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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性科学是可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媲美的20世纪重大科学突破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复杂性对整个
科学体系的影响，也许比后两者更深刻、更广泛。进入21世纪，探索和理解复杂性，依然受到自然、
社会、人文等各学科的共同关注。德国著名哲学家、复杂性科学专家克劳斯o迈因策尔教授的这本名
著已出至第五版，它从哲学的高度，广泛涉猎物理学、生命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
社会学等诸多方面，揭示了不同学科体现出的共同的复杂性特征，以详尽而不失之繁琐的例证，和严
谨而又尽可能通俗的笔法，阐释了对复杂性的探索将如何引起人们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
显示更多
显示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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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能说读过，只能称翻过，因为大量的数理科学、逻辑阻碍了没有多少科学素养的读者的步伐。
复杂性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它是在前人几千年的文明成就中拓展而出的。可能人类所面临的自然以及
背后“该有的规则、条理、真理”都没有变化，唯一变化的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在外表上可以看做是
进化论的后果性特征。日益复杂的人类社会更凸显出了人在地球上生物界的主导地位。
2、论文式的计算动力学阐述，复杂系统的线性与非线性相互作用，翻译不大好
3、     国内能读到复杂性的人呢，比较少了。
4、看看
5、重点看了生物学和社会学两章。此书只是带读者遨游了一遍主题。
6、从物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论述复杂理论的发展，有深度有广度，值得好好多研读几遍。

Page 6



《复杂性思维：物质、精神和人类的肌�

章节试读

1、《复杂性思维：物质、精神和人类的计算动力学》的笔记-第6页

        第三章分析“复杂系统和生命进化”。科学史和哲学史上人们曾经相信“死”物和“生”物之间
是界限分明的。亚里士多德把生命解释为一种自组织力量，它推动者植物和动物朝向其最终形式生长
。一个活系统能够靠自己来运动，而一个死系统只可能从外部来推动。生命用目的论来解释，即用指
向某种自然目标的非因果力（“生命力”）来解释。18世纪，康德揭示了，活得有机体的自组织不可
能用牛顿物理学的机械系统来解释。⋯⋯ 19世纪，热力学第二定律描述了封闭系统朝向最大熵状态和
无序态的不可逆运动。人们又如何来解释在生命的达尔文进化中的有序的行程呢？玻尔兹曼强调，活
的有机体是开放的耗散系统，与其环境发生的交换，这并不是违背封闭系统的第二定律。然而，在从
玻尔兹曼到莫诺的的解释中，生命的出现仅仅是一种偶遇事件，是“在宇宙边缘”的局部宇宙涨落。
    在复杂系统的框架中，生命的形成不是偶遇的，而是耗散自组织一战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宇宙中，
只有生命出现的条件（例如出现在行星地球上）才可能是偶遇的。一般的，生物学中将个体发生与种
系发生加以区别。在任何一种情形下，我们遇上的都是复杂的耗散系统。这种系统的发展，可以用远
离热平衡的相变来解释，即由分子、细胞等非线性（微观）相互作用引起的（宏观）序参量的演化来
解释。生物系统的形式用序参量来描述。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目的的目的论，用相变的吸引子来解释
。但是，这里不需要任何特殊的“生命力”和“目的力”。从哲学上看，生命的出现可以在非线性因
果性和耗散自组织的框架中来解释，尽管出于启发式的缘由，它可能会使用目的论语言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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