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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系统论是系统科学的哲学。本书立足于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
散结构理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理论和分形理论等系统科学
理论，探索了系统科学古今中外的四方面来源，考察了从宇宙、生命、精神、生
态到社会五大系统的基本特征，概括出八条系统论原理和五条系统论规律，
提出了一个系统论体系。
本书气势宏大，立意深刻，论述严谨，富有时代感，适合于系统科学、哲学
以及有关交叉学科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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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曾国屏，1953年生，贵州印江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研究所副教授，常务副所长。 发表著作和
译著（合作）：《超循环论》（1990），《开创复杂性研究的新学科》（1991），《自组织的宇宙观
》（1992），《自组织的哲学》（1993）等；发表论（ 译）文多篇。
作者简介
魏宏森，1932年生，江苏江宁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所长，兼任中国 自然辩证法
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发表专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1983），《
系统科学与社会系统》（1990）等6部；主编《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1984），《系统
理论及其哲学思考》（1988）等，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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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导论
第一篇 系统思想溯源
1中国传统系统思想
1.1阴阳八卦与《周易》的系统思想
1.2阴阳五行说和《黄帝内经》的系统思想
1.3道家的系统思想
1.4宋明理学的系统思想
1.5《孙子兵法》的系统思想
1.6都江堰和群炉汇铸
2西方传统系统思想
2.1古希腊的系统思想
2.2近代科学与系统思想
2.3莱布尼茨和狄德罗的系统思想
2.4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系统思想
2.5近代工业技术中的控制装置和逻辑机
3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系统思想
3.1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时代科学背景
3.2马克思的系统思想
3.3恩格斯的系统思想
4现代系统思想的兴起
4.1新的呼唤：统计性、演化性和系统性
4.2社会演进：运筹和管理
4.3技术革命：信息和控制
4.4科学前沿：自组织和复杂性
4.5新的综合：从系统科学到系统论
第二篇 辩证系统观――从系统观点看世界
5宇宙系统观
5.1观测宇宙：过程的集合体
5.2层次结构：整体演化的分化
5.3太阳和地球：子系统的自组织演化
5.4精神之花：宇宙演化的最高产物
6生命系统观
6.1分子进化：从无序到有序，从非生命到生命
6.2生物进化：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向高级
6.3人的起源：系统进化和组织活动
7精神系统观
7.1精神系统的发生：从反应到反省
7.2人的大脑：多层次、多分区的复杂巨系统
7.3大脑系统的信息加工：混沌中的突现
7.4精神系统的模拟：人工智能研究
8生态系统观
8.1生态系统：天地生相交的有机体
8.2人类生态系统：文明和演化
8.3生态意识：只有一个地球
8.4生态研究：走向社会―自然―经济复合体
9社会系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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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社会：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9.2社会系统的自组织
9.3社会系统工程
9.4科技、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
第三篇 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10系统整体性原理
10.1系统的整体性
10.2整体和部分，分析和综合
10.3系统论、原子论和整体论
11系统层次性原理
11.1系统的层次性
11.2结构和功能，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11.3层次，类型和方法
12系统开放性原理
12.1系统的开放性
12.2内因和外因，系统与环境
12.3开放度，选择性和发展
13系统目的性原理
13.1系统的目的性
13.2线性和非线性，阶段性和规律性
13.3目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14系统突变性原理
14.1系统的突变性
14.2突变和稳定性，突变和渐变
14.3突变，分叉和选择
15系统稳定性原理
15.1系统的稳定性
15.2稳定性、整体性与目的性
15.3稳定、失稳和发展
16系统自组织原理
16.1系统的自组织
16.2组织，自组织和他组织
16.3自组织，进化和优化
17系统相似性原理
17.1系统的相似性
17.2存在和演化，相似和差异
17.3相似程度，功能模拟
第四篇 系统论的基本规律
18结构功能相关律
18.1结构
18.2功能
18.3结构和功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
18.4结构和功能相对区别、相互分离
18.5结构和功能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18.6结构、功能及其关系的复杂性
19信息反馈律
19.1信息
19.2反馈
19.3信息反馈是系统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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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信息反馈推动系统发展演化
19.5信息反馈保证系统稳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
20竞争协同律
20.1竞争
20.2协同
20.3非线性相互作用与竞争和协同
20.4竞争和协同的创造性与目的性
20.5既竞争又协同推动系统发展演化
21涨落有序律
21.1涨落
21.2有序
21.3通过涨落达到有序
21.4涨落有序与突变分叉，偶然性和必然性
21.5无序和有序、进化和退化
22优化演化律
22.1演化
22.2优化
22.3自组织优化和（被）组织优化
22.4系统优化最重要的是整体优化
22.5系统优化是系统发展演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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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力荐所有研究理论的同学食用
2、第一次接触系统论、协同学、耗散结构理论、超循环理论，作者从多个方面对系统的阐述，可见
功力。摆脱马克思主义简单的物质意识的作用关系，从其方法论中丰富。一切的系统性，稳定性，相
互作用，正负反馈。
3、什么时候知识分子可以不再为政权说话？
4、对系统论的起源与发展有了初步了解，全书感觉是在辩证中打滚，翻来覆去，有些纠结。
5、 从时间的角度讲述了系统的发展，再由几大科学体系的发展归纳了这些体系发展中的核心思想企
图用自然辩证法把这些思想全都囊括进去，之后讲了系统的几种特性及系统相互作用的几种规律，野
心很大，不过其实可以直接读三四卷再读一二卷，读的顺序不影响体验，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6、现代科学的整体化和高度综合化发展的趋势下，在人类面临许多规模巨大、关系复杂、参数众多
的复杂问题面前，通过系统研究，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而且也为解决现代社会中的
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等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系统观念正渗透到每
个领域
7、东拼西凑，无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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