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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认知、计算与人工生命的视角探讨计算机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和核心理念。
追溯在毕达哥拉斯主义和目的论传统中发展起来的逻辑机器哲学和人工生命哲学的理论渊源。
展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谓“计算机革命”或“信息转向”的理论成果。
讨论作为传统哲学与现代计算机科学的哲学思考相结合的产物——逻辑机器哲学和人工生命哲学。
探讨计算主义纲领的合理性与局限性以及用计算机模拟人类心智的可能性以及有关的哲学问题。
着眼于哲学、进化生物学、认知科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与自动机理论的结合点，试图在深广的哲
学背景下对人机类比、计算仿真与生命模拟的理论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较为深入的评述，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计算机科学中的核心理念和哲学问题。
着重探讨计算主义纲领的功过，重点探讨人工生命中的哲学问题。
向读者展示计算机科学哲学领域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指出其可能的出路和大致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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