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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献给读者的这本书——《系统论》，是我们十多年来进行现代科学技术与哲学相结合探索的结果
。
　　纵览即将逝去的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除相对论、量子力学以外，再也没
有像系统理论、系统科学及与其相应发展的高新技术对人类的科学、哲学与社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冲击
，引起人类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
它犹如一股巨浪席卷哲学界、思想界、科学界，无情地检验着以往的科学与哲学的学说，革新人们的
世界观和思维方式。
正如民主德国哲学家格·克劳斯所说的：“就其革命影响而言，控制论可以同哥白尼、达尔文与马克
思的发现相媲美。
”苏联控制论哲学家伊·茹可夫指出：控制论和系统论是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彻底改
变了世界的科学图景和当代科学家的思维方式”。
　　我国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对系统理论与系统科学的创立有独特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他创立的工程控制论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盛誉。
70年代末，当他大力提倡系统理论和创立系统科学的同时，对科学技术与哲学的关系进行开拓性的研
究。
他认为：“每次科学技术的重大进展都对哲学引起了强烈的冲击。
”他在《工程控制论》修订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从科学理论角度来看，20世纪上半
叶的三大伟绩是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控制论，也许可以称它们为三项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
的三大飞跃。
”1985年他认为：建立和发展系统学“在科学史上的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他创立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是对于科学学，而且亦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有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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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立足于一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理论和
分形理论等系统科学理论，探索了系统科学古今中外的四方面来源，考察了从宇宙、生命、精神、生
态到社会五大系统的基本特征，概括出八条系统论原理和五条系统论规律，提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论
体系。
《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气势宏大，立意深刻，论述严谨，富有时代感。
《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使用的是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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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宏森（1932～），江苏江宁人。
曾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
　　曾国屏（1953～），贵州印江人。
现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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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征程上，人类认识，以物理学革命叩开了20世纪的大门，人类知识在
宏观和微观两极率先打开了新天地，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
　　科学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物质生产组织、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和变化，同时也促进了科学
技术研究本身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进步。
社会物质生产的组织性、复杂性，社会生活系统的组织性和复杂性，社会管理的组织性和复杂性，科
学研究对象的组织性和复杂性，都极大地增加了。
这些组织性复杂性事物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因素众多，涉及面广；联系紧密，结构复杂；动态多变
，随机性强；非线性，非加和性；因果关系的反直观性；滞后效应，影响深远。
这就注定科学技术研究要进一步突破以往的理论模式和研究框架，由追求基元性向深究组织性挺进，
由向往简单性向探索复杂性发展，由崇拜线性律向探讨非线性律而努力。
　　于是，以系统为研究和实践对象的理论和技术就应运而生并大步前进了。
这些进步，最先是以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系统工程的诞生为标志，接着又随着耗散结构理
论、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分形学等新成就而被推向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
这就孕育和发展起来以系统为特定研究对象的新兴科学门类——系统科学。
　　系统科学的诞生，代表了20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方向，是认识组织性、复杂性、非线性问题的
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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