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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系统哲学与科学历经近百年，正发展成为一种科学新范式。
系统科学的思想正在广泛运用于管理、医学和教育实践。
20世纪80年代初，拉兹洛尝试创建系统哲学。
钱学森晚年致力于创建复杂系统学。
《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旨在尝试实现钱学森先生的遗愿，即创建一个能够
处理当代科学和社会问题的完整学术框架。
 
《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继承了中国道哲学的系统论思想，并与现代量子物
理学概念相结合，建立了一个一元二面多维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本体论，形成了一个综合阐述存在与过
程、空间与时间、结构与功能、振幅与相位、动与静、形与体的多维多层次思维观，提出未来哲学和
科学的三大主题：量子、生命与心灵，预言了未来量子生物学、神经意识科学、系统教育学以及系统
伦理学等新学科的诞生，描绘了一幅道德文化复兴的社会发展图景。
 
《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可供对科学、哲学发展前沿有兴趣的国家各级领导
、专家和学者以及研究生和大学生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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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有意思的是，柏格森的哲学充满着成对的二面概念：生成和实体、绵延和广延、连
续和连贯、时间和空间、理智和直观、哲学和科学、纯粹的和机械的记忆、开放的和封闭的社会，这
与我们所强调的一元二面性产生极大的共鸣。
我们与之对应的多维的二面性是过程与实在、时间与空间、机械与灵活、内部和外部等。
柏格森认为，前者高于后者、统摄后者，而我们认为，二面都是存在的基本面，只是不同的事物有其
不同的侧重点。
一般来说，复杂度越高，生命性越强，意识的、整体的统领性就越强。
目前，自然科学还停留在简单性的框架内，故此，难以真正理解生命，理解社会。
我们与柏格森的一个巨大区别是，他始终未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的窠臼，我们在一元二面方面彻底告别
了传统的形而上学。
 怀特海，英国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杰出的思想家，创建了过程哲学。
怀特海坚持传统哲学立场，从哲学的纯思辨出发，致力于发展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终于在前人的基
础上，对宇宙基本实质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就是以过程为本源的形而上学体系。
他满怀热情继承了古希腊的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其有机体的思想与希腊前辈一脉相承。
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对怀特海的著作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怀特海现时事态的形而上学——实存本身的建构性自我组织的条件，实际上就是柏格森绵延原理的原
子化：把柏格森连续的创造过程个体化为可分析的、自我组织的部分。
 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也称有机哲学，是对自然变化过程，尤其是生命系统的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的高
过一切的重视。
在认识论上他偏爱直觉，也因此必然走向了心灵主义。
他对科学的唯物主义和由此推导出的局部的规律不屑一顾，走向了唯心的极端。
怀特海对牛顿和笛卡儿机械论宇宙观（及其思想学派所引发的认识论问题）的批判，构成了他的形而
上学体系发展的土壤。
他的全部形而上学体系最终都是根据康德的构造观念——诉诸一个自我组织、自我整理的原理——建
构起来的。
康德从认识论上把这一建构原理规定为认知经验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如何规整世界），而怀特海则
从本体论上把它规定为我们所经验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世界如何规整自身）。
怀特海的思辨形而上学，把实在或实存本身规定为一个创造性自我建构的框架，他强调在宇宙高度变
化无穷的事物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客体，似乎对应于主宰客观自然运动的法则。
 怀特海与柏格森的主体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与我们对于宇宙生命的基本理解也是一致的。
只是，怀特海对生命哲学的形而上学化，走到了一个极端，过于强调了过程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实在
本身的价值。
我们的一元二面论，强调任何事物围绕着其中心一元包裹着多个维度的二面性，实在与过程只是诸多
二面之一。
这样的本体论能够接受柏格森和怀特海的诸多精妙的思考内容，但是，提出了一个更加平衡的、新的
形而上学框架。
这一框架能够对许多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并与物理学理论相联系，也提倡进一步发展量子力学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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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杂系统学新框架:融合量子与道的知识体系》可供对科学、哲学发展前沿有兴趣的国家各级领导、
专家和学者以及研究生和大学生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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