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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自2005年7月出版以来，承蒙广大读者厚爱，虽然先后重印了两次，仍很快告罄.当编辑先生
告诉本人这一信息时，激起我拟将近年来新的工作和体会充实到书中去的想法.没想到原以为几个月内
就可以完成的任务中途因电子版的丢失、“5.12”汶川大地震影响等拖了两年才完成，实为抱歉。
　　在此第二版中总的精神是保持原有内容和风格不变，即在充分理解系统本质的基础上，运用自己
几十年蓄积起来的“数理思维”和“大自然观”去作出尽量直观的描述.本版仅在原有基础上作出一些
语言修饰和内容充实、增补，共增加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方面是在重新
通读全书的过程中将一些较为涩口的地方作了一定的文笔加工，另一方面是就近年来在本书使用和系
统学研究中得到的主要成果或思想充实到有关内容中来，共增加了6个节、段；再一方面是增加了一
章（第二版第7章）内容，主要是对时序系统作出了一个系统学的分析和认识。
　　在本版中仍然把主要的数学叙述内容集中到了最后一章去，以便更多读者能够更为顺利地读下去.
但也能看到，在我们通篇哲学思辨式的叙述中也一直伴随着一种“数理思维”，这点对于理工出身的
读者应该是容易接受的，即使对于一些文科出身的读者也希望不要回避它.因为从长远讲，数理思维修
养甚至包括数理修养都将是所有科学工作者必备的能力。
　　简单说来，数理思维就是把数学公式及其内容上升到以科技实践和社会实践为背景的思想层次上
来.具体说是指，在思考和描述问题时有意识地、更多地去使用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中的术语、概念
和方法，特别是它提升到思想层次上来的方法论。
　　此外，想借此再次强调一下本书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利阅读：　　本书对系统的最为基本的思维
方法是自己的“大自然观”（主要记于文献[4】）.这一思想发端于自己对数学的一些理解和体会（主
要记于文献[2】）.不过在本书中对这方面思想的叙述是自成一体的，主要体现在第2-4章，原则上不必
先读文献[2]）[4]即可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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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一版的基础上修订再版，在通有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极为广泛的空间原理、二象对偶原理和
能量原理，然后综合运用这些原理来认识系统环境，系统间关系的耗散、协同并整合出系统的若干基
本规律，还站在数学的角度，对系统学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和解释，除了在第一版基础上作出了语
言修饰和修订，以及将部分内容删除外，还增加了一些近年来在系统学研究中的主要成果，特别是：
对时序系统作出一个系统学的分析和认识。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数学各专业本科生和管理科学、社会科学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供广大
科学工作者阅读参考。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系统学原理>>

作者简介

　　高隆昌，1940年生，原名龙昌，皆因初中时建档，老师给写成了隆昌而尊师笔误沿用下来.出生于
乡村一个下中农家庭，从新中国成立前的私塾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本，196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
系，留校任教至1986年，出于性格爽快应邀调到西南交通大学数学系，兼任教研室及研究室主任
；1994年调任校软科学研究所所长，并作为成功申报西南第一个管理科学博士点的三大方向之一的带
头人加盟到本校管理学院；现为西南交通大学数学及管理学二级教授，任系统复杂性研究所所长、全
国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政府参事；立足系统科学长期从事应用数学理论、应用
、教学与研究；崇尚数、理、哲，涉足文、理、工，兴趣较广：先后在常微分方程定性理论、动力系
统理论、系统科学、生态数学、数理经济学、经济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教育科学等领域工作，
也在神经网络、宇宙学、安全学、分形理论、协同学、突变论、铁道学、美学、家庭学上工作过，长
于数理思维、数学建模；总计发表论文300余篇；主要著作（包括合作）有《数学纵横》（四川教育出
版社，1992），《数量经济学导论》（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社会度量学原理》（西南交大出
版社，2000），《思维科学概论》（西南交大出版社，2004），《市场经济竞争原理》（中国铁道出
版社，2002），《数学及其认识》（高等教育出版一施普林格出版社，2001）（已重印五次，将出第
二版），《大自然复杂性原理》（科学出版社，2004）（将出第二版），《系统学原理》（科学出版
社，2005），《二象对偶与管理学二象论》f科学出版社，署名二，2005），《数学建模基础理论》（
科学出版社，2007）.此外还主译了《数学要项定理公式证明词典》（日）（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编译《当代数学精英》f英，署名二）（上海科技出版社，2002）；已完成而尚待出版的成熟书稿还有
《世界政治大纲》、《系统学二象论》等.　　回顾人生一条隐约的轨迹是：经几十年潜心迂腐“跋涉
”，逐步对数学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并逐步提升成数理思维，逐步推广认识整个客观世界，逐步
形成了一套以“大自然观”为基础的“系统学二象论”等原创性分析方法和数理思维方法论，最终形
成了今天的自己，剑未磨成人已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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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仅常见的系统定义就有很多种，因此它并不统一，也没必要去统一。
因为它属于描述性定义，不像公理化定义（如微分、积分定义）那样，一切理论都需要建立在它上面
。
描述性定义仅为了陈述概念以利交流，加上系统概念的极其广泛性，存在从不同角度去强调其特征的
差异总是难免的。
不过总的说来，同一概念的不同定义总是大同小异，只要弄清了一个定义，见到其他说法时也就容易
明白了。
我们最欣赏的系统定义是建立在集合基础上的。
　　定义1.1 （集合、基元、空间、元素）由两个以上乃至无穷（可数或不可数）多个基本元素（简称
基元）构成的整体叫做集合。
集合有时也叫做空间，在未表明是什么空间时，通常所说的“空间”也就是一个一般集合，在此意义
下两者通用。
当集合空间非0维（非离散点集）时，每一整数维对应于一个独立的变动元素，简称元素或变元。
　　定义1.2 （系统）简单说，对任一对象，当其把它看成是有内容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系统。
具体说来，系统是这样的一种集合，它存在目标、元素、关系，简称“三元组”。
进一步说系统是其元素或元素组为着一个或一组共同的目标而作出贡献、发生关系，且／或与其环境
发生关系。
这样的系统也叫做简单系统。
系统各元素都有个“变域”，所有变域的“乘积空间”叫做系统空间。
从这一意义上又可以说系统是其“系统空间”中变动着的“状态”。
　　要解释的是，实践中一个系统的“元素”、“目标”和“关系”等分别都存在着很多种情形，因
而可产生很多种进一步的系统概念。
例如，其中的“元素”是个抽象概念，具体可表示单位、部门、要素、变元、因素等。
特别应注意到元素是系统空间的独立变元，应与系统空间作为集合时的“基元”相区别。
同时元素概念适应面广，既可以是有机的也可以是无机的，既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社会的
、精神的，既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实在的，既可以是宏伟的也可以是微细的，由此足见系统概念的
广泛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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