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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稿是对系统科学的学科内容从整体上进行哲学反思的作品，
力求全部哲学结论都建立在系统科学的已有成果之上。
全书由三大部
分组成：导论、分论、总论。
第1－10章就十种重要系统理论（一般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协同学、
超循环论、浑沌学、分形学）分别进行讨论，阐明它们的创立者在创
立这些系统理论时，如何同各种反辩证法思潮作斗争；运用了那些辨
证观点，对丰富和发展辩证法所做的贡献，以及存在的不足。
这是分
论部分。
在此基础上，第11―16章进行综合研究，论述整个系统科
学与辨证法的关系。
其中还涉足模糊理论、相变理论、系统工程等学
科。
这是总论部分。
导论则把系统科学的产生、发展，放在整个现代
科学技术从经典的机械论科学向新型科学的历史性转变的大背景下考
察，阐明系统科学是科学技术向辩证思维复归的产物，又是完成这种
复归的重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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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 录
孤子自序
导 论
科学向辩证思维的复归
0－1 19世纪：复归之潮兴起
0－2 20世纪：走向全面的复归
0－3 20世纪：走向自觉的复归
0－4 21世纪：复归可望完成
0－5 开发现代科学的辩证思想 促进复归完成
分 论
第1章 一般系统论的辩证思想
1－1 跳出机械论和活力论的误区
1－2 揭露还原论的局限性
1－3 倡导开放系统观
1－4 探索动态系统观
1－5警惕对系统论的形而上学应用
第2章 信息论的辩证思想
2－1通信工程的基本矛盾
2－2 确立信息概念与清算机械论
2－3 确立信息概念与矛盾分析
2－4 信息的实质与哲学基本问题
2－5 信息度量的方法论
第3章 控制论的辩证思想
3－1冲击传统思想需要哲学支持
3－2唯物的目的观
3－3辩证的因果观
3－4控制论与科学世界图景的变革
3－5工程控制论的辩证思想和方法
第4章 事理学的辩证思想
4－1运筹学研究需要哲学
4－2事含妙理亦堪寻
4－3事在人为靠运筹
4－4 注重把握事理的矛盾特殊性
4－5 运筹问题的数学处理同样需要辩证法
第5章 突变论的辩证思想
5－1推动生物学与数学相聚汇
5－2对科学方法进行清理
5－3探索建模的一般理论
5－4揭示渐变导致突变的机制
5－5用吸引子概念阐述目的性
第6章 耗散结构论的辩证思想
6－1在矛盾冲突中确定研究方向
6－2深入批判机械论
6－3寻找生物有序之源
6－4把不可逆性引入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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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放弃“现实世界简单性’的信念
6－6阐述新的自然观
第7章 协同学的辩证思想
7－1差异与同一
7－2部分与整体
7－3合作与竞争
7－4支配与服从
7－5偶然与必然
7－6自组织与他组织
第8章 超循环论的辩证思想
8－1寻找从化学进化到生物进化的过渡环节
8－2 用“循环系统的理论”描述分子进化
8－3 超循环：解决因果难题的必要工具
8－4 超循环：克服信息危机的系统机制
8－5超循环：“一旦―永存”机制的创造者
8－6探求统一世界观的新视角
第9章 混沌学的辩证思想
9－1混沌哲学研究述评
9－2混沌的魅力
9－3 混沌揭示了简单性与复杂性的辩证关系
9－4混沌排除了机械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狂想
9－5用矛盾观点把握混沌的实质
9－6用辩证逻辑刻划混沌概念
第10章 分形学的辩证法
10－1 分形学的孕育和产生
10－2 从整形到分形
10－3 分形概念的辩证法
10－4 分形、迭代与系统演化
10－5 分形学对科学思想和方法论的贡献
10－6 分形学对科学世界图景的变革
总 论
第11章 从“非系统理论’看系统理论
11－1 问题的提出
11－2 系统与非系统
11－3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11－4 完整性与不完整性
11－5 进化与退化
11－6 统一性、多样性及其它
第12章 系统科学：科学技术复归辩证法之果
12－1 系统科学不可能与近代自然科学
同步产生
12－2 系统思想的现代哲学表述
12－3 系统概念的确立是理论科学复归
辩证法之果
12－4 定量化系统方法是技术科学复归
辩证法之果
12－5 系统科学家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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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系统科学：关于联系和发展的科学
13－1从关于联系的哲学到关于联系的科学
13－2 系统科学提供了描述相互联系的概念框架
13－3 系统科学提供了描述相互联系的科学方法
13－4 系统演化论是关于时间维中普遍联系的科学
13－5 系统科学家的体认
第14章 系统科学中的对立统一
14－1 系统科学家对对立统一规律的体认
14－2 系统科学的矛盾普遍性原理
14－3 系统科学的内因论
14－4 系统科学的两点论
14－5 系统科学的重点论
14－6 系统科学的中介论
第15章 系统科学中的量变质变
15－1系统科学家对量变质变规律的体认
15－2 系统的量与质、量变与质变
15－3 突变论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描述
15－4 自组织理论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描述
15－5 模糊理论对量变质变规律的描述
15－6 “结构质变律”质疑
第16章 系统科学中的否定之否定
16－1 系统科学家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体认
16－2系统是肯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
16－3 以辩证否定观沟通存在与演化
16－4否定之否定是系统演化的普遍规律
16－5 系统的循环演化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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