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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复杂性科学与哲学的交叉视野研究突现问题是当前复杂性科学的一个前沿问题，也是当代科学
哲学、心智哲学、生命哲学等领域的热点问题。
本书稿对突现问题采取了一种跨学科、综合性研究的进路，依据历史与逻辑统一、归纳与演绎统一的
原则，对突现研究的历史及其进路转换、突现的概念与分类、突现的自组织机制、突现的适应性选择
机制、突现的还原解释、突现与依随性、突现的上索解释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概括，构建了一个复杂
系统突现的理论。
在第1、2章中通过对突现研究历史的溯源和梳理，突出当代复杂系统突现研究的新进路。
在第3、4章中，在分析包尔丁系统分类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按复杂性的程度对系统进行分类的圈
层体系，明晰复杂系统及其突现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在第5章中，概括自组织系统的突现机理。
第6章中在论述了复杂适应系统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广义进化原理的内涵及其合理性，对美
国著名学者霍兰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突现机理做了分析和补充。
第7、8章以复杂系统突现机理为依据，探讨复杂系统层次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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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用以表示复杂系统突现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方程是一个非线性方程。
非线性动力学方程通常有几个定态解。
在实际的系统自组织中，这意味着从无序到有序，从一种有序状态到另一种有序状态中，系统可能达
到几种不同的模式、构型或结构。
但可能性仅仅只是可能性，在现实的演化中，它只能达到某一种模式、构型或结构。
因此，在演化过程中，从一种现实的状态进展到几种可能状态时，必定进展到某个关节点即分叉点，
在几种不同可能的稳态中加以“选择”。
对于自组织系统来说，它到达哪一种稳定结构，哪一种结构将被“选择”，是非决定论的，事先是不
可预测的。
在图4.5中，分叉表示贝纳德卷筒的出现：当温差从某点t0开始增大时，流动的分子的平均速度存在两
种可能；分子向上或向下运动，而不是零速度（不运动）。
在贝纳德对流元胞中，在容器的平面底上徐徐加热，开始时系统处于热力学的平衡态或近平衡态。
它的液体分子并没有做宏观的对流运动；当温差升至某个临界点时，液体分子中会自发地但开始却是
偶然地出现一些小的旋涡，小的卷筒，然后许多分子跟着这个卷筒走，从而形成宏观的对流结构。
这个对流卷筒结构有两种可能的稳定结构，一种是顺时针旋转的（右旋），另一种是逆时针旋转的（
左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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