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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关于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研究，是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室承担的多项国家、省部级的研究课题之一
。
该研究室曾为此主持召开了全国中西科学思想比较学术研讨会，成效显著，影响较大。
《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研究》一书，是由周济教授主编，提出创作意图，拟定研究大纲，组织并指导他
的部分研究生搜集资料，分工写作初稿，并经过多次琢磨、修改，直到付梓之前又作了调整、删节、
校正和统改，最后才形成此书。
这是他们师生心灵相通，精诚合作的成品。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界，关于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有不少大师名著，但从中西科学思想的角度
，索隐钩沉，分析比较，论证“识同——辨异——探源——汇流”，揭示中西科学思想同源异流、殊
途同归的发展历程，则是这部专著的创新贡献。
全书共十二章，每章都可独立成文。
但汇集在一起，则又是具有严谨逻辑体系的专著。
从宇宙思想开篇，中经生命思想、信息思想、系统思想、协同思想、进化思想、对称思想等，直到分
类思想、实验思想和思维方式，体现了此书思路的统一和体例的统一。
而绪论和结语则集中展示了全书的主旨和主线。
谨此数言，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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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学思想是人类科学认识活动中的概念、范畴、方法、理论、学说的有机统一体，是蕴涵于科学家、
思想家等的科技成果与科研论著中的思想精髓，在人类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思想源远流长，各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特色。
在如今大科学时代，本书运用科学的比较方法，特别是从作为科学思想的“细胞”如宇宙、生命、系
统、信息、协同、进化、循环、对称、分类等思想概念进行微观比较，识其同，辨其异，探其源，汇
其流，将中两的科学思想加以梳理、贯通、交汇、融合，以期促进世界科学思想多样统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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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第一章  中西宇宙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西宇宙概念比较    一、中国宇宙概念演变的特点    二、中
西宇宙概念内涵的异同  第二节  中西宇宙结构思想比较    一、“天圆地方”的中国宇宙结构观    二、
“天圆地圆”的西方宇宙结构观    三、中西宇宙结构思想的异同  第三节  中西宇宙演化思想比较    一
、《淮南子》模式和西方涡旋模式    二、象数模式和毕达哥拉斯模式    三、中西宇宙演化思想的异同   
四、结语第二章  中西生命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生命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生命本质的思想    二、生
物间关系的思想    三、生命来源的思想  第二节  西方生命思想演变轨迹    一、生命本质的思想    二、生
物间关系的思想    三、生命来源的思想  第三节  中西生命思想的总比较    一、中西生命思想异同及原
因    二、中西生命思想汇流趋势第三章  中西信息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信息思想探源    一、《易经》
中的信息思想    二、元气论的信息思想    三、中医学中的信息思想    四、古代科技中的信息思想  第二
节  西方信息思想探索    一、古希腊融合式信息思想    二、近代信息思想的综合与分化    三、现代科学
的信息思想  第三节  中西信息思想择优    一、自然信息选择到社会信息选择    二、社会信息选择到文
化信息选择    三、文化信息选择到现代信息革命    四、中国信息研究走向国际现代化第四章  中西系统
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系统思想的萌发    一、宇宙观中的系统思想    二、人体观中的系统思想    三、实
践活动中的系统思路  第二节  西方系统思想的演变    一、自然观中的系统思想    二、生命观中的系统
思想    三、知识系统性的思想  第三节  中西系统思想的特点    一、中西系统思想的互补性    二、产生互
补性的主要原因    三、中西系统思想合流的必然第五章  中西协同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协同思想源远
流长    一、“气”——协同思想的本原    二、“和”——协同思想的精髓    三、阴阳五行——协同思
想的骨架    四、中医——协同思想应用的典范  第二节  西方协同思想的螺旋推进    一、古希腊素朴的
协同意识    二、近代科学实验时期的协同思想    三、科学与哲学综合时期的协同思想  第三节  中西协
同思想之差异析因    一、中西协同思想具有不同的发展轨迹    二、中西协同思想有着不同的运思方式   
三、中西协同思想在内容上的不同特点第六章  中西进化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进化思想的萌芽和发展
   一、中国进化思想的萌芽    二、传统自然哲学中的进化思想    三、各学科领域中的进化思想    四、近
代对西方进化思想的吸收改造  第二节  西方进化思想的孕育和发展    一、西方进化思想的孕育    二、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进化思想    三、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进化思想    四、近代西方进化思想的发展  
第三节  中西进化思想的特点比较    一、先秦与古希腊进化思想比较    二、秦汉与欧洲中世纪进化思想
比较    三、中西近代进化思想的比较    四、中西进化思想交流融合的趋势第七章  中西对称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对称思想的优秀传统    一、传统哲学中的对称思想    二、传统医学中的对称思想    三、传
统艺术中的对称思想  第二节  西方对称思想的进展    一、古希腊时期的对称思想    二、近代自然科学
中的对称思想    三、近代对称性的哲学概括    四、20世纪以来的对称思想  第三节  中西对称思想的特点
及趋势    一、中西对称思想的共同属性    二、中西对称思想的各自特点    三、中西对称思想的发展趋
势第八章  中西循环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循环思想的逻辑演变    一、两极循环思想    二、阴阳五行循
环思想    三、汉以后循环思想的延续  第二节  西方循环思想的发展轨道    一、古希腊的循环思想    二、
实证化的循环思想    三、螺旋式的循环思想    四、现代科学中的循环理论  第三节  中西循环思想异同
比较    一、三种不同的循环运动形态    二、中西循环思想的相同与相异    三、中西循环思想异同的原
因及作用第九章  中西有机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传统有机思想的产生发展    一、神话中的有机思想    
二、《周易》中的有机思想    三、《吕氏春秋》中的有机思想    四、《内经》中的有机思想    五、《
淮南子》中的有机思想    六、汉代及以后的有机思想    七、宋代诸家的有机思想  第二节  西方有机思
想的产生及发展    一、古希腊时期的有机思想    二、近现代科学发展时期的有机思想  第三节  中西有
机思想的特点比较    一、中西有机思想的基本特点    二、中西有机思想的异同及原因    三、中西有机
思想的合流趋势第十章  中西分类思想比较  第一节  中国分类思想的演进    一、先秦哲学中的分类思想 
  二、生物分类思想    三、天体分类思想    四、土壤分类思想    五、其他领域的分类思想  第二节  西方
分类思想的发展    一、古希腊的分类思想    二、科学分类思想    三、化学元素分类思想    四、生物分类
思想  第三节  中西分类思想的异同及原因    一、中西分类思想各具特色    二、中西分类思想异同比较    
三、中西分类思想异同的原因第十一章  中西实验思想比较  第一节  实验发展的主要线索  第二节  中国
古代实验思想的肇始    一、中国实验思想与认识论    二、中国实验思想与方法论  第三节  西方实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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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发轫    一、西方实验思想与认识论    二、西方实验思想与方法论  第四节  中西实验思想的分析比
较    一、中西实验思想的差异性    二、中西实验思想的差异原因    三、中西实验思想的合流趋势第十
二章  中西思维方式比较  第一节  中西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    一、中西思维方式的基点不一样    二、中
西思维方式的思维途径不同  第二节  中西思维方式差异的主因    一、中西不同的科学认识目的    二、
中西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  第三节  中西思维方式的发展趋势    一、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使人们开
始注视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    二、现代系统思维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交叉和融合    三、现代科学模
糊思维也体现了中西思维方式的合流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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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而在中国近代，对进化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证明和概括依然很差，各个学科的认识成果基本上
未被纳入进化思想的理论体系，理论证明在进化思想研究上也没有西方近代那种确定的形式。
中国近代丰富多彩、极有价值的实用科学所取得的有利于证明进化思想的成果也未被系统概括，这就
是近代中国进化思想在理论概括和论证方面有别于西方的最重要的表现。
5.近代中西进化思想的研究重点和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亦有明显和差异。
西方进化思想研究的重点是进化过程问题，其中心是探讨自然存在物之间的差异性的原因；而中国进
化思想研究的重点是起源问题，其中心是探讨自然万物运动变化的统一性的原因，而对进化过程及自
然万物之间的差异性的探讨，在中国近代进化思想研究中并不占重要地位。
这是中西进化思想及发展在近代相区别的最大的特点之一。
6.中西进化思想的理论预测功能和可检验性程度，在近代也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西方进化思想发展到近代，理论的表述和概括日益成熟，理论的预测功能大大增强，从而使进化思想
研究逐渐摆脱了盲目性，在进化思想研究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确立了继续研究的努力方向、重点与难
点，如生物进化论寻找物种中间过渡类型的研究重点的确立。
由于西方进化思想克服了用神秘力量和原因来解释进化过程的弊端，其可检验性在近代得到了很好的
发展，用自然观察与实验来检验进化思想的具体结论，成为近代西方进化思想研究的特点。
这也是中西进化思想及其发展在近代相区别的最重要特点之一。
7.从事进化思想研究的科学家队伍发展情况与学术争鸣情况，在中西近代也有明显的区别。
自17世纪以后，西方研究进化思想的科学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出现了研究进化思想某一或某些领域
而不是全部领域的专门学者。
而中国近代研究进化思想的科学家队伍的发展没有稳定增长，专门的研究者更是凤毛麟角。
到18世纪，西方进化思想研究的交流与争鸣逐渐增加，并逐渐兴起了学派与学派之间的论战，争论的
问题越来越广泛，论战的范围越来越扩大。
而中国近代进化思想的争鸣与论战，是从属于其他思想领域的，纯粹就进化思想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争
鸣的情况在中国近代十分罕见，而且争鸣的问题抽象性太强，无法用自然观察与实验来检验。
中西进化思想及其发展在近代所形成的相互对照的特点，既是中西进化思想在近代相互区别的重要标
志，也是中西进化思想发展在近代形成越来越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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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涉及面较广，碰到的中外古今人和事较杂，不少新老问题交错在一起，由于编作者水平不高，能
力有限，对一些存在的问题未能给予澄清，而且还很可能留下许多错漏之处。
为此，衷心希望专家学者给予帮助和指正！
本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特别是本书深得两位老教授的厚爱，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著名物理化学家、厦门大学96岁高龄的蔡
启瑞教授为之题词，著名高等教育学家、厦门大学88岁高龄的潘懋元教授为之作序，在此我们表示最
深切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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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识同辨异·探源汇流:中西科学思想比较研究》是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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