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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科学观（上、下册）》

内容概要

本书提出，文化和科学形态之深刻的思维根源是“时空选择”。人类在对待（认识、审美）世界时，
不可能时空并重：或以空间为主，时间为辅；或以时间为主，空间为辅。西方属于前者，中国属于后
者。世界有无限多的层面，因此科学是多元的，不是一元的。迄今人类在科学上至少主要形成了两个
源，两个流：一个是西方，一个是中国。以此立论，作者对易、道认识论及中国兵学、中医学的哲学
基础做了新的阐释，说明主客相融、天人合一同样是一条有效地认识世界的路线。其目标，是在现象
层面而不是到现象背后寻找世界的规律，而现象属于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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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科学观（上、下册）》

作者简介

刘长林，1941年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后改名中国社会
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88年任研究员，2002年退休，现任曲阜孔子书院副院长。研究方向为中
国古代哲学。主要著作有《内经的哲学和中医学的方法》（1982）、《中国系统思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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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科学观（上、下册）》

书籍目录

上册  导言    （一）科学与科学方法是两个概念　　（二）现象的意义和价值　　（三）现象层面的规
律及实质　　（四）中国传统是研究象科学  第一编　易、道认识论    一　中国思想原点——以时为正
   二　中西方不同的认知取向         （一）西方实体求原　　  （二）中国观物取象    三　抽象思维与意
象思维　　  （一）关于抽象思维的认识方式　　  （二）《周易》的意象思维　　  （三）老子的意象
思维    四　老子论有无相生　　  （一）存在论之“无”——“有生于无”　　  （二）方法论之“无
”——“无为而无不为”　　  （三）时间性价值观——“镇之以无名之朴”    五　《周易》执无御有
　　  （一）易、道、神、器——时间化的宇宙结构　　  （二）因时而变——易的复杂性及应对　　  
（三）生命伦理    六　意象逻辑及象规律的特征　　  （一）意象思维的基本逻辑规律　　  （二）象
规律的三种形式    七　象科学与体科学的关系——兼谈现代系统科学的性质　　  （一）象规律与体规
律之比较　　  （二）象科学与体科学对称互补    八　汉语与意象思维　　  （一）“言不尽意”说的
由来　　  （二）汉语的两大特长　　  （三）汉字对汉语的补足和加强　　  （四）汉字的意象性和抽
象性　　  （五）汉语汉字的特殊性和普遍性　　  （六）一显多隐与象科学编码  第二编　易、道与兵
学    九　生以关系——万物之缘　　  （一）道由关系生物　　  （二）易卦刚柔立本    十　中和圜道 
　　 （一）“中”指精守常道，顺时而动 　　 （二）“和”：协同关系，生物创新　 　 （三）易道
中的平衡与不平衡    十一　阴阳自组——生化之纲　　  （一）太极制令，两仪从听　　  （二）阴阳
概念的来源　　  （三）中国式的自组织哲学　  　（四）阴阳与对立统一规律    十二　唯民是保——
兵之价值      （一）继善成性，和为贵　  　（二）兵不得已而用之　　  （三）“能以众正，可以王”
——民心为胜利之本　　  （四）神武不杀　　  （五）君子与诡道    十三　兵法尚象——中国兵学的
走向　　  （一）“制器尚象”，用兵属“器”——再论取象比类　　  （二）战争主要表现为象　　  
（三）智取高于力取　　  （四）人的因素重于物的因素　　  （五）知易行难，重在运用——有可传
，有不可传　　  （六）用兵要则不离象下册    十四　择人任势  　　（一）以道领器，造势无穷　　  
（二）造势法则之一　　  （三）造势法则之二——“战势不过奇正”      （四）用势三要    十五　胜
于无形——“无”的妙用      ⋯⋯    十六　论《管子》兵学  第三编　易、道与中医    十七　《周易》时
空观    十八　《周易》万生求久    十九　《易传》论德    二十　太极八卦和系统演化    二一　疏五行    
二二　说气    二三　论通    二四　《管子》心学    二五　淮南论人身结构及养生    二六　中医理论问题
六议小结　中国的科学精神附录　“自然国学”宣言——为中华科技传统走向未来敬告世界人士书主
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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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科学观（上、下册）》

精彩短评

1、愿终有一天中国哲学会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2、“象科学”这是中国思想的精髓，我们看很多中国古籍里有都说“一也”这个“一”都可以归纳
为“象”，如黄帝内经中说：“阴阳不以数推以象。”懂得了象才能真正明白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才能从中国文化里吸取营养，才能在阅读中国的古籍时豁然开朗，从中获取知识和乐趣。要想了解“
象”这本书值得一读，不过这本书只能带你走进象世界，真正了解象还得去中国的古籍中慢慢体会。
3、以哲释医，高瞻远瞩。
4、对于中国“意象”思维方式的书，这本算是很不错的，如果刘先生能够对西方哲学有更多地了解
和参照，这本《中国象科学》将会更加精彩
5、站在不同视角看到不同的风景。
6、科学的形制很多，东方中国自有一种
7、2007-12-8 20:37:15借书 
2007-12-8 20:36:36借书
8、中国传统哲学支撑着整个中华文明,是中国人思想中最深的基因，时至今日，虽潜于幽隐，却终有
复兴之日，以其无为之性，至柔至善，处众恶之地，故几于道。
9、哲学，人类，思想，世界的最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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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科学观（上、下册）》

精彩书评

1、读了这本书，以前自己所学的知识全部被巅覆了，包括关于对东西方文化的所有认识。原来我们
有那么深的误解和偏见。东方文化被称做神秘的东方文明，是不科学不严谨的。算卦，风水之类的被
称为迷信（不过确实它们被人们错误利用了）。我们的教育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一直我也觉得学
那些中国传统的经典有些朦胧，为什么要学习存在了几千年的东西，而它们也不随科技发展，它们也
没有任何进一步发展的迹象，不象西方科学那样每天都在更新，发展，否定。让人奇怪。让我确切说
点儿书中讲了什么，我一点也讲不出来，不过我能说出我的体会，就是最近看的《太极拳论》中那句
“人不知我，我独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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