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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和新的理论成就，以
客观系统物质世界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的科学。
系统哲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补充、丰富、完善和发展，是对传统哲学范式的一种超越，是现代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本书旨在准确、科学地表述系统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规律，深刻、全面地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思
维领域系统运动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联系，并从整体上考察系统事物的生灭转化过程和系统内外的辩证
关系。
     本书是在作者1988年出版的《系统辩证论》基础上修订后，并将“系统辩证论”提升为“系统哲学
”。
在这一版本的修改中，作者主要突出了两个问题：一、关于差异的哲学；二、关于价值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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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乌杰（曾用名：云·乌兰力沙克），蒙古族，研究员、教授，系统科学及系统哲学专家1934年生，内
蒙古呼和浩特人。
任政协第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八届全国人人代表、第八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委员。
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20所高等学校兼职教授。
现兼任邓小不思想研究会（北京）会长、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
主要著作有：《和谐社会与系统范式》、《系统辩证沦》（并被译成英义出版）、《整体管理论》、
《邓小平思想论》（该书被评为1993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井先后泽成英文和俄文出版）、《城市管
理论》、《不归之路》。
与H·哈肯（德）、E·拉兹洛（美）合著《跨世纪洲际对话》，主编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思想》、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整体发展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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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系统哲学的一般问题      一、系统概念的哲学意义       二、系统哲学与辩证哲
学的内容        三、系统哲学与辩证哲学的统一      第二节  系统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      一、朴素的整体
思想        二、机械的系统思想        三、辩证的系统思想            四、定量化的系统思想        五、系统思想
是对马列主义的回归与拓展      第三节  系统哲学的产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一、哲学的时代特征        
二、现代科学的进步推动哲学的发展        三、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勇于实践、勇于探索    第二章  物质
世界的系统性    第一节  系统观      一、世界是物质的        二、物质世界是系统的        三、系统的三基元
——物质、能量、信息——宇宙核        四、系统的三因素——要素、结构、功能——系统核      第二节  
过程观      一、系统是运动的        二、系统总是过程的发展        三、系统运动过程的多重性        四、历史
是系统的过程        五、真理是系统的过程      第三节  时空观      一、时空是系统存在的形式        二、时空
的绝对性和相对性        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      第四节  系统哲学的科学体系  第三章  系统哲学的基
本规律    第一节  自组（织）涌现律     一、从无开始的自组织        二、自组织原理        三、涌现（突现
）原理      第二节  层次转化律      一、层次的客观普遍性        二、层次转化的守恒原理        三、层次等级
秩序原理        四、层次中介原理      第三节  结构功能律      一、结构功能律的基本内容        二、系统的耗
散结构        三、结构功能律与质量互变律      第四节  整体（涌现）优化律      一、整体优化律的基本原
理        二、整体优化律的普适性        三、整体优化律是系统哲学的基础规律        四、整体优化律与否定
之否定规律      第五节  差异协同律      一、差异概念的哲学意义        二、协同和谐原理        三、差异协同
律与对立统一规律    第四章  系统哲学的范畴    第一节  存在（联系）范畴      一、系统——结构——要
素        二、结构——涨落——功能          三、状态——过程——变换      第二节  发展范畴      一、渐变—
—状态变量——突变        二、平衡——定值——不平衡        三、吸引——能量——排斥      第三节  过程
范畴      一、有序——序度——无序        二、有限——现状——无限        三、控制——信息——反馈      
第四节  社会范畴      一、自然界——劳动——人类社会        二、劳动力——生产力——社会发展力        
三、个体——集体——社会      第五节  认识范畴      一、主体——实践——客体      二、表征——表征链
——被表征        三、单义决定——概率——或然决定    第五章  系统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    
第一节  系统哲学的认识论      一、系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内容        二、系统哲学认识论是整体的反映论
       三、系统哲学认识论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四、系统哲学认识论待研究的主要问题      第二
节  系统哲学的方法论      一、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        二、系统分析方法        三、系统综合方法  
     四、系统哲学的其他方法        五、诸方法论（范式）之比较      第三节  系统哲学的价值论      一、价
值论的含义      二、价值观发展的历史过程        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价值观        四、系统哲学的价
值观        五、价值与真理的辩证关系        六、人的价值问题    第六章  系统哲学与当今实践    第一节  系
统哲学与我国改革      一、改革范式演化        二、系统整体优化原则        三、结构功能耦合原则        四、
机制应变协调原则      第二节  系统哲学与现代科学技术      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新特征与新技术革
命        二、科学技术与产业革命        三、系统哲学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      第三节  系统哲学与当今世
界      一、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        二、用整体思维认识世界        三、推动世界多极化，加速新秩
序的建立    参考文献  后记实践赋予哲学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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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总之，要素与系统是相对的，仅仅在某一特定系统内，二者才有绝对的意义，即要素是部
分，系统是整体。
但这种绝对中包含着相对。
正是这种相对性，使整个物质世界表现为系统等级序列。
 2.结构。
结构是若干要素相互联系和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如果说没有要素部分就没有整体的话，那么没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非线性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就失去了结构性质的规定性——有机性、组织性。
因此了解系统的结构就有着关键的意义。
结构，是对系统内诸要素关系的总和，是要素之间互相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总和。
系统结构具有下面几个特性： （1）有序性。
任何系统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具体的时空样态。
时空样态不同，构成了不同的系统结构。
而就其共性来讲，任何系统具体样态都是有规律地存在着的，都有一定的时空秩序。
在空间上表现为规则性，如要素排列顺序、水平分布、立体构系、组织形式、时空布局等。
 （2）层次性。
结构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有序性、演化性、组织性，使每一个层次上都有自己特定的结构层次。
层次的结构性决定了系列的物质系统的多样性、差异性。
在每一个层次的序列体系中，每个结构都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层次，一个特定的整体性，没有层次的结
构与没有结构的层次同样都是不存在的。
结构决定了这个层次上的特性，结构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稳定的层次性，宇宙演化、自组织的进化必
然要经过层次的转化，是宇宙进化的中介。
 （3）稳定性。
任何系统状态中都包含不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的部分和易受外界影响而改变的部分，前者构成了系统
的结构状态。
系统结构的有序性、整体性和层次性，会使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惯性，以维持动态
平衡，即显现出系统的稳定性。
系统结构的不同，根源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性质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事实上就在于系统要素之间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方式不同。
系统要素之间这种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方式不同，对系统结构的变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证明，在引力场中，物体的时空状态完全取决于引力的强度、物质质量的大小
和分布。
物质的质量越大，分布越密，空间曲率愈大，时间流逝就越慢。
这说明系统结构与要素间质量和能量、动量等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微观物质结构理论已经证明，物质系统结构反映着特定的结合形式。
核子之间为核电能，核子与电子之间为电能，原子与分子之间为化学能和热能，天体之间为引力能，
不同结构的特定结合能量是对应的。
结合能量的大小，不仅决定其特定的结构，即特定秩序，而且也决定着结构的稳定性。
 3.功能。
系统的功能，是指系统整体与外部环境相互联系时所能表现出来的特性、能力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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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系统哲学(修订版)》旨在准确、科学地表述系统物质世界的辩证发展规律，深刻、全面地揭示自然
界、人类社会、思维领域系统运动的本质特征和普遍联系，并从整体上考察系统事物的生灭转化过程
和系统内外的辩证关系。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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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