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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复杂范式、复杂方法或复杂性理论是一种跨学科的方法论，是在20世纪的非线性科学和自组织理论等
复杂性科学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学科群。
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学、超循环论、混沌学、分形学、博弈论等一系列前沿学科，“超越了仅
限于一定研究领域的那些理论造成的狭隘片面的认识，囊括了浩瀚的物质宇宙、生物世界和人类历史
”。
¨⋯"复杂范式对经典科学的理解方式即简化范式发起了全面的挑战，并将在21世纪成为科学技术发展
的主流范式。
在这个范式中，主体以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的方式把自己重新纳入他对客体的认识活动中。
“今后需要寻求对象的领域和认识这些对象的主体领域之间的联通。
今后需要建立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联系”。
一复杂性范式的基本原则复杂范式是对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简化范式的超越。
经典科学的简化范式包括普遍性原则、还原论原则和分离性原则。
这三个原则支配着经典科学的理解方式。
这些原则从牛顿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力学的科学发展中显示了非凡的生命力；生物学的还原主义
也使得有可能认识任何生物组织的物理化学性质。
但是，今天物理学的发展使我们遇到了从亚原子到宇宙现实的难以逾越的复杂性，生物学的发展又向
我们提出了任何生物的自主性和依赖性不可分离的问题。
法国著名学者埃德加·莫兰指出：“我把经典科学特有的理解方式的原则的总体称之为简化范式，可
以用普遍性原则、还原原则和分离的原则来刻画其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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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性范式与发生主体论》对以法国学者埃德加·莫兰为代表的复杂性理论的诠释为轴线，首
先展开了对作为跨学科方法论的复杂性理论的思想资源、时代背景及其演变的考察，继尔对复杂性理
论的现实批判价值予以展开，尤其对资本主义文明中的科学与人文、理性与非理性、人与自然的分裂
与对抗予以检讨，进而探究复杂性范式对自在主体、自为主体、自由自觉主体之间关系平衡的意义。
尽管这是一本由多作者合作的论文集，但《复杂性范式与发生主体论》仍然有其自身的结构，且具有
跨学科的特点，表现出作者在复杂性范式研究中方法论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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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最后，从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来看，历史尺度与伦理价值尺度的统一是一个不断实现的过程，其现实基
础是矛盾的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社会实践活动。
二者统一的最终实现的现实基础，只能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公有制社会——共产主义社
会。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即达到了历史认识论和人生价值论的统一。
当然，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这种统一也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马克思不仅揭示了历史尺度与伦理价值尺度之间矛盾的客观根据和统一的现实基础，而且进一步揭示
了这两种尺度自身的内在矛盾性。
关于历史尺度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在生产方式中达到的现实的辩证统一，这
是大家所熟知的。
但伦理价值尺度的内在矛盾性质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也正是在一些重大的社会
现实评价上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一些具体的伦理道德关系上揭示了内在的矛盾性，但在普遍性的形式上还没有
来得及像在历史尺度中那样制定出新的范畴。
所以，不得不借用传统的伦理学的旧范畴（善、恶等），而只是赋予了这些旧范畴以新的内容。
恩格斯在分析黑格尔关于“恶”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时指出：“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
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
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一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
杆”。
与恩格斯的分析相区别，在黑格尔那里，关于“恶”的概念仍然是抽象的、永恒不变的。
因为仔细地分析起来，被黑格尔视为“恶”的那些东西（“恶劣的情欲一贪欲和权势欲等”），在过
去的历史时代中曾经被视为“神圣的事物”和“奉为秩序”的东西，即认为是“善”的东西。
这就暴露出了伦理价值尺度内在的矛盾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这种矛盾的实质在于它体现了人们对人生意义认识的不同侧面和发展的
一定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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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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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杂性范式与发生主体论》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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