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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性科学是当代科学的前沿，正在开创人与自然、科学与人文的新对话。
复杂性思想已渗透到科学、经济、管理、社会等各个领域中，思考复杂性是当下时代的重要使命。
本书游刃于复杂性的科学前沿与哲学反思之间，以独特的哲学视野对当代复杂性研究进行了全面、清
晰的梳理和深入考量，把复杂性研究纳入“从存在到演化”、“从对立到互动”、“从构成到生成”
、“从理解到应对”等几个很有代表性的哲学主题下，力图澄清复杂性思想，建构复杂性范式。
本书写作严谨，资料丰富，论述深刻，不仅对推进复杂性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建构不同领
域的复杂性思维也有重要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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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复杂性转向　　三、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的建制、一种累积的知识
传统，总是受着一定社会和文化环境的调整和制约。
那么，复杂性科学被视为传统科学的一种新转向，这一转向在文化视野下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当代文化的显著标志是后现代转向，这一转向与复杂性转向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者是否有着某种时代的彼此呼应？
　　理性的断裂　　20世纪60年代，一批激进的法国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宣称要与现代性决裂，当
代文化的后现代转向由此滥觞。
尽管保守的现代主义者仍在否认文化转型向度的非连续性，认为当今时代仍属于“现代”的时代，它
还有待于在其发展中进一步完成现代性。
但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则反复申明这是一种本性的断裂，宣称现代性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
当下的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一种后现代性之中”。
温和的后现代主义者在两种极端中发现了断裂处的连续，认为当代文化的这种转型是转向而不是断裂
。
虽然这一转向确实很剧烈，但当代社会的发展还离不开“现代性”的某些动力。
显然，无论是“转向”还是“断裂”，都表明变化正在发生。
旧的正在消解，新的却还未形成，一切都处于对立与变化中。
　　后现代的决裂在某种程度上源于“理性的断裂”。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增长的极限”及全球性危机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理性主
义信念造成的恶果。
市场经济的扩大化、文化的商品化与景观化、分工的专业化等都在理性的驱动下过度发展，这使个人
消失在这种过度发展的功能之中，人成为理性齿轮上的一个构件。
继尼采呼号“上帝死了”之后，福柯又宣布“人已死了”，信仰与主体均在膨胀的理性中消亡。
哲学、艺术、文学特别是科学领域都笼罩着一种失去绝对根基后的危机感、断裂感，充斥着人们对理
性主义的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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