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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按照钱学森关于系统科学“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的体系框架结构撰写的，试图以最少的版面把
系统科学的基本内容作一完整而精练的展示。
本书的主旨不在于提供描述系统的完整、精确、实用的建模理论和方法，不追求数学工具的高深和漂
亮，而在于帮助读者把握系统科学的基本思想、原理和方法论，了解系统科学前沿的可能生长点。
本书的主要读者群设定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生、博士生以及同等学力者，也希望对于系统理论和系
统哲学的研究者能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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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苗东升，男，山西榆社人，汉族，1937年10月生。
196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到国防科技部门参加航天科技研究，1965年转业。
1979年底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2001年退休。
在人大先后讲授过高等数学、模糊数学、系统科学和系统思维；主要研究领域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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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系统的秩序性也是整合运作所产生的整体涌现性。
系统的秩序性是在其形成过程中通过对组分的整合建立起来的。
内部组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环境组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既是滋生混乱无序的土壤，也是建立秩序
的客观前提。
诸多事物能够被整合成为一个系统整体，必有互补互利、合作共生的需要和可能，这是产生秩序的基
础。
既为差异物，必定在资源占有上有相互妨碍、竞争排斥的一面，这是产生无序性的基础。
但合作互补可能导致相互依赖，诱发惰性，产生无序性；竞争互碍可能激发主动性、进取性，产生有
序性。
整合方式合理，合作与竞争、互补与互碍都是形成有序的积极因素；整合方式不合理，它们都是导致
无序的消极因素。
整合包括被整合者的相互协调，但不限于协调，整合还包括限制、约束甚至强制，舍此不能形成有序
结构。
只讲差异协调是片面的，差异整合才是系统论的基本原理。
　　整合作用不只存在于系统的形成组建阶段，也贯穿于系统生存发展的全过程。
活系统尤其如此。
形成阶段解决的是从无序到有序的问题，然后才能解决从低序到高序、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问
题。
不同组分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互碍互斥和矛盾冲突不断产生出破坏系统有序性的力量和趋势，必
须在系统生存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或者维护现存的有序性，或者创造新的整合方式以改进系统的有
序性。
　　整合绝不意味着使组分趋同。
内在的多样性、差异性是系统生命力的基础和根源，正确的整合作用在于给组分之间互动互应以适宜
的框架，整合组分必须使内在多样性、差异性受到保护、协调、规范，以便充分发挥其建设性作用，
产生有利于系统生存发展的整体涌现性。
　　涌现的英文词是emergence，有人译为突现，以强调系统的非加和性是突然出现的。
但非加和性的出现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突变式出现，一种是渐进式出现。
在物理学中，临界相变是前者，非临界相变是后者。
两种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也大量存在，地震造成的堰塞湖是突现，旱灾造成的赤地千里不是突现，而是
“渐现”。
铁器的形态和功能是它的非加和性，也是一种“渐现”，故有“打铁有样，边打边像”的说法。
人工产品几乎都是渐现。
所以，把两者都称为突现是以偏赅全，显然不合理，称为涌现才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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