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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跨入了21世纪。
展望新世纪哲学的发展前景，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这将成为中国乃至
全世界哲学转向的一大特征。
哲学交叉学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组新兴学科群，它包括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
学、历史哲学、社会哲学、宗教哲学、道德哲学、法哲学、人生哲学、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
学、生态哲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逻辑哲学、艺术哲学、管理哲学等学科分支。
　　21世纪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世纪，恐怖袭击、两极分化、知识经济这些复杂的问题使近代以来传统
的学科分类无能为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要求学科交叉，哲学交叉学科正是代表了
这一国际、国内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势。
1996年，复旦大学哲学系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我们研究了国内外28所大学哲学系课程设置，发现交叉
学科是国外大学普遍开设的课程，而在国内则几乎是空白。
尤其是牛津大学哲学系的课程设置，对我们触动很大。
牛津大学哲学系有七个交叉方向，包括哲学与生理、哲学与宗教、哲学与现代语言、哲学与数学，但
是学生选择最多的是哲学与政治、经济，选择这一方向的占全体学生的一半以上。
也就是说，当代最重大的交叉是哲学与政治、哲学与经济的交叉，这正突现了哲学在解决政治与经济
问题上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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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然哲学是追思“自然”的哲学理论。
《自然哲学》以一种新的视角把自然哲学解读成自然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互相渗透的交叉科学，以自
然存在论、自然演化论、自然人化论、自然价值论的新构架，展示了当代自然哲学的理论体系。
第一章，通过对自然哲学史的回顾与反思，揭示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论
述自然哲学在哲学科学和自然科学中的地位及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二章，通过对“存在”意义的审视，阐述“自然”的基本含义，论述自然存在的普遍方式和自然系
统的层次结构。
第三章，根据当代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新认识，描绘自然演化的全景画面，展示自然演化的分叉、突
现方式，揭示确定性系统的“内在随机性”。
第四章，讨论自然演化的不可逆性和方向，揭示了自然演化的自组织机制，阐释“多宇宙”理论及其
意义。
第五章，从人和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出发，论述人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即自然的人化，以及作为自然人
化的同一过程而发生的自然的异化，阐发人与自然协调共生的生态自然观和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
第六章，在界定广义价值的概念基础上，论述了自然的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以及与自然价值密切联
系的自然的权利。
跋，通过对科学哲学史的审视，揭示科学哲学与自然哲学之间的本质联系，提出科学哲学研究与自然
哲学探索相结合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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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系统与环境：自然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　　按照普遍联系的观点，不仅自然系统内部各
要素之间、系统整体与其中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着，而且某一系统与环境之间也存在着复
杂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
　　系统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体现在三个基本方面：其一，环境对系统的作用，环境是系统存在的必要
条件和土壤，环境对系统的发展和演化起着一定的诱导甚至支配作用，系统的性质和功能是通过环境
显现出来的；其二，系统对环境的作用，系统有其内在的结构和独立性，它可以通过输入和输出对环
境发生影响，系统可将环境要素变为自己的要素，可以抗拒环境的干扰而保持自身稳定和发展，甚至
可以通过改变结构以适应环境的变化；其三，系统与系统的作用，环境中事实上有其他系统的存在，
系统与环境的作用往往表现为系统与系统的作用，系统与系统有并存关系、互依关系、竞争关系、吞
食关系等等。
　　自然系统的存在是多样的。
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从不同的角度对自然系统进行分类。
自然系统具有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要素”。
依据系统与环境之间是否存在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可以将自然系统区分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
开放系统。
　　孤立系统，是与其环境隔绝的系统，亦即与其环境之间没有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系统。
一般说来，孤立系统只是一种理想或近似的状态。
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孤立系统中，物质的微观状态可能性总是趋向最大的数，从而达到熵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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