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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

内容概要

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象的
种种元素——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孤立起来，然后，希望通
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细胞、心灵、社会——并成为可以理解的东
西。现在，我们懂得，对于理解整体或系统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其元素，还需要理解它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细胞中酶的相互作用，许多意识或无意识的精神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
系统的结构和动力的相互作用，等等。这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方法和特点来对我们的观察对象进行考
察。此外，事实证明，在“系统”的某些一般方面存在着对应性和同型性（isomorphism），这就是一
般系统论的领域。的确，这种类似性或同型性——有时令人吃惊地——出现于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
系统”中。因而，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科学地探究“整体”和“整体性”，而“整体”和“整体性”
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结构、稳定性、目的论、分化、稳态的逼
近和维持、目标导向——这些是几个具有一般系统性质的概念；人们发展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数学领域
来处理它们；如动态系统理论，自动机理论，利用集合、网络和图论进行系统分析、以及其它一些理
论。与此同时，这种试图阐述一般“系统”的原则和模型的跨学科的努力还提供了一条通向科学一体
化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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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

作者简介

欧文·拉兹洛，系统哲学家、广义进化论和全球问题专家、世界一流学者。1932年，匈牙利音乐神童
，9岁国家交响乐团钢琴独奏，14岁李斯特音乐学院硕士，15岁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第二名，美国总统
基金资助在全球巡回演出。27岁转向哲学，法国索邦（巴黎）大学哲学博士。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1972年撰《系统哲学引论》。罗马俱乐部成员，主编《人类的目标》， 独撰《人类的内在限度》，
转向对当代主流文化的批判性考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顾问，主编《多种文化的星球》。组织广
义进化研究小组，主编《世界未来》，撰罗马俱乐部报告《决定命运的选择》。1993年组织布达佩斯
俱乐部，发表第一份报告《第三个1000年：挑战和前景》。曾被评为致力于拯救地球的六位科学家之
一。已出版56本书，其中余本有中译。曾到中国访问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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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

精彩短评

1、感觉就是用系统的方式把一个众所周知的事说出来了，当然放进去了各种物理生物的知识⋯⋯我
应该没看懂吧
2、你还没看过这本书？那一定是混沌学派了。
3、拉兹洛的著作
4、好书，但要反复看
5、这！本！书！太！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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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

章节试读

1、《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的笔记-第一章 为什么提出系统哲学

        分析某位具有当代声望的哲学家提供的有关某个术语的意义的分析，是一种风险较小的努力。这
对英语世界里成千上万初露头角的哲学家是有利的。这使他们都有事可做，并使专业哲学的轮子转动
起来。不幸的是，供这些哲学轮子磨碾的实质内容却越来越少了。对于被认为其目的在于探索真理和
实在的哲学来说并没有多大帮助；跳出哲学探究的流行模式，并且帮助综合的（尚待仔细地推理）哲
学复活，这才是大有裨益，即使这是一种比较冒险的做法。假如知识需要积累，假如它要被用来达到
预期的目的，那么，就必须抛弃那种七拼八凑的方法。我们仿佛是一个相互关联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
，除非有学识的“通才们”把发展关联模式的系统理论作为他们自己的事业，否则我们的短期计划和
有限的控制能力将可能导致我们自身的灭亡。它对观察到的或推理出来的过程不断地追溯到其最小单
元，并用因果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它们。这种作法尽管对获得孤立事件的详尽知识起重要作用，但对可
能对理解特定现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较大的相互关联却不加考虑。如果专家偏要用他的特殊理论去解
释超出他的见识范围的事情，他就会变成一个“可怕的万事通”。这是一种给什么都懂的专家的称号
不能再同意更多！

只有整体论才是健康的、自我实现的人的标志。坚持原子论模式，其本身就是一种轻度的精神性神经
病形式。笑点满满
 经验世界的连贯的和成体系的理论基于两个“基本假定”：

    （1）世界是存在的；和

    （2）世界具有——至少在某些方面——可以理解的秩序（向理性探究开放）。

  我们用这种更“大胆”的批判精神考虑以下两个假定。它们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同样是系统经验理
论的必要条件。它们是“从属假定”：

    1）在特定领域里，世界具有可以理解的秩序；或

    2）世界作为整体，具有可以理解的秩序。

正如大多数（不是全部）经验哲学家那样，所有的经验科学家也都以此为前提。那些不这样做的哲学
家相信，他们能够证明它们是一些基于明显的经验事实的原则，或者证明它们是意识和知识的必要先
决条件。

通才恰恰是这样的设想的，并且认为任何一个领域的事件的知识只有与其他领域中的事件的知识联系
在一起时才完全地可以理解的。怀特海说：“问题是每个命题都涉及到”
 然而，当我们承认这两个假定都是以存在和世界的可理解性的“基本假定”为根据时，那么对于证据
的要求就会被缓和或者变得平等。这些理论也同样适用于经验世界，或者，至少适用于经验世界的很
大部分。如果所有这些理论是以先前的假定（而且，如果要么这些假设被承认，要么探究将在认识论
的纠缠中陷于困境）为根据的，那么，专门的和一般的理论都不能拥有一个绝对肯定的特权地位。古
典科学的专门语言只描述但以组织层次上的系统之间的互相关联，而不未能在不同的层次之间架起联
系的桥梁。貌似有格物致知的感觉
它的材料来自经验科学；它的问题来自哲学史；它的概念来自现代系统研究。

2、《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的笔记-冯·贝塔朗菲：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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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

        序言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

给欧文·拉兹洛的这本书作序，我感到非常高兴。这种高兴既是一种人之常情，同时也是由于看到一
项重要的工作被出色地完成的缘故。

“系统”概念在现代科学、社会和生活中已经获得了中心地位；人们在其努力的许多领域强调了“系
统方法”和“系统思维”的重要性；那些被称作“系统工程”、“系统分析”以及诸如此类新的学科
应运而生。无疑，这个概念标志着科学和世界观方面的一种真正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本书作者由于在一般系统论方面的工作以及作为“一般系统研究会”的创始人而著名。因此，就我个
人而言，当看到我们的作者沿着我倡导多年的道路前进时，我是非常欣慰的。20年代后期，我就强调
，在“有机生物学”的课题中把活的有机体看作一种“组织系统”的必要性，并且规定 “生物学的基
本任务是在所有的组织层次发现生物系统的规律”。起源于生物学和其它学科的这种趋势使我萌发了
一般系统论的思想（在30年代和40年代期间引进的），那就是：“用以阐明适合于各类系统的一般原
理和模型的一种跨学科学说，而不去考虑不同系统特殊的种类、元素和相关的‘力’。”

早在1936年，柏林哲学家C. 弗里斯（C. Fries）就把“有机生物学” 当作一种归纳形而上学的基础。1
然而，把“系统科学”发展为一种“观察”科学和技术的新方法，即，一个科学领域和一种哲学，是
需要时间和许多领域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的。
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象的
种种元素——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孤立起来，然后，希望通
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细胞、心灵、社会——并成为可以理解的东
西。现在，我们懂得，对于理解整体或系统来说，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理解其元素，还需要理解它们之
间的相互关系: 比如说，细胞中酶的相互作用，许多意识或无意识的精神过程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
系统的结构和动力的相互作用，等等。这需要根据它们自身的方法和特点来对我们的观察对象进行考
察。此外，事实证明，在“系统”的某些一般方面存在着对应性和同型性（isomorphism），这就是一
般系统论的领域。的确，这种类似性或同型性——有时令人吃惊地——出现于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
系统”中。因而，一般系统论的任务是科学地探究“整体”和“整体性”，而“整体”和“整体性”
不久前还被认为是超越于科学范围的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结构、稳定性、目的论、分化、稳态的逼
近和维持、目标导向——这些是几个具有一般系统性质的概念；人们发展了一些新的概念和数学领域
来处理它们；如动态系统理论，自动机理论，利用集合、网络和图论进行系统分析、以及其它一些理
论。与此同时，这种试图阐述一般“系统”的原则和模型的跨学科的努力还提供了一条通向科学一体
化的可能途径。

这和技术方面的发展是平行的，技术在控制论、控制工程、计算机业务方面的发展，同样导致一批跨
学科性质的原则和模型的产生，它们适用于一般化的“系统”或各种不同等级的系统，而独立于各自
的机械、电气、生物、社会等的实体特性。N. 维纳把其作为通讯和控制来研究的“控制论”是这方面
的先锋，自此一批新的方法和理论——信息论、电路理论、决策论、博弈论等等——产生了现代技术
和社会已经变得纷繁复杂，传统的方法和手段再也不能胜任，因此人们必须引进某种本质上是“整体
的”（或“系统的”）和通用的方法。这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工业、商业、政治等方面的无数问题
呼唤在自动化、计算机化等方面的“系统方法”以处理具有复杂性的、相互作用的各种系统，而对这
种复杂性的处理不是古典数学方法所能胜任的。多层次的系统要求科学地控制：生态系统（对它的扰
动导致了诸如污染等一系列迫切问题）；官僚政治或军队这类刻板组织；在社会－经济系统、国际关
系、政治和威慑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科学的理解（与在文化和历史事件中人们接
受的非理性相比）可能达到什么程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科学的控制是合乎需要的，那么，无疑，这
些问题基本上都是“系统”问题，即大量“变量”间相互关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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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

现在终于有了“系统哲学”。用T. 库恩在他的光辉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的话来说，“系统”概
念构成新的“范式”；或者用我的话说，“新的自然哲学”。这种新“范式”或“自然哲学”同机械
世界观的盲目自然法则和白痴所述莎士比亚式的故事的世界过程相反，它是一种“把世界当作一个巨
大组织”的有机世界观。

我有幸结识欧文·拉兹洛是在他这部伟大作品大体上完成以后。这是用他自己的术语表达当前趋势的
一部有独到见解和富于创新的著作。作者的思想，使我们获益匪浅，而这种“系统哲学”的意义和蕴
涵在某种程度上则是由以上概述的运动所决定的。

这样，系统哲学首先必须找到“原始的本性”（“nature of the beast”）。这是关于“系统”表示什么
意思的问题，以及系统在不同的观察层次是怎样在现实中实现的问题。在拉兹洛的术语中，这是关于
自然系统的方法论和理论；其次是认识论，即关于认知系统的方法论和理论。由于我在后来被称做维
也纳小组的哲学传统中受过教育，我也许能提示这方面已经发生的变化。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
形而上学）是由物理主义、原子主义和知识的“照相理论”（“camera theory”）决定的。用现代知
识的观点来看，这些都完全过时了。产生于生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问题和思想模式同样
地应该受到重视，而不能采用物理主义和还原主义的简单方法去解释。与古典科学的分析过程（其基
本范畴是连接两个变量的线性因果关系）相比，对多变量有机整体的研究，由于在认识论、数学模型
和技术方面产生的许多问题，需要相互作用、动态实体和目的论方面的新范畴此外，知识不是“真理
”或“实在”的简单的近似值；它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因而取决于生物、文
化、语言等各种自然要素的综合。这导致一种“透视哲学”（“perspective philosophy”）。对于这种
哲学来说，物理学——尽管充分承认它在它自己和相关领域中的成就——并不是一种垄断性的认识方
式。与还原主义声称“实在只不过”是一堆实物粒子、基因、反射、冲动之类的东西的理论相反，我
们把科学看作是“透视图”之一，那就是，人用他生物的、文化的和语言的才能和习惯与他“投身于
”其间的宇宙打交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于进化和历史的原因，这才使他与宇宙相适应。

最后，这样的系统哲学明显地涉及到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永恒的哲学问题。如果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
的等级体系，那么，人的意象（心象）与它在物理粒子世界中的意象将是不同的，因为作为终极的和
唯一“真实”实在的世界是由概率事件支配的。其实，由符号、价值、社会实体和文化组成的世界也
是非常“真实”的某种东西；而且它作为等级结构的宇宙秩序的一部分，有利于沟通C.P. 斯诺的“两
种文化”的对立：科学与文学；技术和历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对立；或者，任何其它形式的对
立。

拉兹洛的开拓性工作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发展了系统哲学。他令人信服地说明，当代的“分析”哲
学存在着“在存在的范围之外分析它自己”的危险；就像一位具有现代声望的哲学家所提出的那样，
分析某个术语的意义，甚至更进一步，分析对某个术语意义的分析，这也许会使经院哲学的轮子转动
起来，并且会产生出达到规定数目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然而，由于它毫不关心成为我们现代危机
根源的种种问题——从现代技术“大机器”的种种危险，到自然“生态系统”的不平衡，乃至无数心
理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当代问题——因而它是一项令人厌烦且毫无意义的事业。

拉兹洛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综合的哲学”，这种哲学从现代科学形形色色的发展中接受新事
物，并且试图遵循哲学中的其它方式：努力把专门知识中宝贵的片断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尽管这
项事业也许是要冒风险的。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呈现为“一种相互联系的自然系统”，而不是专门学
科所详尽描述的各个组件之和。忽视这种基本事实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正如DDT导致的对技术–商
业社会的不满等等一些的著名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专家的假定是，宇宙是“多元的”，它的组成部分
可以充分地分离开来让各种传统学科进行独立的研究；然而，作为一种补充，还需要用普遍的观点看
待系统秩序和相互依存。后面这个假定既不是空洞的也不只是推测；因为各种系统科学已经证明，存
在着揭示某种一般秩序的概念、模型和不变性，它们或多或少地超越了传统科学的种种特定秩序。我
们意识到，这种观点也是一种对实在的 “透视”，它由人类的局限性所决定并受其制约；然而，常规
和传统的学科终究也是如此。因此，在当代科学中，从物理学到社会学，新的概念、范畴、结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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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而其中心则为诸如整体、系统及其各种具有普遍性的不变性。正如拉兹洛指出的，它们展现出
一种综合哲学的观点，它们的“资料来源于经验科学，问题来源于哲学史，而概念则来源于现代系统
研究”。而且，如果我们当前的大部分麻烦来源于把现代人包装在各种各样的密封舱里——把人作为
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单位，而忘记人是具有活力的并正在体验世界的整体——那么，这种新概
念（以其共有的术语综合了不同的方面和透视）也许会大大有助于对当代问题的解决，而墨守成规的
分析哲学正因为把这些问题“排除在外”而变成了不结果实的花朵。

拉兹洛的这本书是“系统哲学”的第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任何一个超越其自身专业和狭隘兴趣观察
事物的人都不能否认这种探索的合理性。显然，这是一项大胆的事业，需要广博的知识以及一个同时
具有综合性和批判性的头脑。而这些正是我们作者的工作的特点。我们衷心希望他的著作将得到最广
泛的承认。我们毫不怀疑，他的著作将会把我们院校的哲学从封闭和墨守成规中拯救出来，把它带到
现代科学潮流中去，并对解决科学和社会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作出巨大贡献。

3、《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的笔记-序言

         古典科学在它的各门学科中，不管是化学、生物学、生理学，还是社会科学，总是企图把观察对
象的种种元素——化合物和酶、细胞、初级感觉、自由竞争的个体，等等，——孤立起来，然后，希
望通过概念或实验把它们重新放在一起以产生整体或系统——细胞、心灵、社会——并成为可以理解
的东西。    现在终于有了“系统哲学”。用T．库恩在他的光辉著作《科学单命的结构》中的话来说
，“系统”慨念构成新的“范式”；或者用我的话说，“新的自然哲学”。这种新“范式”或“自然
哲学”同机械世界观的盲目自然法则和白痴所述莎士比亚式的故事的世界过程相反，它是一神“把世
界当作一个巨大组织”的有机世界观。逻辑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是由物理主义、原子主
义和知识的“照相理论”（“camera theory”）决定的。用现代知识的观点来看，这些都完全过时了
。产生于生物科学知识不是“真理”或“实在”的简单的近似值；它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
种相互作用，因而取决于生物、文化、语言等各种自然要素的综合。这导致一种“透视哲学”（
“perspective philosophy”）。拉兹洛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综合的哲学”，这种哲学从现代科
学形形色色的发展中接受新事物，并且试图遵循哲学中的其它方式：努力把专门知识中宝贵的片断构
成一幅完整的画面——尽管这项事业也许是要冒风险的。我们所观察到的宇宙呈现为“一种相互联系
的自然系统”，而不是专门学科所详尽描述的各个组件之和。

4、《系统哲学引论:一种当代思想的新范式》的笔记-前言

        我最初称之为“有机关系理论”，它们最后呈现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特点——集中注意人和社会
，而基础则是自然科学的世界图案。早期，它们曾经历了一系列的蜕变——黑格尔主义阶段，马克思
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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