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统�等等的进一步探索,尽管这种系统的探索在早

期西医中仍是以直观作为依据的。以免疫系统为

例,在早期的西医解剖学中它是不存在的,但随着科

学的发展, 今天我们对免疫系统已有了共识。中国

的医学祖先们在研究生命时采用了另外一种思路,

即他们凌驾于直观的尸体分离, 在人体的整体粗线

条之上利用内部的运动规律与外界的相互关系, 建

立起了一系列的相关学说,如气血、阴阳、虚实、寒热

等等。中医在揭示生命的本质时提出了许多非线性

思维的概念。例如大多数的中草药本身并没有抑菌

的功能,但它对人体的调节却是通过免疫系统及另

外一些目前还未知的系统而进行的。我们在肯定空

前发展的西医的同时, 不得不承认直观认识只是对

生命的表层认识,而忽略的可能正是本质的东西。

此外,中医诊断学中的一个重要原理是�乃司外
揣内�,讲求通过诊察外部的现象,测知内在的变动

情况,正如 丹溪心语!中所总结的: �欲知其内者, 当

以观乎外,诊于外者, 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

外。�这一认识与近代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有着惊人
相似之处。如今中医诊断学已经形成自己独特的实

验方法,它将中医诊断与现代技术相结合,将人体作

为一个�黑箱�, 借助现代仪器,如计算机、显微镜等

将望、闻、问、切四诊量化,例如依靠脉图,将脉象通

过换能传感器模拟手指的感觉, 将传感器获得的信

息传输入电脑, 描记出压力脉图、流量脉图、速率脉

图等, 然后将其与已被权威经验确定的标准病理脉

图比较, 判断出脉的位、数、形、势, 即沉浮洪缓等近

30种脉象。最后在中医整体观念八纲辨证、气血津

液辨证等的指导下, 观察这个�黑箱�从而诊断疾病。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就像近代物理学的发展还并未

像经典物理学那样完善成共知的理论体系一样, 我

们仍需要在�无形�中探索�有形�的规律, 这一点是

中医发展并得到更广泛认可的必经之路。

3000年前的 易经!中已有阴阳论的记载, 它被

认为是生命科学之最高理论导源,太极图是阴阳相

互作用的象征和生命的标志, 而八卦结构则以全息

形式存在于人体各部。就整体与局部之联系而言,

手、足、耳上就有全身的信息存在,其保健功能已为

世人所接受。当今的克隆技术也向我们展示了这样

一个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的信息论,即哪怕是一个微

小的体细胞,也同样包含着生命的整体信号。中医

诊断学中的�见微知著�原理不正是与在物理全息理

论启发下发展起来的�生物全息�思想相吻合吗?

在崇尚回归自然的今天, 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中医的天然魅力, 用以抗拒人们由于滥用各种合成

药物而带来的恶果。就这一点而言, 针灸真是独具

特色的, 因为用不带药性的针来刺激解剖不见的穴

位,以此治疗一些疑难怪症,其效果是大大地优于西

医的。目前全世界有 130多个国家开设针灸治疗中

心,它以其不可替代的特殊疗效证明了它的重要性,

并正在被全世界所接受。可见中医的认识论和方法

论,即辨证的、全息的、整体的及综合的方法可为医

学的发展、中西医结合乃至现代物理学的发展提供

重要的思路和方法。

一把尺子无限次地对折就不会再是一把�小尺

子�,因为客观世界并不是简单的叠加。

思维的进步才是本质认识上的一种进步,就像

爱因斯坦的那句有名的对他思维方法的总结那样:

�打玻璃珠时, 玻璃珠本身和它周围的环境一样重

要。�这种整体的、辨证的看待问题的方法是早已贯

穿在中医里。当不再简单地�以玻璃珠为对象, 受力

分析如下�时,我们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时空! 现代物

理学的发展已促使一些新生命学科诞生, 如分子生

物学、量子生物学、全息生物学等等, 虽然我们的认

识可能是零星而肤浅的,但随着物理学理论的发展,

通过中西医结合及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完善,必将为

我们展示一个以前所不能完全领会的生命世界。

(重庆西南大学荣昌校区基础部 ∀ 402460)

科苑快讯
宇宙的第一颗恒星

根据恒星化学的数学模型,

宇宙的第一颗恒星比我们以前

想象的要小得多。

通过星系演化仿真模拟,被称为星族 #( Popu�
lat ion #)的第一颗恒星比太阳大100倍。不过这样

的恒星,其出生和死亡的过程都短促而激烈,而且不

产生钡这样的重元素, 这样的重元素能够在星族 ∃

中发现,星族 ∃由星族 #的灰烬演化形成。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天文学与天体物理

学中心( Yale Center for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

的詹森%唐林生( Jason Tumlinson)指出, 平均质量为

太阳质量 10~ 40倍的星族 #恒星,能够产生今天仍

存在的、长寿命的第二代恒星中可观测的化学成分。

(高凌云译自 Natur e, 2006年 4月 13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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