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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世界科学的演进过程，产生并发展了数学；同时自然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又离不开数学基础。中医理论具有自然科学的
属性，自然应该有其数学科学基础，其发展同样离不开对其理论体系数学内涵的挖掘与应用。对中医理论体系核心内容证候理

论的数学内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医证候复杂结构呈现出的是“点集拓扑结构”，彰显出了中医理论体系的数学科学基础，这

为中医理论的现代语言阐释提供了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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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的脉络依次是数学→
物理学（天文学）→化学→生物学（医学），数学是自然
科学发展的基础；反过来说，任何一门自然科学都有其

数学科学的基础，中医学也不可能例外。对于一门自

然科学的学科发展与数学的密切关系，历史上有很多

著名的论断。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根据当时数学

方法在各学科应用的情况，曾做过如下概括：数学的应

用，在固体力学中是绝对的，在气体力学中是近似的，

在液体力学中已经比较困难了；在物理学中多半是尝

试性的和相对性的；在化学中是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

在生物学中＝０［１］。马克思更精辟地指出，一种科学只
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２］。

康德（Ｅ·Ｋａｎｔ）则“坚定地认为：任何一门自然科学，
只有当它能应用数学工具进行研究时，才能算是一门

发展渐趋完善的科学……而且一门科学对于数学工具

的应用程度，就是这门科学渐变为真实科学的发展程

度”［３］。如今，数学不仅成了物理学、天文学发展的基

础，在化学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在生物学、西医

学中，也正是由于数学知识的渗透、应用，才有了迅猛

的发展。由此，可以推断，中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其

数学内涵的挖掘。

１　引子：从中医学的“博大精深”说起
１１　对“博大精深”的释义　中医学是世界上所有学
科兴起发展最长，且生命力强大的一门学科，随着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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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兴起，古代许多学科相继被融合、淘汰后，

唯独中医学以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发展到现在。

中医理论体系的知识内容非常广博，其“上知天

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是世界上古代文明传承下来

的其他任何学科知识都难以企及的，其呈现出的独特

“时空—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是现代医学模

式无法涵盖的。汉字的传承与发展，至今已历三千多

年的历史，而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距今已有２５００多
年的历史。因此，可以说中医学是在人类文明早期产

生的，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产生最早的学科知识体系，是

世界上生存时间最长、至今生命力依然强大的学科。

中医学是以先秦人文哲学为基础构建的，《黄帝内

经》蕴涵朴素的唯物辨证法思想，是中医学“精”的奥

妙所在，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动态的，世界的统一性

就在于它的物质性、发展性。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

髓，贯穿其中的理法方药知识体系，都是建立在以阴阳

学说和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物质结构观和辨证运动观之

上的，其理论基础的根基之深，至今还没有探到“底”；

也就是说，对于中医理论体系的自然科学基础问题，我

们还远远没有研究清楚。

１２　两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为什
么中医学的生命力是如此超常强大？二是为什么中医

学没有在中国大陆这一地域之外的欧亚非美大陆出

现？历史上的地域、物种、人文、社会及科技等因素在

其中的影响力有多大，应如何来看待？

从世界自然科学的演进历史看，数学是各门自然

学科发展的先导，但却不是孕育和兴起的决定因素。

一门自然学科经过一个历史阶段的孕育后逐渐兴起，

但其快速发展则离不开数学科学知识的渗透。追溯世

界自然科学发展的足迹，中医理论体系孕育和兴起的

过程，数学本身还远没有成为科学意义上的学科。如

果说中医理论体系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有数学科学的

基础，难道说中国古代的先贤对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

远远超越了现代自然科学体系的知识背景？或者说中

医理论体系中蕴涵的自然科学知识，难道是超越现今

自然科学的？

１３　中医理论研究产生的困惑　借助于近代医学成
功的经验和知识创新的研究模式，半个多世纪来，对中

医理论的研究，首先把实验医学的方法和手段移植过

来，从器官、组织、细胞、分子水平上，来阐释中医脏腑

经络气血以及病因理论，但是这些工作并没有对中医

理论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进而，又引入了西

方科技哲学中老三论和新三论，以及运用化学、物理

学、数学等多学科提供的方法和手段，来研究中医理

论，依然是所获不多。至今，中医学与现代自然科学的

“融合点”还没有出现。

２　“李约瑟难题”的启示
２１　世界科学演进过程中的中医学　中国的自然科
学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在历史上存在一个融合的过程。

李约瑟在研究世界科学的演进律发现，数理科学这一

方面，东西方的数学、天文学是物理学史一拍即合的，

到明朝末年的１６４４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
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异，他们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

了。中国和欧洲植物学方面，其融合点在１８８０年［４］。

世界植物学的发展进程，必须提到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本草纲目》在１５６９年出版以后，不仅在国内
产生巨大的影响，并随着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还先后被

译成多种文字。李时珍创立了先进的药用植物分类方

法以及生物分类方法，他已开始认识到了自然界生物

的“自然等级”和“遗传属性”。被誉为西方植物学鼻

祖的瑞典分学家林奈，其代表著作《自然系统》于１７３５
年出版，比《本草纲目》要晚１３９年，林奈时代《本草纲
目》已传到欧洲，李时珍的观点对林奈本人也许会有一

定的影响［５］。

关于东西方的医学理论和医学实践，至今还未融

合。由此，分析世界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看出一门学

科愈是具有生物学特点，它所研究的对象有机性愈强，

融合的过程所需的时间似乎愈长。研究人体和动物的

健康与疾病的科学，其融合点至今尚未完成［４］。

２２　关于“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问题”通常有两种
表述形式：第一，为什么在公元前１世纪到公元１６世
纪之间，在将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用目的方面，中

国较之西方更为有效。也就是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

和技术方面曾经有过辉煌，其发达的程度远远超过同

时期的欧洲，原因是什么？第二，这问题的另一种提法

是一种“为什么”式的，就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或者说科

学革命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１７世纪的西方，特别
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４］。这是“李约瑟问题”一正

一反的表述形式。这一点，是否与中国的数学发展进

程是相辅相成的？即中国古代数学发达的时代，科学

技术亦发达；中国的数学在近代发展被西方超越了，由

此科学技术亦随之落后了。这其中，是否也映射出了

中医学发展进程的影子呢？

２３　中医理论的“奇点”特性　如果以一门学科研究
对象的有机程度来划分层次，研究对象有机程度低的

学科为低层次的学科；反之，为高层次的学科。低层次

学科知识在高层次学科中的渗透量的多少，取决于高

层次学科对低层次学科有机程度的差值。差值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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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层次学科知识对相应的高层次学科的渗透量越大，

这两门学科间的亲缘关系越近。各门学科研究对象的

有机程度从低到高的排列次序为：数学→天文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西医学……中医学。由研究显
示，各门自然科学在中医学的直接渗透量都趋于零［６］。

东西方各学科相互融合的先后次序及渗透阻力和各学

科间亲缘关系，具体见如下图１。

图１　自然学科亲缘关系远近与渗透阻力大小示意图

　　对中医理论体系来说，各门自然科学都是其发展
的基础学科。目前，各门学科尚没有直接、实质性内容

向中医学移植，但中医学对来自各学科知识的渗透的

反应却是积极而灵敏的。中医学能够接受各门学科思

想的大量渗透，却不允许其具体、直接的内容在中医学

中的移植、生存，就是说，中医学理论能吞吸掉多学科

所提供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这一现象类似现代天体物

理学中的“黑洞”，中医理论成了自然科学发展史上的

“奇点”［６］。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科技发展史上所表现出来的稳

定性及对多学科知识渗透的吸附性，其内在机制与中

国传统文化的哲学特点———宏观、模糊、不可捉摸密切

相关。中医理论中整体观念、辨证观念的思想正在向

自认科学各学科中回归，是逆渗透，似乎反映了高层次

学科的逆渗透过程。中医整个理论体系的演进，不仅

是与西医学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还是生命、人体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融合［７］。

３　中医理论对人体未知结构层次上运动规律的认识
和探索

３１　人体未知结构层次上运动规律问题　中医学认
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体的脏腑、经络、

上下、内外、既相互联系，又可划分为相互对立的阴阳

部分。

中医阴阳学说是建构中医理论的基石，五行学说

主要是关于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性的整体认识论基础；

在中医天人关系模式的构建中，五行理论具有重要的

媒介作用，并形成了中医学传统的时空观。在五行学

说指导下，《黄帝内经》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的五大藏

象系统，并借用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的特性、分类方法

和五行生克规律，具体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

体正常生理功能、疾病变化以及指导临床诊断、治疗、

预后判断和康复。五行学说的本质属性有物质性、功

能性、关系性、时空性。在中医发展中五行学说为中医

提供整体观的方法论和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８－９］。从

图２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古代阴阳五行学说对世界
物质分类与现代物理学对世界物质分类相互之间的关

联。

图２　阴阳五行学说与现代物理学物质分类之间的关联

　　阴阳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阴阳相对性概
括成的人体层次结构是层层深入的。其结构系统与现

代医学所描述的系统→器官→组织→细胞四层结构有
着天然的相似之处。现代物质观认为宇宙的由固态、

液态、气态、磁场、张网液态等物质集合而成，简单地讲

宇宙物质可以分为正物质和反（暗）物质，这与中医学

阴阳五行物质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现代结构观认

为宇宙物质分为可见的超星空→星空→宏观→微观→
基本粒子，不可见的例如场、暗物质等。而中医学人体

结构观亦由官窍、形体、荣华等可见的物质和脏腑、经

络、气血等不可见的物质组成［７］。在这里，一阴一阳的

辨证唯物论表现的淋漓尽致。具体见表１。

表１　中医学人体结构观与现代物质结构观的联系

现代物质结构观 中医学人体 现代医学人体结构观

可见

超星空←星空←宏
观→微观→基本粒
子…

官窍，形体，荣

华，…

系统→器官→组织
→细胞→亚细胞，
…

不可见 场、暗物质
脏腑，经络，气

血，…

３２　阴阳学说的物质观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深远
影响　计算机引领我们进入的数字化时代，与量子力
学带领我们步入的现代物理时代，都和中国古老的阴

阳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

计算机二进位制原理来源于阴阳学说：阴阳学说

其他领域亦得到很好的运用，西方数学家莱布尼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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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和二进制数学的创始人，是计算机的先躯。它

对伏羲氏六十四卦方位图的研究成果说明：八卦图系

阴阳交的排列体系，非常巧妙地包含着二进位制和十

进位制等的记数原理。在八卦图系启示下，莱布尼兹

顺利地解决和研制出当时最新型的乘法计算机。现代

电子计算机正是以二进制为记数基础的。

阴阳学说对建立波尔量子力学的影响：被称为“量

子论之父”的波尔于１９３７年访问中国，这个时候他的
量子力学已经到了精致完美的地步。他认为物质是以

看来互不相容的方式表现自己，当他接触到中国的阴

阳思想时，如晴天霹雳，他大为震惊，他怎么也没想到，

多年来他通过最尖端的物理技术所作出的举世闻名的

理论，竟然与几千年前中国圣贤的智慧相似，当丹麦为

了感谢波尔的科学成就和对丹麦文化的重大贡献，封

他为爵士的时候，他选择了中国阴阳太极图，因为他认

为太极图是他的互补理论最佳象征和表述，并且他在

徽章上写下几个字：对立即互补。

４　中医学人体结构理论假说的提出
现代生物学研究表明，形态结构与功能在有机体

中是一一对应的。从人体到系统、器官、组织、不同层

次上的形态结构有着不同水平的功能表现。形态结构

与生理功能是整个生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方

面，是在长期进化中逐步形成的。形态结构式生理功

能的物质基础，生理功能则为形态结构的运动形式。

中医学把人体的结构规范为两个层次系统：一个层次

系统是以气为中心的脏腑经络，这个结构系统类似于

非实物粒子性质，像场物质，是以不可见形态结构的形

式存在，称其为隐态系统；另一个层次是与隐态系统相

对而言，为中医学的“五体”“五官”“荣华”等，这个结

构系统类似于实物粒子性质的，称其为显态系统。即

人体是由隐态系统和显态系统构成的有机统一体。

图３　人体隐态系统与显态系统

５　千年中医学理论内蕴的数学科学———证候理论中
的拓扑学

５１　中医证侯结构研究的难题　证候理论是中医理
论体系中理法方药的核心，所以证候理论是研究的焦

点问题、关键问题。纵观近十几年来对证候内涵及本

质的认识和研究，许多学者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究

其原因在于证候的复杂性［１０－１１］，认为中医证候存在着

高阶多维的数学结构，这一难题不解决，将一直会成为

制约中医理论发展的瓶颈。

５２　中医证候发生过程及其动态演化规律　人体隐
态系统和显态系统的理论认为：在疾病变化发展过程

中，存在着隐性病变与显性病变。隐性病症，即机体脏

腑的隐匿性病理变化的反映，这时机体内在脏腑的病

理机制已开始启动，但病人无明显感觉或五体五官仅

出现一般性的脏腑功能紊乱；显性病症是机体进入疾

病的发展阶段，并表现出明显的临床征象，甚则病人表

现出明显的器质性变形症状［１２－１３］。

致病因素一旦作用于人体后，脉象、舌象为构成证

候的第一序列症状，即隐态系统的病变有隐性病症（舌

象和脉象，记为Ｙｙ）；脏腑经络气血紊乱的表现为构成
证候的第二序列症状，即显性病症两种状态（脏腑经络

功能紊乱的症状，记为Ｙｘ）；形体官窍荣华等的紊乱表
现为构成证候的第三序列症状，即显态系统的病变也

有隐性病症（官窍荣华等络属功能紊乱的症状，记为

Ｘｙ）；形体官窍荣华等的变形表现为构成证候的第四
序列症状，即显性病症（即官窍荣华等络属变形的症

状，记为Ｘｘ）两种状态，这样形成了隐态和显态两种系
统和四种病变状态关系［１４－１５］。而这四种病变关系在

证候的发生过程中，表现出了证候产生发展过程的五

个阶段，反映出了证候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由初

始到终结的全过程。具体见表２。

表２　中医证候的发生过程及其表现出的五个阶段

不同阶段 演化规律 中医证候的发生过程

Ⅰ Ｙｙ 隐态系统的隐性病变单独存在

Ⅱ Ｙｙ＋Ｙｘ
隐态系统单独发病（包括隐性与显

性病变）

Ⅲ１ Ｙｙ＋Ｘｙ
隐态系统的隐性病变与显态系统的

隐性病变共同存在

Ⅲ２ Ｙｙ＋Ｙｘ＋Ｘｙ
隐态系统的隐性病变和显性病变与

显态系统的隐性病变共同存在

Ⅳ Ｙｙ＋Ｘｙ＋Ｘｘ
隐态系统的隐性病变与显态系统病

变（包括隐性与显性病变）共同存在

Ⅴ Ｙｙ＋Ｙｘ＋Ｘｙ＋Ｘｘ
隐态系统和显态系统的隐性与显性

病变共同存在

５３　中医证候理论中的拓扑学
５３１　中医证候拓扑特征不变量的提出　对于中医
证候发生过程中表现出的构成要素的４个先后序列，
运用拓扑学的语言进行描述，恰好是中医证候发生过

程中表现出的４个拓扑不变量［１５］。具体以脾气虚证

候为例，见表３。
５３２　中医证候拓扑不变量的衍生　以脾气虚证候
为例，其构成要素如纳呆、腹胀、大便溏稀、乏力、少气

懒言、肢体倦怠、面色淡黄或萎黄、消瘦、或水肿、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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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脉缓或弱、舌淡苔白等，在发生过程中表现出的演

化规律，如下图表７，这是中医证候拓扑不变量第一次
衍生的结果［１６］。

表３　病机演变过程反映出的证候的４个拓扑不变量

病机演变过程
脾气虚证候的 ４个拓扑
不变量

构成要素的个数

气血紊乱最早反映

出的征象
脉缓或弱，舌淡苔白 Ｙｙ １个（ａ）

脏腑经络气血紊乱

的表现

乏力，少气懒言，纳呆，腹

胀，便溏 Ｙｘ
５个（ｂ）

形体官窍荣华等的

紊乱症状

肢体倦怠，面色淡黄或萎

黄 Ｘｙ
２个（ｃ）

形体官窍荣华等的

变形症状
消瘦，或水肿，或肥胖 Ｘｘ ３个（ｄ）

表４　中医证候动态演化过程的五个阶段

不同阶段 演化规律　　 脾气虚证候的发生过程

Ⅰ Ｙｙ 脉缓或弱，舌淡苔白

Ⅱ
Ｙｙ
＋Ｙｘ

脉缓或弱，舌淡苔白

乏力，少气懒言，纳呆，腹胀，便溏

Ⅲ１
Ｙｙ
＋Ｘｙ

脉缓或弱，舌淡苔白

肢体倦怠，面色淡黄或萎黄

Ⅲ２
Ｙｙ
＋Ｙｘ
＋Ｘｙ

脉缓或弱，舌淡苔白

乏力，少气懒言，纳呆，腹胀，便溏

肢体倦怠，面色淡黄或萎黄

Ⅳ
Ｙｙ
＋Ｘｙ
＋Ｘｘ

脉缓或弱，舌淡苔白

肢体倦怠，面色淡黄或萎黄

消瘦，或水肿，或肥胖

Ⅴ

Ｙｙ
＋Ｙｘ
＋Ｘｙ
＋Ｘｘ

脉缓或弱，舌淡苔白

乏力，少气懒言，纳呆，腹胀，便溏

肢体倦怠，面色淡黄或萎黄

消瘦，或水肿，或肥胖

　　中医证候的４个拓扑不变量经过两次衍生，呈现
出全部子集合，反映出了中医证候动态演化的全貌。

具体见如下的公式推导。

图４　中医证候的拓扑结构表达公式推导

５３３　中医证候结构的拓扑学表达公式的导出　如

果证候 Ｚ，有 ｎ个构成要素，则证候的拓扑结构表达
为：Ｆ（ＸＹ）＝Ｆ（Ｚｎ）＝Ｙｙ∨（Ｙｙ＋Ｙｘ）∨（Ｙｙ＋Ｘｙ）∨
（Ｙｙ＋Ｙｘ＋Ｘｙ）∨（Ｙｙ＋Ｘｙ＋Ｘｘ）∨（Ｙｙ＋Ｙｘ＋Ｘｙ＋
Ｘｘ）。

那么，中医学一般证候内在演化过程中，所表现出

的具体存在形式的个数，则为：Ｆ（Ｘｙ）＝Ｆ（Ｚｎ）＝（２ａ－
１）＋（２ａ－１）（２ｂ＋１）＋（２ａ－１）（２ｃ＋１）＋（２ａ－１）
（２ｂ＋１）（２ｃ＋１）＋（２ａ－１）（２ｃ＋１）（２ｄ＋１）＋（２ａ－
１）（２ｂ＋１）（２ｃ＋１）（２ｄ＋１）。

其中，ａ为Ｙｙ症状和体征的个数，ｂ为 Ｙｘ症状和
体征的个数，ｃ为Ｘｙ症状和体征的个数，ｄ为 Ｘｘ症状
和体征的个数。

总结以上论述，中医证候理论内蕴的拓扑结构导

出图示如下［１７］，见图４。
对于以上中医证候的拓扑结构，可以有一个通俗

的比如。有人说：一个高水平的画家，一定具有数学家

的天赋。漫画对人的特征不变量进行抽象而出的画

面，就是如此。中医证候结构所表现出的不同存在形

式，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到的中医证候的不同且真实

的“影面”或“像面”。中医证候在临床中的“千面孔”，

实际上是中医证候复杂结构不同“面”的反映与展现，

其实质都是一样的。如同一张白纸，在做不任何切割

或破坏的情况下，就可以折叠出几十种、上百种、甚至

上千种或更多的不同形状的“叠纸”，但是各式各样的

“叠纸”在充分伸展开之后，还是原来的那张“白纸”。

在这里，“白纸”如同“证候”，不同形状的“叠纸”则是

证候结构的不同“面”。

６　结语
近半个多世界以来，中医理论的科学性一直在受

到质疑，其中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医理论

是否有数学科学说理的基础。而非要说明中医理论体

系中是否有数学基础，才能对其科学性进行定论，是件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一则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创

立于２５００年以前，那时的数学还远不能为中医学说
理所用。二则非要挖掘出中医理论的数学基本内涵，

是现今时代提出来的课题，是运用现代学科标准对中

医理论进行衡量的结果；也是中医理论发展所必须要

经历的，是世界科学演进的自然进程，是大势所趋。

但是，正如数学家 ＰｅｉｒｃｅＢｅｎｊａｍｉｎ所说的一样：
“数学不是规律的发现者，因为他不是归纳。数学也不

是理论的缔造者，因为他不是假说。但数学却是规律

和理论的裁判和主宰者，因为规律和假说都要向数学

表明自己的主张，然后等待数学的裁判。如果没有数

学上的认可，则规律不能起作用，理论也不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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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也同样面临着如此的问题。中医理论的发展

与提升，不挖掘出其理论内在的数学科学内涵，那么中

医理论对人体运动规律的阐释、病理现象的解释、疾病

规律的认识、理法方药体系的构建等，便会一直停留在

“假说”或“前科学”或“超科学”的阶段，而不能够为人

类的健康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

本研究论述了运用人体隐态和显态系统的理论，

来揭示中医证候的自身内在变化规律，从中医证候的

发生过程，对证候动态演化规律进行认真细致地观察，

导出了中医证候内蕴的拓扑结构，挖掘出了中医理论

体系核心内容证候中的数学机制［１８］，这将会为推动中

医理论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并产生巨大的动力。

挖掘出中医理论体系中蕴涵的数学科学基础，可

以展望未来的研究领域及其要开展的工作。运用中医

证候理论内蕴拓扑结构的方法，可以开展中医证候动

态演化规律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挖掘出的证候拓扑

结构数据［１９］，来实现对证候动态演化规律全貌的认

识；再通过临床数据，可以阐释中医证候判定标准的科

学内涵［２０］，建立起中医证候的判断标准，并为中医理

论现代语言的诠释提供了新的概念。由此，可以深入

研究中医辨证论治过程中理法方药的结构数据［２１－２３］，

来阐明方剂配伍的科学内涵；运用计算机仿真技术，可

以建立起中医知识创新数据平台，带动理法方药知识

的创新［２４－２５］，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促进辨证论治水

平的大幅度提高，提升中医理论在世界自然科学知识

体系中的地位，以更好的为人类的健康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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