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达尔文猜想》

图书基本信息

Page 1



《达尔文猜想》

内容概要

《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将揭示英国自然主义核心概念是如何应用于广阔的范围
的，包括经济实践、法律体系、技术乃至科学自身。同时，作者也批评了明显反对将达尔文主义应用
于社会科学的观念，指出达尔文主义最终会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而激发人们进一步的思考。作
者还指出，采用达尔文分析思想的社会学家也许有望产生新的解释性理论与预测模型。《达尔文猜想
：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的开创性贡献将会使得社会科学获得达尔文分析的有力工具成为可能
，因而会获得不同领域学者的认同。
《达尔文猜想：社会与经济演化的一般原理》适合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和高校教师及相关科研人员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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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译者序
中文版序
英文版序
第1章 达尔文学说对社会科学的挑战
1.1 达尔文的胜利
1.2 达尔文主义在社会演化领域的一般化
1.3 对复制或选择的社会单位的早期识别
1.4 对达尔文主义的排斥
1.5 缓慢复苏和顽固的抵制
1.6 于回首中展望未来
1.7 本书的范围和框架
第2章 一般化达尔文主义
2.1 引言
2.2 复杂物种系统和达尔文主义的必然性
2.3 为什么达尔文的核心原理是不够的
2.4 广义达尔文主义——关联性与重要性
2.5 一般化达尔文主义：总结与结论
第3章 竞争和辩驳
3.1 达尔文学说能处理意向性吗？
3.2 “人为选择”排除了达尔文学说？
3.3 自组织理论是否能代替达尔文学说？
3.4 从连续到间断？
3.5 小结
第4章 拉马克学说的困惑
4.1 引言
4.2 拉马克星球上的问题
4.3 回到地球上的社会演化
4.4 达尔文学说胜过拉马克学说
4.5 基因型表现型以及复制者互动者区分的重要性
第5章 自然选择原理及其对社会演化的应用
5.1 选择的定义
5.2 子集选择
5.3 后继选择
5.4 扩散、复制、复制者修改以及选择
5.5 使选择和适应运转
5.6 结论
第6章 信息、复杂性和衍生复制
6.1 复制者的审判日
6.2 复制者和复制
6.3 来自自我复制自动机的启发
6.4 廓清的衍生复制者
6.5 衍生复制和复杂性
6.6 米姆问题
6.7 习惯、惯例和其他社会衍生复制者
6.8 扩散和复杂性
6.9 结论
第7章 从群体选择到组织互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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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生物学中的群体选择
7.2 文化的群体选择
7.3 互动者的界定
7.4 作为互动者的组织及其构成复制者
7.5 商业企业与其他可能的互动者
7.6 结论
第8章 社会演化中的信息转变
8.1 文化的产生
8.2 前语言文化到语言文化
8.3 从文化群体到部落群体
8.4 体外及符号系统的突现
8.5 司法制度的出现
8.6 科学技术的制度化
8.7 对重大信息转变的总结
8.8 结语：多层次非最优化的社会演化
第9章 结论和未来研究议程
9.1 克服阻力
9.2 “没有理论的构建⋯⋯”
9.3 本书的一些概念上的进展
9.4 社会科学中的双格式塔转变
9.5 广义进化论的积极启发法
9.6 发展一个未来研究议程
术语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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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想象的好。确实是不错的生物哲学书，几个主要论点都挺convicing，剖析几个概念也很漂亮。不
过仔细想想，这对研究并没有作者所设想的那样有毗益。许多时候我觉得作者为了说意义强行解读，
比如第七章。
2、说道道金斯、meme。顺便推荐一本书。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做了大量概念辨析工作。meme的概念被替换与厘清为不同层次。然后
依次展开，论述不同历史周期，基因与meme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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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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