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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该书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充实修改而成的。
从一定意义上说，作者所提出的历史复杂性观念，或许意味着以哲学方式理解人类历史的某种前沿性
思考。
一依据（通常所谓“机械的”或“辩证的”）规律性来解释和说明人类的历史，是一种在近代以来才
出现，并逐步占据强势地位的理论意图；其在哲学上的研究成果，可以统称为规律性历史观。
在这种历史观的烛照之下，形态纷繁、诡谲多变的人类历史，至少在被赋予某种“本质”意义之后，
就成为理论思维所可以把握的了，而不再是不可理喻的“偶然事件的堆积”了。
其思想贡献，确实显赫而辉煌；在现实的历史实践方面，亦多有震撼人心、催人奋进之处。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以历史规律性的客观存在作为核心假设（该书作者认为：就其无法终极性地证
实或证伪而言，任何本体论都是假设）的认识方式，就是解释和理解历史的最好方式或最后方式；否
则，即意味着人类历史和历史哲学在某种意义上的完成或终结。
因为规律性这个概念本身，终究只是时至近代才产生的、传统自然科学的产物，它严重地依赖于简单
性科学这种特殊的认识背景，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的历史性或暂时性，亦随着复杂性研究这种科学本
身的新的历史形态的出现，而日益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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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因为规律性这个概念本身，终究只是时至近代才产生的、传统自然科学的产物，它严重地依赖于
简单性科学这种特殊的认识背景，其作为一种思维范式的历史性或暂时性，亦随着复杂性研究这种科
学本身的新的历史形态的出现，而日益凸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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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白利鹏（1968.5.1～），蒙古族，2006年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
获哲学博士学位，并获该学年度吉林大学优秀毕业研究生荣誉称号。
主要理论兴趣在于建构历史复杂性观念，并探索以复杂性范式理解和反思人类历史及现实命运之可能
性与有效性。
近年来先后在《学习与探索》、《长白学刊》、《社会科学研究》、《学术月刊》等核心期刊发表学
术论文多篇，并作为骨干成员参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活世界理论研究”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研究”，另主持省、厅级科研课题
各一项。
现任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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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人类之由远古走到今天，其间创造了多少辉煌灿烂的文明和文化，遭受了怎样深重的灾难与严重
的挫折，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当中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知识，同时也积淀着深切的感受与深刻的领悟。
“宗教信仰命运，文艺表达命运，哲学思索命运。
”①对于历史哲学而言，则尤其不能囿于种种感性或知性的满足，而必须通过广泛、深入的思考达到
某种观念性的理解，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或许是某种更深层次、更加根本的把
握。
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层面的历史思考在与一般哲学同样久远并且同样坎坷曲折的思想旅途当中，不
断演绎着的某种夸父式的、西西弗斯式的悲壮神话，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永远值得期许的；
它所扛起的那种沉重与尊严，它所遭遇的种种困顿与无奈，确实不是将哲学归结为思想游戏或概念游
戏的各种无根之论所能超脱，同时也绝对不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意识形态的阴谋”这样的说法所
能消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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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唐代思想家韩愈曾有脍炙人口的越古名言：“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但是这话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师之所存，道之所存”——对于有意向学而又不堪其拙——如我
者而言，当然不能说：找到了老师，也就是找到了“道”；但是大概也可以说：至少是找到了某种寻
“道”的勇气和信心；当然在相当微末的个人治学能力方面讲，或许还有某种至今亦常常自以为是、
并于窃下敝帚自珍的所谓方法。
我是在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师从杨魁森攻读博士学位、并多方恭聆孙正聿、刘福森、孙利天、贺
来等各位导师教谕的三年求学生涯当中，对此深有体会并深信不疑的。
我曾仓皇面壁，试思人类命运之“道”；也曾苦闷登高，尝想浮生历世（历史？
）之“理”；更曾遥对书山卷海而长嗟短叹，恨无一蹊可寻、一楫可渡⋯⋯应该说，在大学毕业及硕
士毕业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我是由于不能无师自通而饱尝了无师之苦的。
杨老师不以我身罹残障而拒弃，使我得以忝列门墙之内；又不以我生性鲁钝而不教，使我能够初涉思
考的痛苦与快乐。
可以肯定地说，在吉林大学的三年，是我平生最为充实的三年，也是我永远怀恋的三年。
屈指算来，毕业三年矣！
老师以霜鬓花甲之年、大病未愈之身，多次亲莅我的三尺斗室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宛然如新；而
当时南区九舍窗外的蒙蒙细雨和烈烈骄阳，也早已定格为我多舛命途当中永远美好、瑰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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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史复杂性的观念》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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