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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中叶，关于系统的科学思想传人中国。
20世纪60年代，哲学界已经有学者在研究其中的哲学问题。
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研究系统的科学的哲学热潮。
国外有关的经典著作陆续被翻译介绍进来。
那时，我开始接触这类问题。
先是学习相关的科学；而后，阅读系统的哲学的经典著作；再后，就是重温西、东方哲学史，包括西
方后现代哲学。
把三者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愈来愈感受到其中的理论内涵丰富、联系紧密与意义重大。
    该书对系统哲学进行了全面、完整、历史的论述。
全书包括系统哲学的科学背景与哲学传统、世界系统哲学与主要代表、系统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
与作用三部分内容。
作者黄小寒现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系教授。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撰有《"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以及
多篇论文，曾参加或主持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若干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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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小寒，女，1955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
学教研室教授。
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科学牛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有《“自然之书”读解—科学诠释学》
以及多篇论文，参加或主持国家、教育部和北京大学的若干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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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系统哲学面对的挑战与问题   　　一、系统哲学与分析哲学   　　二、系统哲学与结构主义   　　
三、系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四、系统哲学与实践哲学   　　五、系统哲学与后现代哲学   　
第二节 系统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中占有的地位与作用   　　一、世界需要什么哲学：系统哲学的占位   
　　二、系统哲学与现时代：系统哲学的作用   　　三、系统哲学：有待进一步发展 参考读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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