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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索了复杂性的本性，思考了它对我们世界的影响意义，以及我们如何在复杂性内管理我们的事
物。
作者指出，科学的进步也要求技术的不断增强。
伴随着问题的产生速度大于解决速度，科学和技术的渐增复杂性使我们面临着较多的管理难题和决策
难题。
    本书开创了这类复杂性研究的先河，作者力劝我们调整生命之实践事物的行为，以满足一个复杂世
界的要求。
对哲学、科学哲学、科学政治学研究感兴趣的人，本书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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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尼古拉斯·雷舍尔(Nicholas Rescher，1928～)。
美国哲学家，匹兹堡大学哲学系教授、科学哲学中心主席。
1951年，他22岁时在普林斯顿获得博士学位，创造了该校哲学系的一项记录。
雷舍尔对哲学的许多领域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著作颇丰，有上百部作品问世，其中很多被翻译成英语
以外的他国文字。
他的最新作品包括：《客观性》、《预测未来》以及本书《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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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杂性的条条道路　　（1）系统的复杂性是关乎系统组成要素的数量和多样性的问题，是关
乎组织构造和运作构造的相互关系精巧性的问题。
（2）本体论的复杂性（ontological complexity）因此具有三个主要方面：组分的复杂性、结构的复杂性
和功能的复杂性。
（3）随着一个系统复杂性的增加，对它充分理解的认知要求也在增加，当然，认识不当和管理不善
可能把简单的主题处理得更复杂。
同样，即便我们把这个系统的复杂性的实用索引做得最好，这也仅是一种努力而已，我们仍然要花费
精力对复杂性的认知理解进行描述和说明。
这就意味着复杂性在原则上可以出现在任何一个领域。
　　1.1 复杂性包含什么　　世界的复杂性是影响着我们的某种意义深刻而又深远的事实。
复杂性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关乎系统组成要素的数量和种类多样性的问题，以及是关乎相互关联的组织
构造和运作构造的精巧性的问题。
任何系统或过程——任何完全由相互作用的部分构成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复杂的。
因此，事物的所有样式或多或少是复杂的：自然客体（植物或河流系统）、物理的人工制品（手表或
帆船）、精神生产过程（语言或传授）、知识的形态，等等。
复杂性或大或小已经遍及真实存在的所有领域。
复杂性也同样属于虚幻想象领域。
正如在一部小说或戏剧中，一个“简单的”人是天真和质朴的，而一个具有“复杂的”性格的人，其
行为很不容易说明，其动机描写也是经常变化，反复无常的。
　　有些作者用混沌（chaos）定义复杂性。
但他们错了，因为也存在其他通往复杂性的通路。
整体性系统（holistic systems）就是一例。
在混沌系统（chaotic systems）中，我们不能在其相关组分细节的基础上预见整体的性质，因为（1）
我们不能确定（观察）非常细粒化的细节，（2）这些细粒化的细节对于从其中涌现出来的大尺度结
果又是至关重要的。
反之，在整体性系统中，我们也不能依据系统相关组分的细节来确定系统的性质，因为组分并不能够
确定那些整体的性质——它们的特征是从各个部分独立自治的行为中涌现出来的。
于是，譬如，个人心理学不能够指示我们去预见由个人构成的社会聚合体的各种特性——例如，自杀
率或货币流通率。
当这些整体法则影响到我们时，我们必须详尽地研究有关整体；这里不能期望从有关个体举止的信息
中派生出大范围的我们感兴趣的观点。
就双方系统而言，在有更多详细资料的范围内解题就变成一种既分离又要附加上较低层次的解题的计
划。
这样，系统双方就又向更大操作复杂性迈了一步。
例如，故事的复杂性是一个整体。
它存在于其事件、情节的错综复杂以及角色的相互关系中：如是混沌，就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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