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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两个集合互相融合，共同作用，产生出不低于预期结果的过程称互融共生，有差异、浑然、重组、植入、

交互五种基本模式，可简记为“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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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cess of merging and working together between two sets to produce not less than the 
expected results, is called mutual fusion and symbiosis. There are five basic patterns: Discre-
pancy, completely, reorganization, implantation and interaction, which can be abbreviated as 
“M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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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互融共生这一词汇，随着融媒体的推广，在中华大地迅速扩展开来，向教育乃至学科渗透、进军，

初现端倪：在《考试说明》演变为《高考评价体系》的大背景下，“学科核心素养的教学”向“整个核

心素养的教育”的转化[1]，已经缓缓拉开大幕，“以评促教”正式成为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主要方式[2]，
互融共生就是实现这一转化的一条根本路径，教育界的互融共生，生的是魂，融的是知识和方法，共生

指向共同的培养目标，正在成为教育界的共识。对此，比较积极的态度是研究它、迎接它、应用它，而

不是置之不理或拒之门外，因此，对互融共生从根上探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2. 研究的目的、思路及操作方法 

2.1. 研究的目的 

给出互融共生的一般意义，是研究的根本目的。此研判，就需要将眼光不只局限于教育，而是视野

更开阔些，在哲学或数学层面给出其质的界定与量的范式，具体需要三方面清晰：一是特征，二是概念

梳理与研判，三是基本模式汇总。 

2.2. 研究的思路 

虽然我们已经在用“互融共生”这一词汇，但其真正的含义，还没有一个一般性的清晰界定，这也

决定了，我们在研究时，总体的思路是文献梳理、知识汇总。 

2.3. 研究的操作——文献梳理 

迄今真正与互融共生有关的文献并不多，我们搜集了共 101 篇文献，就这些文献进行梳理。 

2.3.1. 口号先删 
有些文献，虽然多处提到了互融共生的名词，也有设想，没有称述具体的措施、成果和内容，本质

上就是一种口号；所以在操作时，先将这些文献排除在外，这样仅仅余下 50 篇中外文献。 

2.3.2. 应用取参 
有些文献的理论，是将其所列参考文献的理论，应用到作者所面临的情景中，自身并没有理论创新；

所以在操作时，我们选择其所列的参考资料内容作为研究对象。这样，又只剩下了 29 篇参考文献。 

2.3.3. 同类选前 
有些文献应用，属于同一类型互融共生的应用，但在时间上有先后；我们选择发表在前的成果，作

为研究对象。这样又只剩下 21 篇参考文献。 

2.3.4. 研判式显 
对这 21 篇参考文献，如果是侧重于理论研究，我们进行了摘要，就其摘要提出了自己的判断；如果

是应用类的，则尽量用一个数学模型式子来表达。 

2.3.5. 不明溯源 
对于根本就没有理论涉足，或者虽然有相关的理论称述，但与时代的发展有些不匹配的情况，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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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本源头意义开始梳理，并进行了必要的含义突破与扩容。 

3. 互融共生的内含梳理与研判 

3.1. 国内外研究历史与现状 

在国际学界，威尔士大学卡迪夫分校的 Mike Wallace 于 1998 年 4 月 13 日至 17 日在美国教育研究协

会年会上，发表了名为 Mutual Parasitism and Symbiosis: Interaction between Media Professionals and Sources 
with a Stake in Education Policy (相互寄生与共生：与教育政策有利害关系的媒体专业人士和消息来源之间

的互动)的论文[3]，这篇论著从媒体角度、“寄生”方向来研究共生的，其引领作用也很明显：一方面，

全球对此问题研究都是从某一方面，而不是整个理论界；另一方面，“寄生”的角度，成为西方在此问

题上的研究偏向；至于中国式的互融共生，Mutual Fusion and Symbiosis 这一英文词汇，出现的时间则更

晚。 
在国内学界，“互融共生”这一词汇，最初是作为建筑方面的词汇出现的：“北京的城市风格是——传

统与现代互融共生”[4]，之后旅游界、文化界相继沿用该词，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相适应，也

与当时倡导的“和谐”相映衬；教育界最先用之者，首推“应以开放性、包容性为指导观念，实现学历

教育与职业培训的互融共生”[5]，之后一些跨学校、跨学科的成果也沿用该词来概括。但也一直是从各

自工作角度，就某一方面谈互融共生的应用。 

3.2. 互融共生的含义初探 

到目前为止，最接近理论界定的是将互融共生解释为“各种矛盾元素出现多元对立的现象，通过矛

盾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使建筑文化系统始终保持动态平衡状态”[6]，可以看出，这仍然属于行

业经验性质的；而现今人们用该词，早已突破了这种“动态平衡状态”。用另一句话说，互融共生一般

哲学意义上的内涵，对学界还是个新生事物，而新生事物界定，一般从源头开始梳理。 

3.2.1. 互融与共生 
从字面本意上而言，互融共生，是“互融”与“共生”的构成体。 
互融，即互相融合，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融合指的是“几种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体”；从

现今各行业应用来看，不限于事物，还包括了事物的某些方面。第一个把“共生”提出来的是德国著名

真菌学奠基人 Anton de Bary (1831~1888)，他在 1879 年首次指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

这里的密切，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意思，指的是相依生存，对彼此都有利；而如今我们谈到的共生，

不只突破了生物学科上的范畴，还突破了其“相依生存”的本意，更多地是一种包涵生存，追求更有效

果的一个过程。 

3.2.2. 互融共生的特征 
互融与共生结合在一起，而成互融共生。 
互，不能是单个事物或单个方面，而是至少两者相互作用，因此具有相互性；融，指的是两事物或

同一事物的两方面，不是简单加法，而是你融于我，我也融于你，因此具有融合性；共，说明属于密不

可分的一个整体组合，这一整体应该是有着明确的指向目标组成的，因此具有共向性；生，指的是对可

能的一种结果，包含最初的预期和超出的成果，达不到预期的，共生自然解体，互融也就不复存在，因

此又具有预期性。 

3.2.3. 互融共生的含义 
从一般哲学意义上而言，两个事物或事物的两个方面，相互融合，共同作用，产生不低于预期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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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方面的过程，称互融共生。 
基于哲学与数学密不可分，还可以将互融共生进一步给出数学意义上的界定：因无论是两事物，还

是同一事物的两方面，终归可以用两集合来表达，因此，互融共生可以界定为：两个集合互相融合，共

同作用，产生出不低于预期集合势的过程。 
将两个集合分别用 A 和 B 来表示，预期集合用 Y 来表示，多出预期的结果用模糊集合θ

∽
表示，互融

共生可以用式子表达为： A B Y θ⊕ → +
∽
。 

4. 互融共生的基本模式 

4.1. 文献的摘要判断 

对互融共生的基本模式或方式研究，到目前为止，仅有文化界进行了理论汇总，认为互融共生的方式

有“采借、糅合、创新、固守”[7]；其他的多属于应用类型的，以互融的过程为依据，将其汇总见表 1： 
 
Table 1. Summary of application literature of mutual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表 1. 互融共生应用文献汇总表 

序号 角度 称述及式子表达 

1 数学史 在实数范围内 x2 = −1 无解，假定它有解 i，并类比规定一系列运算，产生复数及其运算理论，由此

衍生出复变函数理论。其互融共生模式为：方程无实数根⊕虚设根→复数及其运算 + 复变函数论 

2 民俗 七月会⊕新农村建设→自有的功能 + 时代赋予的存在意义[8]  

3 校企合作 “合肥格云流体”⊕江苏大学→开启技术创新 + 科技成果转化[9]  

4 建筑学 对立要素的互融与共生是地域性建筑创作观念的另一哲学特征[10]  

5 数学史 Descartes 将代数运算的严格与几何直观有机融合，而形成坐标几何，人们将其中一一对应部分的

应用加以推广为数形结合，形成互融共生模式：代数运算⊕几何直观→坐标几何 + 数形结合 

6 文化旅游 文化界的糅合 

7 小学语文课程 “理论课程”、“实践课程”⊕“选修课程”和“活动课程”→小学语文教学法的课程结构体系 
+ 各个子课程内部结构进行合理的优化[11]  

8 传媒 纸媒⊕网媒→融媒体 + 新传播[12] 

9 数学与计算机 
计算机科学、信息论、控制论的基础是数理逻辑的 0~1 代数(或 Boole 代数)，而 0~1 代数又是逻辑

与数学互融共生的结果，前后联系起来看，其互融共生模式为：逻辑⊕数学→数理逻辑 + 信息论、

控制论、计算机科学，等 

10 数学思想 数学中的离散思想⊕数学中的连续思想→连续性随机变量概率理论 + 模糊数学 

11 文化界 文化界的创新 

12 数学哲学 Pythagoras 将哲学与数学融合在一起，诞生哲学数学分支，有之衍生出数学中的哲学和哲学中的数

学，其互融共生模式为：哲学⊕数学→哲学数学分支 + 数学与哲学密不可分 

13 文化界 文化界的采借 

14 思想政治课 教师的课前备课、课中讲授、课后评价等环节⊕学生→提升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接受、内化和理解

程度 + 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建构[13]  

15 装饰改造 问题⊕成因→空间改造设计 + 空间优化[14]  

16 传媒与城市发展 媒体⊕城市发展→高品质媒体 + 城市内涵[15]  

17 个人与团体 自己⊕团队→成果 + 个人成长[16]  

18 数学力学 
Newton 和 Leibnitz 在解决力学问题时，借助数学中的巧算，而诞生微积分，后经 Weierstras 的完

善而成微积分理论，成为一段时间内，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倒逼数学成就的经典，其

互融共生模式为：力学⊕经典数学→微积分计算 + 微积分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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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9 数学与自然科学 现代自然科学结论，往往是由数学推演出的，如 Schrodinger 方程，其互融共生模式是：现代数学

⊕自然科学→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 + 自然科学新结论 

20 文化界 文化界中的固守 

21 教育中家校配合 家⊕校→良好教育 + 学生个体健康成长[17]  

22 企业发展 示范企业⊕示范项目→工业强基工程重点产品、工艺“一条龙”应用 + 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

用[18]  

23 文化旅游 文化⊕旅游→经济效益 + 价值观传承[19]  

24 学术期刊与学科发展 期刊⊕学科→世界一流科技期刊 + 双一流学科[20] 

4.2. 互融共生的基本模式抽象 

由上面成就列举，我们可以抽象出五种互融共生的基本模式。 

4.2.1. 差异型 
表 1 中序号 1 到 4 对应的互融——A 与 B 就自身优势和缺陷，为发挥各自优势，补充自身短板，从

而互融共生出一个整体集合，如图 1 所示；“差异型”的名称，根据罗增儒《数学解题学引论》中的差

异分析借鉴而来。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difference type 
图 1. 差异型示意图 

4.2.2. 浑然型 
表 1 中序号 4 到 8 对应的互融——A 与 B 互融成浑然一体，互融后，不只是原有领域发挥了空前作

用，如同原来只是一个平面结果，而今膨胀为一个空间结构集合，如图 2 所示；正因如此，摒弃了原有

的“并组型”的名词，改用浑然型。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complete type 
图 2. 浑然型示意图 

4.2.3. 重组型 
表 1 中序号 9 到 11 对应的互融——A 完全融于 B 中，但将 B 放大并分解，形成 B 外 A 内的互惠格

局，如图 3 所示；为准确体现这种型式特点，从裂变、衍射、重组中选择了第三个作为其名称。 

4.2.4. 植入型 
表 1 中序号 12 到 17 对应的互融——A 并入 B 中，合体而孕育出新集合，重在新领域的萌芽与发展，

如图 4 所示；借鉴于生物学、医学名词，而命名为“植入”。 

θY YBA

θ

Y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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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chematic diagram of reorganization 
图 3. 重组型示意图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implantation 
图 4. 植入型示意图 

4.2.5. 交互型 
表 1 中序号 18 到 24 对应的互融——A 与 B 各有一部分相交融合，但相交融合部分扩展为一个新的

空间结构集合，主要是相近领域的小革新应用，如图 5 所示；“交互”的名词，是从大学交互设计专业

名称中借鉴而来。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interactive type 
图 5. 交互型示意图 

5. 互融共生理论的应用前景 

随着“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总体特征是：相互融合交叉、多元共生”(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Are as Follows: Mutual Integration and Crossing and Plura-
listic Symbiosis) [21]在国际上的认同，以及美国探索频道翻译的纪录片 China：Time of Xi 火爆全球，尤

其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

新表述”的大势，互融共生也必将迎来新一轮的应用和理论探讨高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是由中国

引领的，这一理论，能起到一丝奠基或引领作用：如果将“互融共生”简记为“融生”，相应的英文 Mutual 
Fusion and Symbiosis 简记为 MF.S，这样可以更好的应用与传播；同时，通过这种对“融生 = 跨学科或

跨行业”认知的改进，在教育界的应用，不只是将学科间融合过渡到学科内融合，更主要的是，可以用

数学模型或范式表达；当然，真正的一个融生成果，对应的有可能同时兼有若干种基本模式，如果能再

借助图来表达，将使“融生”应用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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