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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逻辑》

内容概要

本书从整体论的发展历史出发，阐述了“整体论”这一与人们的世界观、认识论、及方法论密切相关
的哲学范畴，梳理了从人类文明萌芽至今整体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科学背景和文化背景下的含义与
特征以及发展演变的历史，揭示了整体性思想在系统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演进路线。系统科学的核心原
则是整体论思想，整体论思想的核心是突现，突现的实质是新质的产生和显现。从而揭示整体性思想
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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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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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整体论三部曲的简单阐述，比较适合初学者科普，笔者极力想阐述的“生成”有些牵强，个
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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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读后感：科学只是人类解释自然的一种语言。从还原论到整体论，从构成论到生成论，科学有越
来越趋向于人类思维习惯。个人认为，虽然还原论与构成论无法很好的解释“有我”视角下的宇宙，
但它是站在“无我“视角下尝试解释宇宙。之所以系统科学要增加时间维度，是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
一种时间性的动物。脱离了时间，我们就很难理解事物的存在，难以言明这种视角下的事物，也就迫
使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理解。科学就是如何简明的梳理我们所看到、所想到事物的一种艺术。当然我
不是说科学不伟大。我只是想说，作为人类，我们的思维实在太有局限性了，只能用科学这样的人造
物来实现对世界尽可能的认识。科学很伟大，但它不是自然本身。科学是人造物，是最伟大的人造物
，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我们或许能明白我们自身-生命诞生的的“原理”，我们或许能创造出更加“
高级”的生命。从“无我”视角下，这个世界或许没有什么新奇，但在“有我”视角下，这个世界日
新月异，充满希望与可能。经典语录：1、科学不是独白，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普利高津；2、经典科
学是以精确的语言极不精确地描述了这个世界；3、代谢作用是每一机体的基本特征，而由于代谢，
机体的组成要素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所以生物体与其说是存在的，不如说是发生的，在生物体中
每一层次的存在都是以次级层次的生长、衰老和死亡为前提的；4、一切难以预测，因为非线性才是
世界的本来面目；5、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不是止步于发现自然界的主导方程。而是真正实现与自
然界对话。全文脉络：导论 用生成的眼光看世界科学不是独白，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为了揭示宇宙的
奥秘与规律，人类一直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与自然进行沟通和对话：经典科学以还原论的视角揭示的
是宏观物体运动规律和机械秩序；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别揭示的是宇观物体的运动规律与机械秩序；
系统科学则从整体论视角出发，立意探索包括生命等有机体在内的复杂系统的生成、演化机制与自组
织演变规律。而随着科学理论的演进，人们的科学观也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当科学的历史推进
到20世纪中叶系统科学兴起时，自然观和方法论开始由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原子论转向信息论、构成
论转向生成论。转向的原因，是因为随着科学发展和人们认识自然能力的提高，人们意识到，世界的
本质并非能用简单定律和线性原则完全解释，无法用经典科学代表的还原论进行诠释。以还原论思维
表述的物理世界所描述的是一个稳定的、有序的、可对称反演的、可分割的物质世界，这是一个我们
存在于其中的活生生的、动荡的、复杂的、时刻演化着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而系统科学反映的是
整体论思想指导下的非线性世界观，这是其世界观的典型特点。从非线性的观点看，世界并不是“存
在”的，而是发生和演化着的。这是一种生成论的世界观，向我们揭示的世界观是一个不断发生、发
展、演化着的动态过程，揭示的是混沌表面背后深层的精致秩序。生成整体论坚持用一种生生不息的
过程思维来描绘和体察世界。 本书要探讨和研究复杂系统涌现性质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这种整体涌现
性背后的生成机制是什么。对这种生成机制的揭示，将对科学史、科学哲学、特别是未来的新自然哲
学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ps:系统科学本身并不是一门科学，它是一个学科互涉的学科群，也是一个方
法论的集合，系统科学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系统理论阶段、自组织理论阶段与非线性科学阶段
。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系统理论包括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之后的自组织理论包括耗散结构、协
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20世纪80、90年代发展起来的非线性科学包括分形混沌、孤立子、复杂
网络理论等。第一章 整体论与还原论之争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虽然被誉为“最为哲学的哲学问题”
，但同时也是一个比较混乱的问题。对二者之争不能一概而论，须分不同的领域讨论。本书就科学哲
学与科学史两个领域内还原论与整体论之争做论述。科学哲学领域二者之争更多侧重于语言哲学，探
讨理论还原与理论整体、意义还原与意义整体之间的讨论；科学史领域内二者之争更多体现在本体论
和方法论层面。科学哲学领域，两者的冲突是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对抗（不展开摘录）
。而在科学领域则是在物理领域的量子力学、心理学领域中的格式塔心理学、生物学领域中一般系统
论的诞生等。PS：下面介绍还原论的思想起源与文化背景。还原论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其产生与应用
由来已久，比如古希腊的先哲就试图把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归结为一种或几种本原物质。
如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毕德哥拉斯的数、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与虚空、亚里士多德
的四因说。与还原思想的久远历史相比，“还原论”一词是年轻的。第一个提出者是著名哲学
家Quine,他在1951年发表的《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中正式提出“还原论”。还原论既是对自然的一种
哲学判断，亦是探索自然的一种研究纲领。还原论的产生有极为深厚的文化背景。在科学思想史的视
阈下，从古希腊到当代，还原论经历了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还原论、17-19世纪的机械还原论、到当代
的本体还原论三个主要阶段。还原论的自然基础是构成论。构成论的基础思想认为，宇宙及其间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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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变化、发展都是宇宙中基本构成要素分离与结合的结果。构成论的代表人物阿纳克萨哥拉说：
“希腊人在说到产生和消灭时是用词不当的。因为没有什么产生或消灭，只有事物的混合和分离。所
以他们应当确切地称产生为混合，称消灭为分离。”构成论学者认为，万物皆由某种或某几种元素组
成，而这些元素只有聚合与分离，并没有别的意义的生成和毁灭，并且他们是永存的。构成论有两个
发展方向：其一是元素说，其二是原子论。但无论是元素说还是原子论，都只有空间性而无时间性。
强调空间性和不考虑时间性，这也是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之一，系统科学在描
绘世界图景和揭示世界秩序时引入时间维，并强调时间的不可逆性。虽然还原论精神指引着科学三百
多年来的发展，但到了20世纪上半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还原论逐渐显示其力不从心的一面。
就本体论的还原论而言，所面临的困境是该如何解释整体上新性质的涌现问题。物质系统的生成和涌
现是一种单向的演化过程，是包含时间因素的进化过程。而还原论的原则要求我们，认识世界是从当
下存在的图景出发向后进行还原和分解。这无疑为认识论和世界观设置了障碍。在现代科学中，以下
几个学科是还原论局限性表现得最明显，也是整体论思想萌生较早的领域：物理领域的量子力学、心
理学领域中的格式塔心理学、生物学领域中一般系统论的诞生等（这也是科学史领域中还原论与整体
论冲突最为激烈的领域）。ps2:正如斯蒂芬·罗斯曼所说，哥德尔定理之所以被称为“不完备性定理
”，是因为无论用什么形式的还原、简化方法，也无论人们对某一特定理论归属得多么彻底，总是不
可避免地会缺失一些什么；而那一缺失的东西，恰恰是对于最全面的、最普遍的和最具解释力的模型
最为必要的那种东西。也就是说，超越系统部分之上所涌现出的某种事物，永远不可能仅仅从其部分
的认识中获得最根本性的解释。因此，斯蒂芬·罗斯曼认为一种具有彻底说明性的还原法则是不可能
被研究出来的。第二章 整体论思想溯源这章分东方与西方分别溯源整体论思想。古代中国整体思想的
主要来源有：《易经》、《道家》、《禅宗》。西方整体论思想有六种整体观，分别是古希腊的基元
整体观、过程哲学的整体观、突现论的整体观、创造论的整体观、有机论—互依哲学的整体观和生命
哲学的整体观（不展开）。第三章 生成论视阈下的系统科学思想史系统的概念：尽管国内外学者对“
系统”概念的表述有若干形式，但在下定义时都离不开几个特征，这些特征是系统概念的主要内涵。
这些特征有哪些呢？一、整体性，这是系统最根本的特征，虽然经典科学也讲整体，但并分和系统科
学讲的一样，前者是构成性整体观，后者是生成性整体观，后者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二、功
能性和关系性，这个特征强调系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是包含在更大的系统之中，而基于开放系统的
功能与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三、多级层次性和复杂性，系统的每一个组分都是一个小系统，而它本身
又从属于上一级更大的系统，形成了系统的多级层次性，另外系统的诸多特征，例如功能耦合性、网
状关系性、多级层次性等，共同造就了系统的复杂性。系统科学与传统学科的关系：系统科学，是探
索各门科学中的“系统”的科学理论，以及适用于所有系统的普通原理与学说。就学科性质而言，系
统科学区别于传统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前者是通过研究方法或方法论来界定学科的领域和性质的。
而传统科学是以研究对象来划分的，如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历史学等，都以不同的研究对象来表
明各自的研究范围，虽然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而
不在于研究方法。所以系统科学不是一门具体的科学，而是分散在许多学科中。它之所以被称为复杂
性科学，是由于它们所持的方法论立场都已超越了还原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都已超出了分析法的
界限。整体论视阈下的系统科学思想史阶段划分：以整体论形态演变为线索，系统科学思想史大致可
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系统理论阶段。20世纪40-60年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是系统科学
的理论奠基。这一阶段的系统科学，主要研究了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揭示了既存系统是如何通过信息
反馈来控制系统，维持系统整体的稳定的；从既存系统整体及其控制的角度冲破了生命与机器之间的
屏障。“整体性”研究方向与方法论的出现，标志着系统科学第一阶段的主要精神。其整体论形态是
一种构成性整体论。2、自组织理论阶段。20世纪60-80年代，以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和突
变论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先后兴起。自组织理论则是通过对系统结构如何“组织”起来研究，揭示了
性质迥异的各种系统在诞生过程中所遵循的共同规律，第一次将生命性、演化、历史和选择等概念引
入科学，从而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在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物理学与生物学之间、科学和人文之间架设了
沟通的桥梁，自组织理论是对传统理性的超越，它代表了科学试图从原子和机械向生命和人性的回归
。此阶段的整体论是一种进化式的整体论。3、非线性科学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分形、混沌、孤立
子理论及复杂网络理论迅速发展起来。系统科学第三阶段的发展开始探讨整体生成的逻辑起点与生成
尺度问题。分形被认为是系统整体生长的形态学，并揭示了复杂性系统信息的储存方法；混沌是系统
生长的动力学，揭示了大自然的信息在生成和生长过程中创生的秘密；而孤立波则是一种关于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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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孤立波的传播学，揭示了一种独特的信息传播现象与方法。非线性科学阶段，科学研究的对象
从原子转向信息，这种研究开启了对大自然生成奥秘的全面而深刻的探讨，从而也达到了整体论的高
级阶段—生成整体论。（介绍的三个阶段各个理论就不一一展开）第四章 生成的超越：系统整体论形
态嬗变整体论是系统科学的哲学基础，是系统科学范式区别于经典科学范式的逻辑起点，也是系统理
论之为革命的根本所在。但整体论的形态并非一成不变。如果说系统科学不足百年的历史可以依次概
括为系统理论、自组织理论和非线性科学三个阶段的话，笔者认为，贯穿这三个阶段的整体论形态可
对应概括为构成整体论、进化整体论和生成整体论。本章揭示了科学思想史视阈下系统整体论形态“
三部曲”之嬗变轨迹，进而探究了内在于系统科学思想史的生成性演进机制与逻辑。第五章 生成的逻
辑：系统整体思想演进机制与路由虽然整体性只是系统的特征之一，但人们真正关心的不是系统而是
整体，系统只是整体的一种描述方式。下面摘录关于整体性的一些方面：一、整体性的行为表征：即
新质的涌现，质的新颖性是系统整体性的直观体现。我们之所以能看到或感知到一个系统，首先是因
为它从外在展示了一种整体性的表现。而一个活的系统，维持其生命力一个主要的外在表现就是不断
的新质涌现。二、整体性产生的原因：包括—开放环境可能导致熵减；非平衡是产生新的有序之源头
；涨落导致有序；非线性导致自组织。三、自组织系统的整体性思想的特征：1、关系性（经典科学
是实体性科学，主要探讨系统内各组成部分是由哪些要素构成的，主体是实体。而系统科学研究的主
体是信息，认为实体只是信息的附着物。而从某种角度讲，信息往往体现为关系）；2、过程性（世
界不是单个物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世界不是由物质实体构成，而是一个性质和关系
组成的有机组织；有机体具有内在的联系和结构，具有生命性和时间性，处于不断地演化和创造中，
这种演化和创造就表现为过程。）；3、历史性；4、生成性（包括两种形式，简单生成复杂和整体生
成整体。简单生成复杂：与其说宇宙从一开始就是复杂的，或者说遗传基因确定了生命的全部复杂性
，不如说宇宙和生命中包含了某种简单的公式，只是这公式作为反馈回路的无穷次迭代，才造就了今
日世界如此绚丽多姿的万千气象；整体生成整体：生成元是分形整体的缩影，它不但具有与整体相似
的形态和功能，而且可以演化出整体。即整体生成整体）；5、信息性（系统科学没有实体中心，只
有信息中心，它是以规则为核心进行复制。因此信息遍布系统的全体，也即信息遍载）；6、自选择
与自转化（自组织是一种自转化。由于自反性，系统不可能半途截取自反时刻，因此不能对系统做任
何静态的描述。自反性也不允许在元层次上对系统的完整描述。由自组织系统的自反本性所产生的时
间的复杂性，是不可能被呈现出来的。）总之，如果说非线性思维和有限的可预测性构成了复杂系统
探究方式的基本出发点的话，那么关系思维、过程思维和生成思维则构成了对于复杂系统整体性进行
具体考察的几种基本手段和方式。由于我们所依赖以存在的世界，无论其现状，还是其本原，都处在
一种生生不息的过程中，系统中无数的相互作用使之成为一复杂的层次系统，因此，很难对其进行定
中心化研究，而对系统本身进行完全准确的描述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不可能被孤立地分析，而必须用一种整体性思维进行思考和研究，所
以在现实的复杂系统中，机械的还原论思维是无法担当重任的。第六章 生成论视阈下的科学观与人文
价值观（略）结语 建构内涵价值的生成科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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