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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籍文库：复杂性科学研究》考察复杂性科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孕育和产生的过程、迄今
的主要成果，论述复杂性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代表科学整体作为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形态
，从科学、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逻辑工具和实践基础等方面揭示复杂性科学的特点，对国内外
复杂性科学主要学术流派的长处和短处作出评价，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复兴中医谈论了它的现实
意义，并对它的未来动向作出评估，对我国如何发展复杂性科学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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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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领域为系统科学及其哲学问
题，出版著作有《模糊学导引》、《系统科学原理》、《混沌学纵横论》(合著)、《系统科学辩证法
》、《系统科学大学讲稿》和《开来学于今——复杂性科学纵横论》等，发表论文一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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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东升编著的《复杂性科学研究》内容介绍：考察复杂性科学兴起的历史背景、孕育和产生的过程、
迄今的主要成果，论述复杂性科学在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代表科学整体作为系统的一种新的历史
形态，从科学、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逻辑工具和实践基础等方面揭示复杂性科学的特点，对国
内外复杂性科学主要学术流派的长处和短处作出评价，同时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和复兴中医谈论了它的
现实意义，并对它的未来动向作出评估，对我国如何发展复杂性科学提出一些建议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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