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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中医理论的逻辑语言心理学省思

关于辨证求因认知进路推理模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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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在认知科学背景下探寻辨证求因认知进路的推理模式。方法：首先回顾中医的核心理论———辨证论治的研究出现
的思维转向，揭示认知科学语境下类比推理、溯因推理、最佳说明的推理在科学发现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进而分析辨证求因认知

进路的逻辑结构，比较“取象比类与类比、隐喻”“司外揣内与溯因推理”“审证求因目的与最佳说明推理”的异同。结果：辨证

求因认知进路中的思维结构与逻辑学所言类比／隐喻、溯因、最佳说明推理相通或相容。结论：从中医理论的总体特性来看，辨
证求因蕴含类比／隐喻推理；从中医认识疾病的方法上来看，辨证求因蕴含溯因推理；从推理与说明先后的角度看，辨证求因蕴
含最佳说明推理。可以从类比推理、溯因推理、最佳说明的推理的角度，展现辨证求因认知进路推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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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证求因亦称审证求因，是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
导下，以临床表现为依据，通过分析、综合、推求疾病的

病因病机，进而为疾病治疗提供依据。辨证求因是中

医探究病因病机的主要方法，颇具中医学特色，以致有

研究者［１］称其为“一个西方医学视野之外的病因认识

方法”。从思维科学的视角看，辨证求因是一种逆向的

逻辑思维，是一种由果析因之法，其将临床表现作为结

果，进而由此结果推论出产生此现象的原因———病因；

从认知科学的立场看，辨证是一个动态认知的心理进

程，它需要对所获信息进行加工，而在此信息加工过程

中一个必不可少的且至为关键的环节就是“推理”。

从逻辑学的立场来说，辨证求因具有一种基于科学发

现的逻辑特征，是一种动态认知逻辑。本研究将以推

理为切入点，应用类比推理、溯因推理、最佳说明的推

理来揭示辨证求因认知进程中，中医学家是如何使用

这些推理方法发现、说明中医病因病机的？辨证求因

认知进程的推理结构如何？其推理的有效性及所获病

因病机的真实性应得什么样的辩护？

１　辨证论治研究的思维、认知转向
“辨证求因”着眼于临床表现，通过对症状体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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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辨证”以明确病因。辨证是对疾病“证

候”的判断，严格地讲，“辨证求因”的“因”既包括了病

因，同时又蕴含了病因与机体的相互作用，即疾病发

生、发展与变化的机理。邢玉瑞［２］教授认为由于国家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９７３计划）项目“中医原创思维与
健康状态辨识方法体系研究”的启动，中医思维的研究

较之以往更为活跃，主要聚焦于中医原创思维模式、中

医象思维及临床思维研究等方面。在中医学界这样的

背景下，作为中医的核心理论———辨证论治的研究出

现了思维转向，即由研究中医如何进行证候客观化、规

范化转向了辨证论治是如何思维的问题。王永炎［３］院

士及研究团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其言：由研究中医

辨证论治转向研究辨证论治的思维是近几年中医研究

领域的一个方向，尤其是在方法学方面有一定的进展，

值得中医学者关注。王永炎院士认为中医辨证论治思

维的研究方法具有原创性，其代表性有取象运数、变易

求和、整体思维及模糊性思维、发散性思维、直觉性思

维、想象性思维等其他方法。其特点主要包括相关性、

动态性、模糊性、涌现性及直觉、体悟；重时间而轻空

间；往复循环；中医思维的通识性等。王琦［４－７］教授对

中医原创思维模式有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医原创思维

模式是中国传统医学认识自然生命现象、解决医疗实

践问题的特有的思维方式，其内涵是“取象运数，形神

一体，气为一元”的整体思维模式，即中医学的“象数

观———形神观———一元观”。取象运数即象数思维，是

以司外揣内、多维视角、定性定量、旁推比类为特点，以

象数结合、以象为主、以数为用、归纳演绎为主要内涵

的思维方式。中医取象的思维过程分为活体取象———

取象测藏———据象类推三个阶段。

中医象思维的研究，可谓近年来中医乃至中国传

统思维研究的热点。丁然［８］等认为中医“象”的思维

方式注重体验、直觉和悟性，这种思维方式是立体的、

混沌的、意象的和体验的，其特色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

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和动态层面。孙文君［９］等

对中医象数思维特点的分析认为，象数的表征模式为

以实为本，以象为喻，实象结合；以象为体，以数为用，

象数结合。邢玉瑞［１０］认为中医学具有特色鲜明的思

维方法体系，具体而言是基于日常生活世界认识人体

生命规律、解决人类健康问题。以中国古代“天人合

一”的哲学观为认识论基础，以“关系”为认识的逻辑

起点，以整体性为根本特征，以“象”或具象性概念为

思维要素，以模式推理为主要方法，重视直觉体悟、富

有辩证思维特点，追求天人、形神和谐的方法系统。

辨证论治研究的另一走向是在认知科学背景下的

探索，贾春华［１１－１４］及研究团队从认知语言学、认知心

理学、认知逻辑学的视角对辨证论治展开了多方位多

层面的探究。

２　认知科学背景下类比、溯因与最佳说明推理
认知科学是迄今为止学科交叉和融合最为复杂的

一门扩展性学科，认知科学领域的基础学科哲学、心理

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的存在

离不开逻辑学和心理学的因素，类比推理、溯因推理、

最佳说明的推理对于这几门基础学科的影响举足轻

重。

２１　类比（隐喻）推理与科学发明　类比是认知的核
心。类比的融贯性依赖于结构一致性、语义相似性和

认知目的性。类比是一种高级的感知能力，它就是一

种隐喻。著名认知科学家莱考夫则断言“抽象概念大

都是隐喻的”，并将这一论断视为认知科学的三大发现

之一。经验证据表明，类比是认知过程的一种映射操

作，它从一个特殊的个体向另一个特殊的个体传输信

息和意义，它受到信息表达秩序的影响，而这种秩序正

是在人们的经验和心理、知识和信念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认知科学建立以后，类比推理及相应的隐喻方

法受到高度重视，被看成人类赖以生存的“认知方

式”［１５］。

２２　溯因推理———因认知科学的创建而复兴　一个
多世纪前，皮尔斯就指出：溯因推理是一个形成解释性

假设的过程。它是唯一一种能够引入新观念的逻辑操

作。但其闪光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足够

的重视。直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美国科学哲学家汉
森（ＮＲＨａｎｓｏｎ）在《发现的模式》中，以开普勒发现行
星椭圆形运动轨道的推理过程为案例，全面展示了皮

尔斯所说的溯因推理过程，溯因推理在新观念的产生

和科学发现中的价值才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

识［１６］。１９６６年，英国认知心理学家沃森（ＰＣＷａｓｏｎ）
所做的著名实验对溯因推理产生起死回生的作用。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认知科学的建立则峰回路转，使溯因推
理的发展渐入佳境［１５］。１９８７年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
逻辑学、方法论和科学哲学大会上，溯因推理被列为世

界性的攻关课题。

众多学者［１７－１８］认为：溯因推理是一个独立的推理

类型。被誉为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发现的本质上乃

是新假说的产生、选择、修正、接受和解释的逻辑过程，

其逻辑机制正是皮尔士与汉森等所倡导的溯因推理。

溯因推理的研究现状国外关于溯因推理的文献很多。

而随着溯因推理在逻辑学、科学哲学和人工智能等领

域地位的提高，其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１９］。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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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认知科学的发展，对于人类心智之谜的开启，国外

学者更加意识到溯因推理的重要性，并做了广泛而深

入的研究。我国学者关于溯因推理的研究亦异彩纷

呈，研究者［２０］多从不同立场论述了溯因推理的重要

性，并就２１世纪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在该领域的不断
深入和扩展，提出了溯因推理在认知逻辑和心理逻辑

上的重要意义，探讨了溯因推理的心理逻辑特征，分析

了溯因推理在科学发现和认知中的作用。随着认知科

学的发展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深化，人们对于人类

心智的研究和探索更需要这种推理方式的融入。

２３　最佳说明的推理———一个溯因推理的拓展　最
佳说明的推理是一种依据假说给证据的说明程度来确

定假说合理性的推理。“最佳说明的推理”（以下简称

ＩＢＥ）这一具体术语首先由吉尔伯特·哈曼提出，利普
顿（ＰＬｉｐｔｏｎ）在哈曼的基础上出版了《最佳说明推理》
（１９９１年初版，２００４年再版）。该书中对ＩＢＥ进行了详
细和深入的研究，并发展和改进了 ＩＢＥ思想。就 ＩＢＥ
的名称来看，它涉及“说明”和“推理”这两个概念。在

认知活动中，人们常会依据推理来形成有关事物的新

观念，并对事物为何就是这个样子进行说明。推理是

更深入地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说明则表明了世界中

的东西是什么样子以及之所以这样的原因。在推理与

说明的关系上，一般认为，推理优先于说明。而按照

ＩＢＥ的观点，说明则被看成是优先于推理的。它的特
别之处就在于依据说明来推理，依据假说给证据的说

明程度，来确定假说的合理性。这样，最终推理就会在

“最佳说明”这一状态下进行，推理的合理有赖于对资

料或证据的说明状态。ＩＢＥ是一种独特的逻辑推理模
式，因为它坚持“假说给证据以说明，证据给假说以确

证”的推理原则。从而在形式上体现出某种“良性的”

循环。ＩＢＥ以某个已知的结果为出发点来确定与其相
关的说明，因而又可称为“寻求最佳说明的推理”。推

理的合理性就在于它的最佳说明性［２１］。国内有关最

佳说明的推理的展开，郭贵春教授及研究团队的研究

起到了推动作用，利普顿《最佳说明推理》第 ２版于
２００４年出版后，郭贵春、王赞航随即将其译为中文，于
２００７年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荣小雪、赵江
波［２２］依据最佳说明推理对产褥热病原发现的方法论

模型进行了研究，并将溯因和最佳说明推理加以比较。

从逻辑的角度看，最佳说明推理是改进了的溯因推理，

是溯因推理的精致化，但从获得知识的过程来看，溯因

推理标示了产生理论的过程，而最佳说明推理关注的

更多的是理论的评价，两种推理类型涉及的是此过程

的完全不同的阶段。从方法论模型角度看，溯因模型

中，溯因仅仅是科学研究的第一阶段，通过溯因推理探

究者得到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似真的潜在说明，它

只相当于最佳说明推理中一开始就给定的候选说明性

假说中的一个，而后这个假说要通过演绎和归纳的证

实。而最佳说明推理模型在于对最佳说明的发现和其

真理性的辩护。

从科学探究机理看，溯因模型中假说的产生和辩

护是分开的，而最佳说明推理中候选假说和要解释的

数据通常是给定的；溯因的目的在第一阶段的探究过

程，即最佳说明的发现过程，而最佳说明推理不太关注

最佳说明的发现过程，更多的集中在最佳说明是真的

推理过程，其意在于争辩在什么条件下推理是有效的。

最佳说明推理在对溯因推理精致化的同时，其模型的

重心却转向了竞争。理解说明的时候，除了鉴别竞争

假说的说明的优点外，还基于对形如“为什么是Ｐ而不
是Ｑ”的问题的回答阐明了因果说明和比较说明［２２］。

侯旎、顿新国［２３］认为：利普顿原创性的对比性因

果说明模型和说明的潜在理解力标准，在科学假说或

理论评价方法论上具有重要影响。对于最佳说明推理

的研究亦不乏质疑之声，黄翔［２４］认为：利普顿的最佳

说明推理建立在区分实际说明和潜力说明的基础上，

这使得推理结果不是一个在前提的支持下更可能为真

的说明，而是一个与推理的可靠性无关的最可爱的潜

力说明。

３　辨证求因认知进路中的类比、溯因与说明
３１　“取象比类”与类比、隐喻　《黄帝内经》中多处
明确提到“比类”一词，《素问·示从容论》：“夫圣人之

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素问·示从

容论》：“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素问·征四失论》：

“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由此可见传统中

医认知人体生理病理的重要方式是取象比类。这种方

法我们将其称之为“中国式的隐喻”。它是一种隐喻

认知，即以一事物来认识说明另一事物，其推理模式是

一种推类。因此我们可以应用隐喻或类比的逻辑推理

来研究刻画它。

３２　“司外揣内”与溯因推理　中医学“司外揣内”推
理方法应用的前提是———“有诸内者必形诸外”。这

样的人是不仅存在于医学领域，《管子·地数》亦有类

似的记述，其言：“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

有铜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铅、锡、赤铜，上有赭者下有

铁，此山之见荣者也。”每一种病邪都有独特的性质和

致病特点，可以表现为相应的症状和体征。对于那些

因历史条件限制不能直接观测的病邪，中医唯有通过

临床表现分析来推测病因，即由临床表现这一结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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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疾病产生的病因病机。这是一个由果析因的方

法，审证求因的过程就是一个溯因的过程，从推理模式

上来说无疑属于溯因推理。溯因推理是一种典型的心

理逻辑在溯因推理中，经验、直觉、信念、情绪、知识、
记忆等心理因素都会对溯因过程及假设的提出产生影

响。

３３　审证求因目的与最佳说明推理　理论是指人们
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和论述，任何一种理论必备的就

是这一理论对事实的解释性。“说明”是科学涉及的

一个重要概念。科学的成功不仅表现在它对新现象的

发现上，同时还在于它能给所讨论的现象以说明［２１］。

从本质上看，科学的进步就是通过对自然给出更好的

说明而得以实现的。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中曾指出：

科学家“所致力的工作是从被解释项到解释项”的追

溯，它既不是演绎性的，也不是归纳性的。这里的所谓

“被解释项”，就是科学家们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现

象，而“解释项”则是能够因果地推出被解释项的某个

命题。在中医辨证求因认知进路的推理的过程中是以

说明为先导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说明这个病证为什么

发生，同时还要说明此病证的病因病机为什么是 Ａ而
不是Ｂ？这样的一个推理过程与最佳说明推理颇多相
似之处。即理解说明的时候，他除了鉴别竞争假说的

说明的优点外，还基于对形如“为什么是 Ｐ而不是 Ｑ”
的问题的回答阐明了因果说明和比较说明。

通过以上对中医思维、辨证论治、类比／隐喻、溯
因、最佳说明推理研究现状的回顾分析，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辨证求因认知进路的推理模式研究已经是呼之

欲出了，认知科学的兴起与发展与辨证论治认知、思维

学研究的转向，已然是“不期而遇”；“取象比类与类

比、隐喻”“司外揣内与溯因推理”“中医理论与最佳说

明推理”的对比，让我们看到辨证求因认知进路中的思

维与现代类比／隐喻、溯因、最佳说明推理的相通与相
容，“不谋而遐迩自同，勿约而幽明斯契”可能是此情

此景的真实写照。或有问者：既然辨证求因已经用了

２０００年，我们依然照着用不就行了吗？其实不然，其
一、中医学界更多的是在不明确这些推理的机制下使

用“取象比类”“司外揣内”方法的，鲜有探求其推理机

制者，此种现象可以说是“拿着金碗要饭吃”，多数人

并不清楚“辨证求因”的方法论价值；其二、就其推理

形式的精致程度而言“取象比类”“司外揣内”与不如

类比／隐喻、溯因推理、最佳说明推理刻画的精致，更何
况辨证求因认知进路中的推理又非单一的类比／隐喻、
溯因推理、最佳说明推理应用，它们是捆绑在一起应用

的，需要知道它们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从中医理论

的总体特性来看，辨证求因蕴含类比推理；从中医认识

疾病的方法上来看，辨证求因蕴含溯因推理；从推理与

说明先后的角度看，辨证求因蕴含最佳说明推理。

我们曾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反复强调“中医学语言

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中医学逻辑是一种旨在

发现而不重证明的逻辑。”“中医学理论首先是一种关

于解释的理论，解释的理论应该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

的理论。”在中医学界已经应用了近２０００年的“取象
比类”“辨证求因”的认知人体生理病理方法不正是那

种基于科学发现的逻辑吗？然而中医学这种认知人体

生理病理方法并没有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甚至可以

说没有享受到公正的待遇。认知科学的蓬勃发展，辨

证论治的研究转向，迫切需要我们揭示辨证求因认知

进路推理的推理模式。

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还辨证求因“合法身份”、展

现辨证求因认知进路推理结构的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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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心态来一个“洋为中用”

呢？当然不能排除来自不同立场的质疑与批评。

我们要面对的是读者的质疑之一可能是：周敦颐

的已有《太极图说》发凡于先，那么这张图相较于周敦

颐的《太极图说》有什么不同？它比周敦颐所绘制图

又有什么优势。由周敦颐太极图的结构上我们可以看

出，此图是由太极而阴阳，由阴阳而五行的演进模式，

即三图分立之象一目了然，这与周氏要表达的意图有

关，他要表述的是宇宙的演进过程。而本图很显然是

叠加的，即气、阴阳、五行学说的叠加，源于气难以以一

张图来会出气弥漫状态，故选用了双螺线结构以示气

的流动状态，双螺链以示阴阳，阴阳之中各具五行。从

学说的起源上来看气、阴阳、五行学说是各自独立的，

它们分别用于揭示这个世界的构成，用现今的话语来

说可以说成“世界由气构成”；“世界由阴阳构成”；“世

界由五行构成”。它们欲解释的都是这个“世界”，它

们代表了古人认识世界的角度。从这一点来看气即是

阴阳、阴阳即是五行，气、阴阳、五行是等价的。这或许

也就是人们为什么一直纠结于气分阴阳，阴阳中有五

行，五行分阴阳的原因。本图之作并非在揭示宇宙之

演进，而是要体现气、阴阳、五行学说的在中医理论体

系中的融合。其在主要意图上已与周氏所要表达的意

图不同，尽管或许存在着一些交集。

读者的下一个质疑与批评恐怕就是为什么选用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作为气、阴阳、五行结构图的模型。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由脱氧核糖和磷酸基通过酯键交替
连接而成。主链有二条，它们似“麻花状”绕一共同轴

心以右手方向盘旋，相互平行而走向相反形成双螺旋

构型。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 ＤＮＡ分
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 ＤＮＡ的复制机制。
由于腺膘呤（Ａ）总是与胸腺嘧啶（Ｔ）配对、鸟膘呤（Ｇ）
总是与胞嘧啶（Ｃ）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
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

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可以确定。因此，只需以其中的

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这样的一个结构适宜用于揭示阴阳与五行的结构

关系，ＤＮＡ双螺旋结构的两条链正好代表阴阳，相互
平行而走向相反也恰好可以代表阴阳的不同属性；“麻

花状”绕一共同轴心以右手方向盘旋及代表阴阳的纠

缠与运动；腺膘呤（Ａ）总是与胸腺嘧啶（Ｔ）配对、鸟膘
呤（Ｇ）总是与胞嘧啶（Ｃ）配对与五行中木生火、金克
木等生克关系具有关系上统一的不变性。也正是五行

的生克键将阴阳五行紧紧地连在了一起。ＤＮＡ的复
制机制为阴阳五行的变化，即《素问 阴阳离合论》
“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

提供新解。我们说 ＤＮＡ双螺旋结构为气阴阳五行学
说提供了一个结构形式的同时，也可以说 ＤＮＡ双螺旋
结构为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提供了一个分子生物学的

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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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雷良．科学发现的本质及其逻辑机制的再发现［Ｊ］．自然辩证法研

究，２００６，２２（７）：１８－２５．

［１９］王东浩．溯因推理在人机交互中的作用［Ｊ］．未来与发展，２０１３，２：

３７－４０．

［２０］张学立，王东浩．论溯因推理的义理特征及其应用［Ｊ］．南昌航空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１５（２）：１－７．

［２１］王航赞，王涌米．最佳说明的推理及其科学实在论辩护［Ｊ］．科学技

术哲学研究，２０１１，２８（３）：３４－４１．

［２２］荣小雪，赵江波．产褥热病原发现的方法论模型研究［Ｊ］．科学文化

评论，２０１１，８（４）：６６－７９．

［２３］侯旎，顿新国．利普顿最佳说明推理探析［Ｊ］．重庆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２５（１１）：３１－３５．

［２４］黄翔．里普顿的最佳说明推理及其问题［Ｊ］．自然辩证法研究，

２００８，２４（７）：１－５．

（２０１４－０９－２５收稿　责任编辑：洪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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