD = psymm,

  PD2
SD = PD SDm Z PD对偶( I 泛系百百偶)# 

泛系供求典型的有 10~ 50种(时间、空间、物质、能量、信息、人、权、钱、缘、技/知识、方法、

管理、健康,等等) ,晰化这些条件与相对性往往成为泛系相对论的一些具体课题# 

泛系供求分析的一个典型是多主体、多目标(多种广义供求或者生克关系)、多层次、多参

量与泛权间生克对策的运筹: 大系统(巨系统、超系统, 宏系统)、系统(中系统)、子系统(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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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微系统)、广义的供、求、供求规范(竞争分配规范)、其他目标、社会关系(泛系关系)、泛权

(广义权重、质量、远近、度量、量化、异同、泛序) ,等等的泛导、泛对称与五互运筹# 这叫做层标

模型,它是一般对策、伦理学基础与善恶相对性的一种相对可以数理技理化的理法# 一个更加

具体的模式如下# 

设 G 为生克对策大系统,其子系统形成幂集系统 P( G) = D | D < G ,令 T 与B 分别

是参量直积与赢益显生目标直积,设 V = G Vi ( da) 是综合价值模型# 一种典型层标模型可
表示为 g : P ( G) @ T @ B y V, v = g( D, t , b ) 表示子系统 D 按参量 t I T 取目标 b I B 的

价值为 v I V,当 v I Vi时,其综合价值号为 i# 一般说价值泛权的典型准则是基于广义供求

或竞分三故(广义的供、求、供求规范或者竞争分配规范) 帅导的大社会化准则与效益准则# 

这模型提供了多维泛序性的善恶、好坏与生克的一般准则, 它成为泛系善恶观、社会观与真善

美的泛系相对性的理法根据, 也是大善原则(宏微局整远近纵横兼顾,多元综合协同优化发展)

的根据# 层标模型的另一定性变型是竞标律,它表述为下列口诀:竞争分配三要素,资源竞者

规范族,三者互馈显生克,宏观八悟大局舒# 系统局整成半序,局整目标多层目, 目标生克间

内外,广义夺标计参数# 竞标律指出竞分三故的互馈生克性以及大失误的主要形式在于宏观

八悟的失误# 竞标律的后四句指系统 G 分成各种局整的子系统D, 总体上 P ( G ) 成一半序结

构, 每一 D均有多种目标, D之内,以及 D之间,这些目标有生有克, 所以在运筹时要对它们进

行综合显生,要合理考虑各种层次多种参量的作用,而大系统的运筹显生就相当于多层多参的

广义设标、竞标与夺标过程# 

3  方法论与相对论

311  八畴方法
从泛系观来看, 方法不外乎林林总总的简化、强化、显生,它们分别有 50、30和 40多种典

型模式(见[ 1, 5~ 7, 10] )# 

泛系百法的一个精缩影是/泛系八畴0:

  表里变变蕴机理, 集散观控生克力, 供求因缘敏应需, 五互八悟三层析,

  简化强化运七易, 多源五转巧剪辑, 容悖容憾速次优, 泛系相对理正奇# 

形式上它们分别简化为:

  PD表里 = 机理, 集散#观空 = 生克,

  供求#因缘= 运筹, 三层#五互#八悟= 分析,

  简化#强化 y 七易, 多源#五转 y 剪辑,

  容悖#容憾 y次优, PD泛系相对性 yPD正奇# 

泛系理论对七要与八畴的具体理法有诸多数理性、技术性与哲理性的展开研究# 八畴中
的/三层0指相对的宏观、中观与微观; /五转0指:快鸟瞰,深显微,精缩影,优扩形,巧模拟# 

312  泛系相对性
泛系相对性主要指系统相对性与关系相对性,而泛系相对论指在泛系理论框架下结合相

对论、控制论、分形论的哲理化以及数理工医文社史哲的泛系研究, 晰化真善美禅种种理法的

相对性参量,探索泛系的相对性及其转化,特别是广义的主客关系的相对性与转化, 探索四栏

) ) ) 广义的主体、客体、环境、中介(集散观控生克的方法、模式、手段、工具、框架、知识体系、立

场、观点、窗口)或者六元(广义的主体、客体、环境、观测、控制、观控模式)的相对性以及它们的

五互八悟的相对性, 研究其机理与应用, 具体形成横贯百科的近百种模式或宏观程序, 尔后又

通过它们来深化数理工医文社史哲的研究,包括开发举反触通(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的泛系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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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典型的泛系相对性有: ( 1) 广义系统:软件与硬件,元素与系统, 元素与广义软件, 系统的

层次,等等的相对性,或者它们的对偶、四互或者五互; ( 2) 广义关系: 元素与关系, 广义关系

中的元素与元素, 关系的关系, 关系的层次,等等的相对性,或者它们的对偶、四互或者五互;

(3) 泛系相对律: 二栏(广义的主客关系)或者四栏的相对性, 或者它们的对偶、四互或五互;

( 4) 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相对性,或者它们的对偶、四互或者五互相对性, 或者与其它对偶的四

互或五互; ( 5) 泛系百百偶的相对性,或者它们内在外在的四互或五互; ( 6) 泛系八畴中的相对

性# 
泛系相对绝对观:泛系理论认为,事物理理法的泛参(广义参量)的限定性、局域性即为相

对性 ( Ry )# 泛参可以是坐标系、坐标、参量、泛系相对律中六元的元、层次、条件、编码、转化、

关系、泛系、广义系统或广义软件中的元素, 等等# 相对性的否定即为绝对性( Ab ) # 泛参论

域形成集合或系统, 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关系就转化为局整关系而与其他泛系概念形成泛系五

互(或四互)和泛对称,而其本身又具有相对性(因而也具有某种绝对性或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对

立统一)# 泛系理论概括、开发、制定许多理法,它们均属把某些泛参晰化而显生相对性, 因而

也显生它们的相对普适性和绝对性# 相对性的晰化或科学化是充分可观控建模、理论科学化

与现代化以及泛系化的重要条件, 也是泛系理论努力网联百科理法而有别于传统哲学倾向的

特点之一# 

泛系相对绝对观实际上是把相对性与绝对性的一般相对性转化为局整关系 ( Pt , Wh) 的

相对性,因而使哲理性思辩性的理法相对确切化、数学化、技术化# 

  ( Ry PD Ab) Z ( Pt PD Wh) ,

  ( Ry Z Ab) Z ( Pt Z Wh) ,

  ( Ry PD Ab = psymm?) Z [ ( Pt PD Wh) = psymm?] ,

  ( PDK
Ry#Ab = psymm) Z ( PDK

Pt#Wh = psymm)# 

前面关于泛系百百偶的辩证分析模式均可简化强化为泛系相对性的泛导#泛对称分析:

  PD泛系相对性 ] PD正奇,

  ( PD
K
泛系相对性 = psymm ] 泛系辩证)# 

泛系相对论的理法集合 R 在泛系理论F 中又是相对几乎处处稠密的# 

泛系相对律典型的模式有:

( 1) 四栏_六元 y五互y混层 y集散y再相对四栏_六元化# 

(2) 主客环境联中介, 四栏(六元)五互多层参, 混层混参有集散, 集散相对再四栏(六

元)# 
( 3) 广义的多层次多参量多泛权的自我#非我 y五互y混层混参混权y集散 y再相对自

我、非我、层参、泛权化# 

( 4) 多层次多参量多泛权的四栏_六元y多层次多参量多泛权的广义的第 m 人称 y 广义
第 n人称、层次、参量、泛权 y 相对四栏、六元、层次、参量、泛权化# 

( 5) 四运相对复合(四运指四栏_六元化,分层分参计权、混层混参混权化,五互,集散)# 

( 6) 五多(多元维多层参多泛权多缩扩多目标)广义自我非我相对五多五互( y悖转、趋
悖、分形化、矛盾、混乱、浑沌、遗憾、死锁、怪圈、良性或恶性循环、异化、主体化、客体化、对象

化、内化、外化、妙转、魅奇、扬弃、超越、升华、神化、科幻、梦幻、错位、意义、八悟、可集散观控

性、可泛系性的强化、淡化、否定、超越或禅化)# 

( 7) 多层广义主/客关系: [ 主( n) / (主( m, n) / 客( m , n) ) ] , 四运、四栏、六元相对混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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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或五互 # (自我( n) , 非我( n) ) / (自我( m , n) , 非我( m , n) ) / (自我( m, n) , 非我( m ,

n ) )# 简单的模式有:自我 / 自我,思维 / 思维# 

( 8) A y B (主#四运、四栏、六元) / B (客 #四运、四栏、六元) G C y D y 显生或显克相

对的循环、反馈、分形、浑沌与扩变或趋悖、驱悖与避悖# 

一般说,泛系相对过程中可能有多种自我关系或者反馈关系,因而也可能有某些分形、拟

分形、伤残破缺分形或非分形性以及拟不动泛系性或易悖/拟悖性# 泛系相对性具有很强的显

生/显克二重性,这种二重性由于相对反馈而大大强化, 因而泛系相对性是任何能自我对象化

或者反馈对象化的事物、理法、理论、范畴、概念、泛系具有两向趋极性的因缘,因而有某种五奇

性:准分形性,隐浑沌性, 潜悖论性(潜悖性与趋悖性) ,拟自动性(自组织性) , 隐异化性# 也涉

及某些非线性、进化性或退化性# 诸如:人、社会、市场、政治、经济、人生、自我、计算机、网络、

大脑、思维、语言、哲学、方法论、数学、逻辑、科学学、系统学、元科学、辩证法、文学、艺术、某些

宗教、统治,等等,也包括人择原理本身# 自然更包括泛系理论本身# 而二重性的扬生抑克、扬

弃、显生、避悖又总是利用某些四运相对的复合, 用泛系相对性来克服或者诊治相对性悖病# 

二重性本身就是一种准悖论; 类似于诸多技术悖论与社会悖论: 事物的强化、异化或者显生、显

克是互伏互潜与相对互转、相对五互的# 泛系相对性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具体的关系类比

见[ 1, 4, 6~ 8]# 

313  思维实验
治学、教育、成材的再现法是以/复述重证再发现0为基础虚拟主客四栏, 扮演原来发现理

法的专家、学者、作家、诗人、艺术家的角色,进入角色而自我塑造、自我显生# 四元术是再现法

的一种特化:人为强化、反馈显生、意念引导自我暗示, 虚拟群体多人讨论与争议等等而扮演

角色, 进入角色, 进行一种思想实验或者思维仿真# 它们均可以按泛系相对论的形式来作再

解释# 
有趣的是, 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时, 用上了/追光0的思想实验、异体

与磁体相对运动的思想实验、两个观察者同步钟的思想实验和升降机的思想实验# 而思想实

验正也是虚拟四栏的角色方法,是一种泛系相对性的显生: 相对论筹创的方法论却是另外一种

意义下的相对论 ) ) ) 一种表观的悖论: 用相对论来创相对论!

主体观控客体往往还有另外一种泛系相对性: 观察、测量之中有控制,观中有腔,控中有

观,观控五互结合,对事物的一定变革、操作、改造是一定可观性实现的必要条件,观的结果往

往是一定控的结果的结果,是主体观控主客关系这种关系的结果,是把主客关系对象化而取代

了原来的客体# 同一对象的不同的观测,往往由于不同的中介、不同的主客关系而有不同的结

果# 主客互联运作后,往往旧的主体客体变成了新的主体客体# 类似地,人们在实践中往往把

理想的目标异化或者显生为追求理想的过程,不同的实践方式方法与路线,往往产生不同的目

标异化,因而产生不同的结果,这种异化实践往往又使主体本身相对异化、自我扬弃或显生# 

控制论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反馈或者广义的自我, 它们都有广义主体观控广义客体, 而广

义客体又作为广义主体来再观控广义主体(把它作为新的另外一种广义客体)的泛系相对性过

程# 计算机的冯诺伊曼程序存储思想为主客四栏的五互提供一种简化的实现技术, 因而可以

拟化林林总总的泛系相对性与有关的反馈性、自我性与五奇性# 复杂武器生产的一种工程管

理新方法是技术状态管理,本质上是把原来的设计、生产、研制与对象以及管理本身的表里泛

导、主客四栏五互对象化,而后按(质,量,度, 标)来再进行管理, 使之更科学理性化# 

314  泛系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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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系机理法是泛系八畴中/表里泛导蕴机理0原则或者/对偶泛导泛机理0原则的一种晰
化,是/ PD表里= 机理0或得/ PD对偶= 广义机理0的特化# 这里涉及最一般的机理范畴的泛

系化定义,它是诸多理法的基础:建筑, 设计, 写作,创造,创作,发明, 功能模拟, 黑箱方法,唯象

理论,机理理论,灰色系统,态空间方法,诊断,认识论, 系统工程,虚拟现实,科幻,理论营构,学

科论述,等等# 

  PD(功能,结构) = 机理 < PD(表, 里) = 机理 <
      PD对偶= 泛系辩证; PD对偶= psymm # 
一个典型的的机理分析模式是:三事十则五互系, 七要八悟悟七易,多源五转巧剪辑,六元

相对悖憾奇# 

这里三事指:异同、生克、供求# 十则指: 大善、遗憾、现实、显生、相对、结合、悖求、等价、简

化、强化等十原则# 十大原则要点是: ( 1) 大善原则 ) ) ) 兼顾显生(理想的显生原则: 宏微局

整远近纵横兼顾,多元综合协同优化发展) ; ( 2) 遗憾原则 ) ) ) 供求矛盾; ( 3) 显生原则 ) ) )
简悖速次; ( 4) 现实原则 ) ) ) 容悖动解; ( 5) 简化原则 ) ) ) 缩影显生; ( 6) 强化原则 ) ) ) 心智
扩变; ( 7) 相对原则 ) ) ) 四栏相对; ( 8) 结合原则 ) ) ) 偏化、对偶互补, 泛系百百偶互补,反复结

合显生(泛系结合法往往就是林林总总的 ST 的反复结合显生: S ] T ] 再 S ] ,) ; ( 9) 悖求原

则 ) ) ) 大善悖求; ( 10) 等价原则 ) ) ) 多型互转: 矛盾方程,多目规划,多边对策,多兼难解,多

求悖供,典型悖憾# 
上面机理法的一种泛导表述是:

  PD2(异同,生克, 供求,五转剪辑,悖憾奇, 哲,十则, 元系,局整,表里) =

    PD异同 Z PD生克 Z PD供求 Z PD五转剪辑 Z PD悖憾奇 Z
    PD哲 Z PD十则 Z PD元系 Z PD局整 Z PD表里# 

它的一种简化强化模式是:

  PD2(三事五转,悖憾奇哲, 泛系十则) =

    PD三事五转 Z PD悖憾奇哲 Z PD泛系十则# 
315  泛箱原理

从泛系观来看, 黑箱、白箱、灰箱(灰色系统)、唯象分析、功能模拟、机理分析、由表及里、传

函(传递函数)方法等不外乎是对系统或宏或微、或表或里的某种观测(或控制与模拟) ,都是某

种泛系化的鸟瞰、显微或者商化,因而是某种泛转的结果# 所以一种以黑箱原理、状态空间法

为特例的范畴叫做泛箱# 它是对象系统按泛箱原理显生的结果:

观控结合, 表里泛导,对偶辩证,七要八畴,黑白夹灰,多缘供用, 机动运筹, 泛转显生# 
它与传统方法的差别在于增加了主动性(观控结合)、机动性、反馈性(泛系相对性,观控结

合,主客反复结合、多偶反复结合)、多缘性(多缘借用: 多种泛系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运用, 多种

资原与理法的借用)、多维性(黑白夹灰多维动态结合, 亦黑亦白亦灰,又可以非黑非白非灰,兼

容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泛系性(表里泛导,对偶辩证,七要八畴, 泛转显生; 同时有一系列泛系

理法作为支持系统)# 

一些典型的泛箱分析的方法、模式与理法于下:

1) PD(表,里) ] 多种正反表里泛导的复合: PD(表, 表) ] 广义的传函: PD(输入, 输出) ]
广义的传函: PD(输入 m,输出 n) ] PD参量 ] 唯象参量之间正常或者异常的五互关系、泛系
关系或者八畴关系以及泛对称关系# 

2) 广义系统 ] 广义系统的泛转 ] 显生# 

3) 泛系相对性:广义观测的泛系度# 设 G 为被观测集合(泛系相对性:广义客体) , F i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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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观测集(泛系相对性:广义主体) , 由限定窗口(广义主体的限定) Ci < F i 去观测或者诊断给

定的子集D < G(广义客体的限定) ,则这里有一类约化的二元关系(观测模型) g i < D @ C i ,同

时由它们得到两个对称关系或者相容关系如下:

  s( D) = H g i* g
- 1
i , k( D) = G g i* g

- 1
i # 

这里 * 表示复合运算, 而 g
- 1
i 表示 gi的反关系# s( D) 和 k ( D) 分别定义为 D的生克混

同度# s ( D ) (相应地 k ( D) ) 在幂集 P ( D
2
) 中形成一半序结构, 并且 s( D) = I ( D) , k ( D )

= I ( D) 分别对应于生克白箱, 它们是完全可观测性的两种不同的形式, I ( D) 为 D中的幺关

系# s ( D) = D
2
, k ( D) = D

2分别对应于生克黑箱, 它们是完全不可观测性的两种不同的形

式# 一般情况下 I ( D) < s ( D ) , k( D) < D
2
,它们以一般灰色系统为特例,包括生灰箱与克灰

箱# 

泛系辨异度:混同度的否定或者反序化即为相应的辨异度, 它们分别表示为

  sd ( D) = D
2
- s ( D ) , kd( D) = D

2
- k( D)# 

混同度的等价化叫做灰度,它们相应的形式分别为

  sg ( D) = [ s ( D ) ]
t
, kg ( D ) = [ k ( D) ]

t
,

这里 f
t
为二元关系f 的传递包: G f

( n)
( n = 1, 2, ,, f

( n)
是 f 的n次自我复合)# 它们对应两

个商系统或者商集(见[ 6~ 9] ) : D/ sg ( D )和D / kg( D)# 它们分别体现了由诸窗口 Ci < F i协

同(相生) 的与互制 (相克) 的实际的可观情况 # 白箱体现了对 D 的完全的可辨异性 (即

D/ I ( D) = D) ,而黑箱则对应于观测结果为收缩的一点(即D/ D
2是一个单独的元素) ,相当于

内部结构是不可观测的# 而灰箱则对应于白箱与黑箱之间的中介情况: D 中有些子系统是黑

箱,而其余则为白箱,但是子黑箱之间的关系则是可以观测的# 一般泛箱往往是机动的、有反
馈的、适时的、实时的、相对简化强化的灰箱系统或者多种泛转机动组合的结果# 泛箱的一种

典型模式往往是具有反馈的与不同泛系灰度的灰箱系统的动态而机动的组合# 

4) 泛系相对性: 彼此模式# 设对偶关系或者相对性原模型为: g i < ( Q/ a ) @ ( M i / bi ) @

W, ( M i / bi , Q/ a) 表示泛系对偶, 其中斜杠表示泛系商化, W 为泛权集合;泛权限定或分档为:

Uk < W, W = G Uk( dc) ; 已知的偶首诸象: D i < M i / bi ] Uk 水平诸D i 会诊的偶尾: Rk = H

( ( gi* Uk) * Di ) < Q/ a) )# 这一模式也可用于泛系辩证与泛系相对性的转化分析, 例如:由

偶首( Di ) 及偶尾( Rk) ,由此( D i ) 及彼( Rk) , 由表( Di ) 及里( Rk) , 由此表( Di ) 及彼表( Rk) ,由

输入( Di ) 及输出( Rk ) ,由知( Di ) 及未知( Rk) , 由可观控( Di ) 及半可观控或不可观控( Rk) ,由

因( D i ) 求果( Rk) ,由果( D i ) 求因( Rk ) , 由对象泛系( Di ) 求泛箱( Rk ) , 等等 # Z = ( g , Q, M ,

W, U, D , R , a, b , c, i , j , k ) 可以作种种相应的泛系关系、泛系对偶、泛系辩证的显生, 包括泛

系百百偶、泛系四栏的相对性分析# 

5) 泛系相对性: 对偶转化# 对于泛权对偶关系, 通过水平约化与泛系算子就可模拟各种

引申的派生对偶, 这种模型即为对偶对策中的泛系对偶模型# 一般的模式是前面提及的:

PD
2
泛系百百偶= PD对偶 m Z PD对偶 n# 特例是: PD

2
对偶= PD对偶 m ZPD对偶 n# 另外一

种具体形式表现如下:

设 G 为对偶主体集, f < G
2 @ W 为泛权对偶关系, D < W为泛权水平, g = f * D为泛权

约化, ( x , y ) I g表示在泛权水平D上, x、y 间的对偶, 若泛系算子 a使g泛系同一化,则( r , s )

I a( g) 表示 r , s 具有相应的D水平a型转化对偶关系,不同的 a产生不同的转化对偶关系# 
利用 a( g) 来进行泛系聚类, G = G G i ( d a(f * D) ) ,则 G i就表示满足转化对偶关系a( g ) 的相

聚在一起的子类或子系统# 转化对偶关系是特殊的泛系关系# 与泛箱原理更加直接的是上

218 泛系分析: 数学#方法论#相对论#辩证思维



述模式对于林林总总表里对偶、表表对偶、(泛系, 泛箱) 对偶、主客对偶、彼此对偶等等的相对

性转化# 

模式 Z = (f , D , g , a, ( r , s ) I a( g ) ) 可以用于林林总总的泛系关系或者泛系百百偶的转

化显生# 
作为世界数学百家思想方法之一的泛系理论(泛系方法论与泛系相对论, [ 11] ) ,同时入缘

了现代系统科学(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把它化归自然科学总论下面的现代系统理论十种新论之

一( [ 3, 12~ 15] ,分类号: N94116) ,它已经用于数理工医文社史哲多种专题的研究: 控制论与对

策论( [ 1~ 5] ) ,数学与逻辑( [ 6~ 9, 16] ) , 异同论、粗集理论与智能信息处理( [ 1] ) , 转化生克关

系( [ 6, 7] ) ,聚类分析与层次分析、客观化运筹、风险观控( [ 1, 17~ 20] ) , 故障诊断专家系统,地

理信息系统分析[ 18] ,大型磁变阻头( GMH)参量分析( [ 1] , 美国硅谷 IBM, 另见智多星国际:

www. aideas. com) , 哲学、数学与系统科学的交缘性探索与泛系量化( [ 6~ 8, 21] )以及多种软科

学或人文科学的专题新的分析( [ 1, 6~ 8, 17, 22] )# 泛系相对论对 30多种学科或专题的典型

广义主/客关系列出近百个模式, 具体内容涉及:苏东坡诗哲, 公孙龙/ 离坚白0说,鲁迅5红楼

梦6说,波尔互补原理,中医辨证施治,专家系统, 人类学,黑格尔逻辑的自我意识观与反思观,

人造自然,虚拟现实,生命学, 人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思维学, 笛卡儿坐标法,统一思想, 爱因斯

坦相对论,自动化概念或理法的,林林总总的数学之间的关系, 冯#诺伊曼思想(程序存储式) ,

逻辑、语言、信息、知识、哲学与通信中的泛系主/客关系,卡尔纳普内涵逻辑,康德的先验论,林

林总总的异化理论, 自在与自为,绿色文化与生态文明,有无之间的相对性,数术模型, 观控模

型,树索模型, C
3
I 与 Internet中的四栏相对性,儒学与佛学理法,孙子兵法,技术状态管理,悟

动网悟道之道, 庄周齐物论,思维实验,等等(见[ 6~ 9] ) # 因而可以作大范围跨学科的多种主

客对偶、彼此对偶等等的相对性转化而强化辩证思维与数理思维、系统思维、诗化思维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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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systems Analysis: Mathematics, Methodology,

Relativity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GUO Ding_he1,  WU Xue_mou2,  FENG Xiang_jun3,  LI Yong_li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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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Depar tment of Land Survey in g and Geo_inform atics , The Hon g Kong

Polyt echnic Univ er sity , Hon g Kong , P R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new analysis modes and new definitions with relative mathematization and sim-

plification or strengthening forms for concepts of generalized systems, panderivatives, pansymmetry,

panbox principle, pansystems relativity, etc, the framework and related principles of pansystems

methodology and pansystems relativity are developed. Related contents include: pansystems with re-l

atively universal mathematizing forms, 200 types of dualities, duality transformation, pansymmetry

transformation, pansystems dialectics, the 8_domain method, pansystems mathematical methods,

generalized quantification, the principles of approximation_transforming, pan_equivalence theorems,

supply_demand analysis, thinking experiment, generalized gray systems, etc.

Key words: pansystems methodology; relativity; systems; pansymmetry transformation; dialectical

logic; postmoder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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